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琼
实习生/黄天策 通讯员/唐珂） 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一些人不得不在集中隔离点
内迎来壬寅虎年。连日来，我市卫健部门
联合各县（市）区组织的情暖新春“五送”
活动，让隔离点内洋溢着浓浓真情。

“感谢你们舍小家顾大家，希望你们
能过个好年……”1 月 30 日，芦淞区副区
长郝陆游带队前往辖区隔离点，看望工作
人员并为集中隔离观察人员送上水果、牛
奶等物资。

1月 31日，正值除夕，在攸县隔离点，
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为隔离人员送上年
画、水果等年货。

送祝福、贴福字、准备年夜饭……1月
30、31日，天元区疫情防控小组将新年礼
物和祝福送到隔离人员手中，为隔离点增

添了不少年味。
2月1日，正值大年初一，渌口区委书记

李晓彤带队来到辖区集中隔离点，慰问坚
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还通过电话为隔离
人员送上新年祝福，寥寥数语暖人心扉。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隔
离点留观人员和服务保障工作人员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健康的新春佳节，我市集
中在 1月 31日至 2月 2日开展了情暖新春

“五送”活动，具体包括“送一份温暖”“送
一份温馨”“送一份年味”“送一份祝福”

“送一份关爱”，主要为隔离人员添置取暖
设备、棉衣棉被等物资，并为他们派送窗
花、年画等装饰品，并提供丰盛可口的年
夜饭，营造节日氛围。此外，他们还协助隔
离对象进行“亲情连线”，让隔离人员与家
人实现“云团聚”。

“五送”活动不停歇 隔离点里年味浓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琼
实习生/黄天策 通讯员/唐珂

1月 30 日，除夕前一天。早上 8点多，
天元区卫健局副局长刘湘辉就和同事赶
到辖区某隔离酒店。这也是该区最后一个
集中隔离点，当天的实时集中隔离人员有
32人。

隔离点的入口处，红灯笼早已高挂，窗
户上也贴上窗花，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隔离人员的房间内也贴了窗花、年
画吗”“再问问，他们还缺什么？”……刚到
隔离点，刘湘辉就和同事将一个个红色礼
盒摆在酒店一楼大厅。

这份礼盒里面装着炎陵盛产的木耳、
笋干、干蘑菇。这意味着，这些隔离人员可
以尝到最地道的株洲味道。

除了送礼盒，他们还提高了餐食配置
标准，结合湖南口味和传统，为隔离人员
送上丰盛可口的年夜饭。“隔离人员想吃

家里的饭菜，也可以通过工作人员帮忙转
交家属做好的年夜饭，让隔离人员与家人

‘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年。”刘湘辉说。
“希望你们虎年平安，喜乐无忧”“瑞

虎迎春，天下无疫”……为了让隔离人员
感受到“家”温暖，该区医护人员还特意录
制了祝福语，在除夕夜将祝福视频发送到
每位隔离人员手机上。

“今年很特别，我要在隔离点里过春
节。虽是别样过春节，但一样也不少。”虽
然无法与家人团聚，隔离人员凌先生却说
自己失落的心早已被“治愈”。

这两天，凌先生的房间贴上窗花、对
联，被装扮一新，各种零食也一应俱全。

“虽然隔着厚厚的防护服，但我依然
能感受到他们的关爱。”凌先生为这波暖
心服务给出好评，同时给自己列了个丰富
的春节活动安排表。健身、练字、看春晚、
与家人视频连线……他说，“只要有‘爱’，
小小的房间里也能洋溢着新年的欢笑。”

关爱及时送到位 小小房间溢欢笑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戴凛

2022年 1月 31日，除夕。这是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留学生
习飞特来中国所经历的第三个春节。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他
在辅导员言婷老师家，体验了一回地道的中国团年饭。

出生于1995年的习飞特来自孟加拉国，2019年 12月来株留学，
主修汽车维修专业。由于疫情影响，习飞特寒假期间选择留校。

“今年春节期间只有一名留学生在校，正好我们一家也在株
洲过年，所以邀请他一起来家吃个团年饭。”该校国际交流中心
教师言婷介绍说，考虑到习飞特的风俗习惯，在菜品准备方面也
做了一些临时调整，安排了红烧鱼、烤牛排、羊肉火锅、炖鸡、卤
牛肉等兼顾两国饮食习惯的诸多菜肴。

“大家好，新年好！”上午 11点，习飞特与朋友赶到言婷老师
家赴宴。一见面，他就用流利的中文，和大家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很喜欢中国文化，特别喜欢株洲这座城市。”习飞特笑着告
诉记者，一开始自己只会含糊不清地说“你好”，如今基本能够熟
练地用中文对话。这都得益于热情、友好的老师和同学，让他中
文水平能够突飞猛进。今年春节前，他收到了言婷老师的聚餐邀
请，让他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新年快乐，大吉大利，干杯！”时钟指向 12点，习飞特和言婷
老师的家人一同端起了饮料和酒水。习飞特说，这一次他不仅尝
到了很地道很美味的春节团年饭，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的传统
文化，学到了许多的中文吉祥话，更感受到中华礼仪之邦的热情
好客和中孟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最温馨：
孙子捞的鱼是“最有排面”的大菜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孙晓静

1月 31日，大年三十。渌口区龙门镇永福村曾爷爷家里，不时
传来儿孙的欢笑声，显得格外热闹。

晚上 6点整，祖孙三代围坐在圆桌旁，全家福、红烧甲鱼、爆
炒牛肉……一道道精心烹制的菜肴让人食指大动。“让一让，让
一让，还有道大菜呐！”曾大爷一边吆喝，一边从厨房里端出一盘
菜，特意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定睛一看，是一盘用油炸得酥脆的小鱼。“呀，是我过年前抓
的鱼！”一旁的孙子曾圣睿高兴地跳了起来。

曾圣睿是荷塘区星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学校放寒假后就
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农村爷爷家。因为爷爷家有鱼塘，有稻田，还
有不少鸡和鸭，比城里的家好玩多了。

过年前，曾爷爷特意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将鱼塘的水
放干，邀请孙子下塘捞鱼。“小睿睿，你捞到鱼，过年我们就加餐！”

小曾在泥水里左扑右抓，和爷爷、爸爸一起，采用围堵战术，
忙活了一下午，一口气抓了近 30公斤鱼。虽然身上、脸上都是泥
点，但他却开怀大笑，连称太好玩了。

为了保留孙子的“战利品”，曾大爷将鱼处理好，放进冰箱保
存，在除夕做成香喷喷的油炸鱼端上桌，一下就得到了大家的青
睐，你一条、我一条，很快就“光盘”了。“睿睿你看，自己亲手抓的
鱼，吃起来就特别香吧。”曾爷爷摸着孙子的头，说这当之无愧是

“最有排面”的菜。
“从小就比较注重培养孩子‘接地气’，尤其在生活技能和亲

近大自然等方面。”提到孩子的成长，小曾妈妈江鸽告诉记者，大
女儿已经会做几道拿手好菜，“让孩子们多多动手，让他们体会
到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双手创造。”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戴凛 通讯员/陈紫萱

1月 30日，再过一天就将迎来除夕。这天傍晚，来自益阳南县
的余娇陪着妹妹，走进原本素不相识的荷塘区青年志愿者张煜
洁的家中。一场由团市委发起的“共享年夜饭”活动，让她们有缘
相聚在同一张餐桌上。

余娇和妹妹来株洲工作已有 4年多。由于妹妹春节期间需要
值班，所以她决定留在株洲陪妹妹一起过春节。获悉团市委发起

“共享年夜饭”活动，即由一个在株过年的家庭，邀请若干外地留
株市民到家里吃顿团年饭，两姐妹带着一份“好玩”的心态报了
名，没多久就收到了活动对象匹配成功的通知。

安排到自己家来的是一对姐妹，她们是谁，相互之间能谈得
来吗？同样收到匹配成功通知的张煜洁既期盼又好奇。为了不给
志愿者家庭增加太多麻烦，余娇姐妹俩和张煜洁在网上商定，将
团年饭就定在除夕的前一天。

“一开始还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但很快就被她们家人的热情
化解了。”余娇说，和张煜洁闲聊了解到，她们都是同龄人。说到
生活和工作，大家有不少共同语言。

伴随着一声“干杯”和一句句新年祝福语，饭桌上不再有陌
生和尴尬。

“这餐年夜饭，会是一辈子难忘的记忆。”余娇笑着说，从没
想过会以这样的形式共享团年饭，但是这次意外的相识、相聚，
成了 2022年最有意义的收获。她表示，一直就很喜欢株洲这座城
市，而这一次活动，再次被株洲人的热情和包容所感动。

张煜洁表示，通过这次活动意外认识了一对好姐妹，今后还
会和她们保持联系，增进友谊。

最暖心：
一对益阳姐妹的“共享团年饭”

习飞特（右一男生）与言婷老师家人开心聚餐干杯。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戴凛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周羽

吃了团圆饭，过了热闹年，返岗的脚步在加急。
因疫情防控需要，外省归乡返岗，不少地方要持 48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为让老百姓欢乐过虎年，我市除 30家医疗机构提
供 24小时核酸检测服务外，还在各乡镇开辟 68个便民核酸采样
点，大伙在家门口就能采样做核酸检测，归乡返岗都不用愁。

株洲经开区的汤先生大年初五要去一趟广州，初四上午 11
点，他拨打云田卫生院的便民联系电话，虽然当天集中采样已经
结束，但云田卫生院立即启动绿色通道，采样结束后将汤先生样
本专车送往检测机构。

一个电话就能预约，家门口就能采样，这是欢乐虎年的株洲
福利。

不让一个老百姓因核酸检测卡壳归不了乡、返不了岗。年前，株
洲市卫健委周密部署，安排各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轮班上阵，通过
倒排时间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做核酸检测，在最短的时间内
拿到结果。

“年前我们就通过居民微信群宣传，提醒大家尽量集中在上
午 10点左右集中采样送样，争取当天出结果，给大伙留足出行时
间，紧急情况特事特办。”云田卫生院公卫办主任汤柳艳说，从小
年到大年初六，采样点平均每天有 30多个采样，“方便附近居民
就近采样，不用再去医院来回奔波，便民采样点因此获得老百姓
的一致好评。”

而为了每一个便民采样点真正便民，卫健委各部门在年前组
织细心排查，68 个乡镇电话全部拨打到位。“确保每个公布的电
话都能通畅、人员安排到位，让老百姓找得到人，办得了事。”市卫
健委医政科科长周羽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阻拦了一部分人回家的步伐，却无法冲淡浓浓
的年味。1 月 31 日除夕，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608 所)党
政工团为留株就地过年的青年职工准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团年
饭，送上了新春大礼包，并安排专人为留株职工做好服务与保障
工作，让青年职工在株洲过上一个温馨祥和的春节。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戴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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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峰区委区政府为隔离点工作人员和隔离人员送上新春大礼包。通讯员 供图

春节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有些人却
因为疫情不得不在隔离点迎接新年。

我们欣喜地看到，隔离病毒但不隔离
爱。连日来，从一盒盒热腾腾甚至“个性定
制”的年夜饭到一个个祝福视频，从心理
辅导到物资保障。株洲，用一个个暖心举
措，为隔离点增添“年味”，也为隔离人员
送去温情时光。

我们要感谢那些默默坚守在隔离点
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每一束平凡之光，也
是寒冬中最温暖的守候。他们是每一位

有血有肉的战“疫”者，也是隔离人员最
值得信赖的“陪伴者”。他们“舍小家、为
大家”，用责任与担当，为被隔离群众的
平安“守岁”，也守护着株洲市民的安全
和健康。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主动配合的隔离
人员。他们的深明大义，是我们战胜疫情
的“法宝”。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隔离点
内处处演绎守望相助的美好画面。

有爱不惧风来急，风雨过后是晴天。
隔离有期，关爱无限。

最传情：
孟加拉国留学生尝到地道团年饭

记者手记 隔离有期 关爱无限
刘 琼

戴上红围巾 异乡过大年

就近为归乡返岗市民提供便捷服务

68个便民核酸采样点
遍布乡镇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廖明 通讯员/覃农

在京广、沪昆两大干线交汇处的铁路编组站株
洲北站，春运 40天时间里，这里每天有超过 100对
旅客列车、500 列货物列车从这里通过、中转编组
发往全国各地。

家住江西宜春的铁路小伙李孝伟，已经连续三
年在株洲过年，坚守在春运岗位。

株洲北站的调度大厅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
声，调度大屏上闪烁着的一个个光标，一个个清晰
有力的行车指令，以及纸笔摩擦的沙沙声，紧张而
有序。和李孝伟一样的铁路春运幕后工作人员，24
小时不分昼夜守护着万千旅客和货物车辆的运输
安全。

1月 30日，正在休息中的李孝伟身上的手机不
停地发出收到信息的提示音。对于群里发送的拜
年、相邀聚会的信息，他都是一扫而过，很少回复。

一条来自妈妈的短信提示，让他一下打起了
十二分的精神。

“平时很少发短信的，这时候来一条，担心是责
备我不回家过年。”李孝伟说。

点开短信，发现字里行间，都是爸爸妈妈的关
心、理解和祝福，以及让他服从管理、努力工作的
嘱托。

几十个字的短信，李孝伟看了一遍又一遍。本
想回个电话过去，但又担心有些话不好意思讲出
口。于是他认认真真地编发了一条短信，感谢爸妈
的理解和支持，并祝福两人身体健康、喜乐顺遂，然
后再度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李孝伟介绍，到（到达）、解（解体）、编（编组）、

发（发出），这是一列货车进入株洲北站后需要经
过的完整作业流程，而旅客列车的办理更需要打
起十二分精神，每一次鼠标的点击和确认都关系
到列车上旅客的安全出行。

一列货车刚刚完成编组，李孝伟需要及时指挥
它进入规定的股道，等待发车信号。只见他熟练地
操作着电脑鼠标，给机车司机排列进路和信号，拿
着电台反复叮嘱着司机确认信号。

从接班开始的那一秒，李孝伟就端坐在电脑
前，全身心投入到春运的“战场”，一丝不苟地办理
着每一列车的接发作业。

“在学生时代，对于‘坚守’这种精神，其实不
太理解。但经历过三次春运之后，发现这份坚守，
就是自己身上担的这份责任，能把旅客、货物安全
准点地送到目的地，就是坚守的意义所在。”李孝
伟说。

在工作岗位上的李孝伟。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廖明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刘萍 何杏） 1月
27日，蒙蒙冬雨中，位于神农公园内的株洲市总工会劳模宣传栏揭
幕，里面展示着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

在神农公园内的工人文化宫前，还设有一处劳模浮雕，全由
大理石精雕细琢而成。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工会主席朱振湘说，株洲作为
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布局建设的工业城市，始终高度重视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株洲建
市以来，共推荐评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63人、湖南省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601人、株洲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1278
人，涌现了柳祥国、袁健松、易冉、邓元山、刘明等一大批劳动模范
和大国工匠，为株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逛神农公园 学劳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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