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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石峰区南峰社区志愿者孙翔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愿意做志愿者？今
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身边人的故事。

“不能进出小区，谁帮我送菜给老爸啊？”
“我去！”
“我要买药怎么办？”
“我帮你！”
……
有呼必应，这些天，小区居民习惯了“有事

找陈敏”。
陈敏是谁？一个身残心热的抗疫志愿

者。一个年过五十的汉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
区居民。

从小因病落下残疾的陈敏，行动起来一瘸
一拐，着实有些不便。但他有一副滚烫的热心
肠，随叫随到的作风在小区志愿者眼里却是一
匹快马。他有一台电动摩托车，总是在群众需
要的第一时间出现。

大眼睛的陈敏善于发现，总在小区群众犹
豫不决的时候，热情地做出决定。这天中午，

一个居民做好了菜要送给独居的爸爸，鉴于
“不进不出”的规定，正当居民困扰之时，在门
卫当值的陈敏挺身而出代为送达。

楼栋没有电梯，陈敏却用残疾的腿爬上爬
下，多少次为独居老人送药，多少次为孤寡老
人传递衣物，多少次传递物品，都记不清了，只
记得陈敏是志愿者队伍里最忙碌的那一个。

在陈敏的带动下，志愿者承担起小区的“二
传手”，不仅要快，还要精准。每天三四十起传
递任务没有一例差错，深得小区居民的信赖。

一日一事不足为奇，长期坚持就难能可
贵。陈敏自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就干上了志
愿者。这一次疫情来袭，他再次报了名。

在小区志愿者具体行动的感召下，有小区
居民送来热腾腾的包子，小区门口小卖部的老
板送来一箱一箱的矿泉水，还有居民在小区群
里发红包，以表达对志愿者的感激和敬佩之情。

“我们小区不止一个陈敏。”这是居民对小
区志愿者的最高评价，也是志愿者工作动力的
来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整理）

讲述人：株洲晚报编辑传播部美编郭金
芳 住天元区山水洲城小区

受疫情影响，从 11 月 5 日起，我开始居家
办公，看到群里招募志愿者的通知，也想为小
区出一份力，就下楼去找志愿者队伍报了名。
从一位志愿者大姐那里，我第一次拿到了志愿
者袖章。戴上袖章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
强烈的责任感。

“开始工作！一定要干好！”我在心里默默
为自己加油！

挨家挨户敲门叫居民下楼做核酸、维持现
场秩序、提醒没戴好口罩的小朋友戴好口罩，
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感
谢。

在帮助残疾人士、孕妇、或者老年人“插
队”做核酸采样的时候，大家都会主动让位，甚
至还有位居民让位之后，又从最后开始排队。
当然，也有极少部分居民不遵守规定，在小区

里闲逛、散步、遛狗、打球。我们上前劝说后，
大部分还是听得进，赶紧上楼了。

昨天，在维持秩序的时候，栗雨办的刘主
任要我守一下物资，是准备给隔离人员做核酸
用的。他们回来后，说还少一个扫码的人。我
想起一个本小区做志愿者的同事，她前天扫过
码，知道怎么操作。于是我找到这个同事，她
听明我的来意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这
时我却后悔了，怕她被感染，但她却反过来安
慰我：“别担心，没事的。”真的为她感到骄傲！

在做志愿者的这些天里，我每天都会被这
些任劳任怨的志愿者们所感动，也感受到了自
己和他们的差距，我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晚上要在家上晚班，我每天只做半天
志愿者。即便是半天时间，也感觉腰酸背痛
的，但看到那些为我们服务的“大白”们，这些
苦累都不值一提了。只希望我们的家园早日
解封！加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曙光 整理）

讲述人：芦淞区贺家土街
道泰苑小区志愿者 肖力杨

11 月 8 日，市区再次静默
管理三天，完成了阶段性志愿
服务的我，选择居家休息一下。

此前，我参加了市区核酸
检测采样的志愿服务工作，从
一周一检到三天两检、三天三
检，再到城市第一轮静默管
理、第二轮静默管理，连续参
加志愿服务工作 20 天。志愿
者越来越多了，小区防控越来
越顺了，因此，第三轮城市静
默管理期间，我选择换位防
疫。

早上5时40 分就醒了，由
于精神上的松懈，全身酸痛，根本不想起来。

躺到7时30分，洗漱之后检查一下自己平
时出门的防护行装。因喷洒酒精太多，那套红
马甲一股酒味，今天气味清淡多了，与口罩、小
喇叭、红袖章等放在一起。

就着一盘剩菜，煮了点面条，吃了个美美
的早餐。在小区志愿服务期间，几乎没时间吃
早餐。10 时 30 分，到小区指定的地点做核酸
检测采样。11时30分做中餐，吃完中餐后，午
睡了一会。下午3时起床，一个下午，用电脑刷

新闻、看信息。晚餐，泡一包方便面。晚上看
看电视，不外出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20 天志愿服务连轴下来，还是感觉居家
好，稳定的一日三餐，体力也得到了恢复。

11 月 9 日，原打算休息 3 天的我，实在闲
不住，又上岗了，继续协助小区防疫工作。还
有一天的静默时间，小区还没有失守，这些都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再坚持一下，迎接最
后的胜利。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整理）

为什么愿意做志愿者？来听听这个故事

戴上红袖章 就是一种责任

志愿服务20天 休息了一天又继续“上岗”

▲肖力杨的志愿服务行装。受访者供图

别人想出来的门
正是妈妈回不去的家

讲述人：南方中学高一2208班学生
王梓涵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原本繁忙
的学习生活陡然暂停。11 月 2 日早上，
学校宿舍起床的哨声没有响起，生活老
师对寄宿学生宣布从当天开始需分批次
到食堂就餐。

接连 3 天，我没有在学校留言板上
看到父母的任何留言。思念、担忧……
各种情绪交织在心中。

这时候，班主任找到了我，告诉我
“妈妈想看看我”。我十分激动，从座位
上弹起，拿着老师的手机，接通视频。妈
妈的身影很快映入眼帘，我一时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

妈妈穿着隔离服，脸上被口罩勒出
多条印痕。看到屏幕中的她，眼泪不禁
从眼眶滑出。我的妈妈，作为志愿者投
入抗疫工作，已连续奋战多日，白天执勤
忙碌，晚上在单位打地铺。年幼的妹妹
还在家，可妈妈却不能回家，想念与牵挂
只能通过电话一句句“不要害怕，不要担
心”来传达。别人想出来的门，正是妈妈
回不去的家呀。

看到妈妈这般模样，我似乎看见了
那些同样奔赴在抗疫一线的工作者们。
他们同样万分辛劳，同样也是有家难
回。为了抗疫的早日结束，这一群群可
亲可敬的人，他们默默值守、无私奉献！

想到这些，我心中就有了信仰，脚下
就有了力量。株洲，加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整理）

疫情当中
大家把邻居当家人

讲述人：自由职业者龙静 住美的城
小区

疫情无情人有情。疫情来袭，佳美
社区志愿服务队美的城分队的志愿者
们，又主动肩负起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出
现了多件感人事迹。

6日晚上，小区一名老人突发疾病，
情况危急，但他的女儿没有车辆能外
出，急哭了。志愿者得知情况后，随即
在微信群发布消息，寻求处理方案。此
后，志愿者联系了公安机关和急救中
心。 最后在民警和医护人员的帮助
下，老人被安全送到医院救治。业主对
此十分感激。

7日上午9时左右，小区内一名身患
糖尿病的老人药品告急，急需胰岛素，需
要外出购买，但又拿不出证明。

在患病老人备受煎熬的时候，微信
群开展了一场爱心接力。

谁家有胰岛素？很快，居民罗琳和
何星表示，家中有多余的胰岛素，并将胰
岛素通过志愿者转交到了老人家属手
中，让老人转危为安。

我 们 的 志 愿 服 务 队 成 立 于 2018
年，在正式成立前，已开展多年志愿服
务活动。我们虽然是邻居，但谁家有个
大事小情，邻居们都会主动伸出援手，
帮忙解决困难，大家互爱互助就像一家
人一样。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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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
刘平）11月9
日上午，“一
名陌生业主
为小区送来
4.5 吨蔬菜”
的消息分别
在天元区庐
山春天小区
和早安华晨
小区传开。

“蔬菜全
部分发到了
每个住户家
里，现在大家
都感到很好
奇，想对他表示感谢。”市派韶溪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队队员龙飞说。

9日中午，记者电话联系到了
蔬菜捐赠人丹正道吉。

丹正道吉为庐山春天小区业
主，现年36岁，藏族，来自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于2017年来到株
洲创业，现为湖南旺鑫时代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湖南省
甘肃商会任副会长。

丹正道吉介绍，他目前在长
沙，得知所住小区部分邻居在静
默管理期间面临生活物资紧缺问
题，决心捐赠一批蔬菜。后在商

会会员单位的帮助下，采购到9吨
蔬菜，但运输又遇到困难。

“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4 点，打
了 100 多个电话找车。”丹正道吉
介绍，8日当天，与长沙、株洲等地
的很多货车驾驶员取得了联系，
最后，来自商会会员单位的2名驾
驶员自告奋勇，承担了运输任务。

“株洲是座有温度的城市。”
丹正道吉谈到在株洲创业经历时
说，曾遇过困难和挫折，但政府部
门、同行、朋友均在关键时刻纷纷
伸出援手，帮助他走出困境，为
此，他心存感激。

老人独自在家
热心邻居每天为她送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宁翔）在建宁街道
高风险区域，社区工作人员看到身
着防护服的“大白”走路辛苦，便主
动化身“摆渡人”，骑电动车送“大
白”上门采样。

11月8日，“大白”需要上门对
建宁街道结谷街社区居民进行核
酸采样。结谷街社区居住的老人
比较多，住的也比较分散，为了能
保证所有的老人都能尽早尽快地
采集核酸，社区党支部书记（兼社

区主任）刘丽虹与街道其他防疫人
员，一大早就骑着电动车载着身着

“大白”防护服的护士，开始挨家挨
户入户采样。“让我们省了不少力
气。”“大白”们纷纷点赞。

在建宁街道入户采样的居民
中，大多数年纪较大，有听不清
的，护士就耐心地一遍遍重复，
直 到 老 人 顺 利 配 合 完 成 采 样 。

“真是辛苦你们了，太感谢了。”
这是很多老年居民关门前说的
感动话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毅 通讯员/陈君）“救命药，终于
送到了。”11月7日下午6时，醴陵
市均楚镇军山村，党员曾美林将
药品交到廖建国手中时感叹道。
与此同时，所有参与这场接力的
人，都松了口气。

62岁的廖建国家住该村新屋
组，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需每日服用多种药物。11
月 5 日，醴陵市实行静默管理，而
此时廖建国的药品已基本见底，
一旦停药，极有可能导致危险，这
让他居住外地的儿女心急如焚。

情急之下，他的小女儿拨通

了 110 求助，几经辗转，最后在醴
陵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协调下，
该市疾控中心、中医院等通力配
合，调配120救护车、申请通行证，
药品终于在 11 月 7 日下午 6 时送
到了廖建国手中。

无独有偶。该镇马家垅村村
民唐文锋是一位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患者，他从广西邮寄过来的靶向
抗癌药被滞留在妹妹家中，后者居
住在芦淞区。11 月 7 日下午 7 时
许，眼看药品所剩无几，焦急的唐
文锋向村干部唐海霞寻求帮助。
唐海霞多方联系，最终，药品于次
日下午辗转交到了唐文锋手中。

本报讯（株洲
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静 默 期 在
家能做些什么？
芦淞区贺家土小
学三年级的高梦
绚，和家人编写
了 一 段 说 唱
Rap，展示了我市
中小学生乐观应
对静默管理的积
极心态。

“科学作业需要拍照打卡，完
成作业后突然灵光一闪，是不是可
以找个曲子做个战疫视频？”高梦
绚的妈妈吴薇说，一开始，她和儿
子本来只是想着写一段Rap，然后
记录一下生活。但写完文稿后，又
决定干脆再配个曲子。于是，他们
通过一款唱歌软件进行录制，再通
过视频编辑软件整合。

“一开始画面总是不顺畅，反

复调试了很多次，总算基本成型。”
吴薇笑着说，以前还不太会用这些
音频、视频编辑软件，趁着静默在
家这几天摸索出了不少新技能。

昨日，该视频通过株洲日报
视 频 号 发 布 后 ，得 到 了 大 量 转
发。有网友留言表示，小朋友乐
观的情绪，为大家注入了更多的
精神力量。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 通讯员/郭郭）“快帮帮我，
我住在天元区，儿子在芦淞区隔
离，儿媳妇疼得打滚，马上要生产
了……”11 月 7 日 11 时 22 分，株
洲市天元医院产科接到了一起紧
急求助电话。

颜女士此前一直在河东某医
院进行产检，且预约了产房，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们一家
人的计划。颜女士爱人被隔离在
芦淞区，家里只有她和年迈的婆
婆以及一个4岁的儿子。

该医院产科主任黄慧了解到
颜女士实际情况后，立即将情况

报告给医院负责人。经过沟通，
医院为颜女士开辟了绿色通道。
几分钟后，该医院派出救护车，快
速将其接至医院。

在医院里，黄慧用轮椅推着
颜女士完成彩超、心电图、抽血化
验等检查，并全程指导颜女士生
产。8 日零时 52 分，几声响亮的

“哇哇”哭声打破了产房里紧张的
气氛，一名3千克重的女婴顺利降
生。

“再过两天，我们就可以出院
了，感谢所有人对我和宝宝的关
心，愿疫情早日消失。”昨天上午，
颜女士怀抱着女儿，期待地说。

心存感激
藏族小伙捐赠9吨蔬菜

▲捐赠的蔬菜送到小区门口，工作队队员和志愿者
将蔬菜运进小区再进行分发。记者/刘平 摄

深夜临盆
医院为她开辟绿色通道

多方接力
救命药终于送到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田婧杨）“吃饭啦，
王哥，今天是韭菜煎蛋、筒子骨炖玉
米。”11月7日中午12时，市民王平
安又收到了邻居何美丹发来的午饭
照片，在邻居们的照顾下，他的母亲
吃饭有了保障，他连连道谢。

王平安家住芦淞区金碧花园，
11月1日晚，他送突然头痛的妻子
去省直中医院就医，“没想到，2号
医院通知我们不能出去了。”王平
安焦急万分，82 岁的母亲杨双莲
独自在家，老人不会使用天然气做
饭，也不会开热水器洗澡，她的日
常生活怎么保证？

急得团团转的王平安在小区
微信群发了求助信息，一时间，原
本在讨论买菜的邻居们纷纷询问
起老人的情况来，“你家在几栋几
号？”“我白天有事，晚上可以送
饭！”“老人家吃早饭了吗，我可以
现在去送”……几十位邻居的回应
刷屏了微信群，王平安还接到了几
个熟识邻居的慰问电话。

“那一下子，我真的感动得热
泪盈眶，邻居们太好了，现在大家
都很不容易，但都在想办法帮助
我。”王平安介绍，经过群内共同讨

论，为避免疫情风险，就近选择了
隔壁栋的邻居何美丹和杨传虎为
老人送饭。

“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准备
的饭菜有汤有菜、荤素搭配，三餐
准时，还不重样，比我自己在家做
的还好，我妈真有福气。”王平安
说。不仅如此，邻居何美丹还把热
水烧好帮助老人洗澡，并根据天气
帮老人增减衣服。

化身“摆渡人”
接送“大白”上门采样

录制说唱视频
小学生为株洲战疫鼓劲

▲高梦绚说唱视频片段。记者/戴凛 翻拍

▲杨双莲老人吃上邻居准备
的暖心饭菜。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