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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南方中学高中部2207班 汪宁远

静默管理后，我们熟悉的城市一下子安静
了下来。

南方中学也不例外。平日里激情四射的篮
球场，此时只能看见紧锁的铁门和孤独的篮球
架；平日里同学们积极发言的课堂，此时只能听
见电脑中网课传来的声音；平日里同学们常去
的图书馆、书店、校园商店，再也看不到熙熙攘
攘的人群，整个学校一下子让人陌生起来。

一开始，一些同学不习惯这样的变化，出现
了焦虑烦躁的情绪，感觉学习和生活异常枯燥
乏味。但是，当我们在抱怨生活乏味的时候，另
一些人正在拼命为我们维持这样的生活。

从宣传片里，我们看到在市政府的大楼里，
灯火彻夜通明，连续十几个小时的会议，换来的

是一份份抗疫方案；在各个小区，志愿者拿着喇
叭大喊：“非必要不出门！居民一天一检！”在各
个街道的关口，交警正对来往车辆进行劝返；在
空旷的马路上，一辆辆救护车载着医务人员辗
转于各个核酸采样点……正是有了这道用爱与
担当筑成的“钢铁”防线，我们才能在他们的庇
护下安心读书，也正是他们用无私的付出托举
起我们安宁的生活。一想到这些，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抱怨呢？

没有人是天生的英雄，疫情当前每个人都
是战士。我们不能在一线冲锋陷阵，但我们可
以戴好口罩，做好核酸，真正“静默”下来。后方
的稳固是对前线最好的支持。此时，教室里伏
案读书的一个个身影，就是我们参与抗疫的最
佳证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曙光 整理）

讲述人：荷塘区晨荷小学教师志愿者
彭贞

11月5日凌晨，我们接到通知，荷塘区选派
教师志愿者支援抗疫。疫情就是命令，我和妻
子一起报名了。把家人的生活物资安排好后，
我们便踏上逆行的道路。

次日上午8时左右，我和其他教师志愿者来
到荷塘区合泰社区核酸检测现场。服从安排、
听从指挥。我们有序组织疏导核酸检测现场，
为“老弱孕”群众开辟了绿色通道，向不理解的
市民做好解释工作，配合医护人员做好核酸扫
码登记。当天，我们胜利完成了街道、社区安排
的任务。

11 月 8 日一大早，我们又上岗了。我们组
的任务是接收全区每天上万份核酸检测样本，
并为它们消毒、分类、登记、转运。区卫健局的
领导给我们组取名叫“认真细致组”。从早上到

晚上，我们重复着繁琐的步骤，一遍又一遍地消
毒，细致地将每一批核酸检测样本做好接收、转
运登记，做到丝毫不差。

疫情严峻，心中责任只觉更重，希望我们所
有人拧成一股绳，最终战胜疫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整理）

讲述人：南方中学生物教师、2216
班班主任 禹雁萍

学校采取封闭管理已经有好几天
了。这天，我收到一位家长发来的信息。
短信中写道：明天是我女儿唐雨萱的生
日，我想给她送上几句话。

看到唐雨萱的爸爸发过来的这段话，
我深有感触。连日来，因为封闭管理，孩
子们学习受到影响、行动受到限制，班上
有部分同学心浮气躁、茫然无措。我决定
录制一个视频送给唐雨萱，也送给班上的
同学们，向大家传递老师和家人的关心，
以及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激励同学们在
静默中充实自我、提高自我、勇往直前。

“突如其来的疫情，暂时阻隔了家人
的团聚，但阻隔不了家人的牵挂、老师的
关爱和同学们的关心！疫情当前，你作为
新时代的团员青年，更要团结同学，做到
令行禁止，为抗疫尽一份力！这是一次特
别的生日！希望你快乐学习，健康生活，
加油！”当满屏的关爱和鼓励的话语在教
室中响起，唐雨萱同学瞬间泪目，也深深
打动了班上的每一位同学。

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鲜花。我灵机
一动，从校园里就地取材收集了花语为

“保护”的植物——枸骨，又找来粉红色的
打印纸，做成花束送给唐雨萱。

收到同学、家人的美好祝福和别致的
花束，唐雨萱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满含热
泪幸福地说道：“这次特别的生日将成为
我最美好的回忆。我一定珍惜美好时光，
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坚信，
黑暗终将离去，光明终将到来，让我们一
起静候春暖花开！”

是的，感动孩子们的同时，我也被这
群孩子们的表现所感动。经历过这次“战
疫”，相信他们会变得更加坚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
员/刘艺琴 整理）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抗疫

我们组的名字叫“认真细致组”

▲荷塘区晨荷小学教师志愿者彭贞。受访者供图

▲唐雨萱收到的生日花束。
受访者供图

这次特别的生日将成为
最美好的回忆

讲述人：来株洲接受艺考培训的高三学
生 宁同学

“咚咚咚……”11月10日下午5点25分，我
刚下网课不久，又准时传来了熟悉的敲门声，我
知道是梅子阿姨来了。土豆丝、芋头蒸肉末、香
菇炒鸡，还有几个橘子，又是营养十足的一顿晚
餐。

从 11 月 5 日以来，我能吃上这么丰富的饭
菜，得感谢小区里的叔叔阿姨们。我是来株洲
培训的一名高三艺考生，还有30多天就要艺考
了，学习任务很紧张。今年，为了方便学习，我
和同学合租住在芦淞区广汇商业广场小区，每
天上学，早出晚归，和邻居几乎不打照面。

静默期一开始，我室友回家了。因为我家
在长沙，于是独自一人留在了出租屋。一开始，
楼下的商店还在营业，我买了面包、牛奶和方便
面。没想到后来管理更加严格了，到了 11 月 5
日，我买不到东西，彻底断粮了。我妈听到我没
吃的，在电话里直哭，但也无计可施。

11月5日，我下楼做核酸时，把我的情况和
志愿者说了。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小区自治业
委会的成员。下午，他们就上楼询问了详细情
况。当晚，我就吃上了久违的米饭，真的太感谢
邻居叔叔阿姨们了。

之后，我也进了小区业主群，得知我的情况
后，邻居叔叔阿姨们都特别热心，纷纷接龙要给
我送饭。业委会主任胡昌明叔叔还特意“排了
个班”，从11月6日开始一直排到了11月16日。

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前提下，他们每天给我
做饭送饭、顿顿不落。11月6日李玉兰阿姨家，
11月7日胡波阿姨家，11月8日胡昌明叔叔家，
11 月 9 日姚小池阿姨家，11 月 10 日梅子阿姨

家，11 月 11 日文叔叔家…… 没接龙送饭的叔
叔阿姨，有时候也会“插队”给我送来家里好吃
的。

鸡汤、香辣鱼块、排骨炖玉米、葱煎饼……
就这样，我不仅吃上了饭，而且还吃到了营养丰
富、每顿不重样的饭菜。除此之外，邻居叔叔阿
姨们还时不时把家里的水果分享给我。

疫情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
便，但也让我认识了这么一群有爱的叔叔阿姨
们。等疫情过去，一定要登门感谢他们，说一声

“谢谢了！有你们，真好。”
（株洲晚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整理）

邻居叔叔阿姨“排班”给我送饭

▲邻居送的饭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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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一线过生日
他的愿望是“株洲平安”

在警察叔叔怀里
爱哭闹的他睡熟了

小朋友身体不适
医生邻居来帮忙

热心大姐出手
滞留司机有了“临时食堂”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很多人
的生活节奏。面对滞留在株的司机，
热心市民罗大姐积极出手相助，搭建
起“临时食堂”，让他们感受到了株洲
人满满的人情味。

“真的非常感谢她，给我们送来
热腾腾的饭菜，让我们这些外地司机
感受到了温暖！”11 月 10 日，在株滞
留司机发布的一条短视频受到不少
网友关注，视频中一位连续几天给司
机们送饭的爱心人士频频获赞。记
者了解到，送饭女子是荷塘区荷塘大
道附近村民罗海艳。

株洲出现疫情后，2 名来株送货
的司机一时出不去，每天靠吃泡面度
过，吃上一口热饭成了他们的大难
题。11月6日，罗海艳在抖音上看到
货车司机的情况后，主动添加司机们
的微信，并请对方提供健康绿码和行
程码，当天就做了饭菜给他们送过
去。

“蔬菜大多是自己家种的，有莴
苣、生菜等，每天再买点肉就行。”罗
海艳说，她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
小事，会坚持到疫情结束为止，要让
客人感受到株洲人的关爱，让他们没
有后顾之忧。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每 天 排 队 做 核 酸 的 居 民 有
7000多人，而核酸信息采集员却“供
不应求”……在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大
岭社区中泰财富湘江小区，核酸采样
点的核酸信息采集员一度面临紧缺
问题。11月10日，记者了解到，问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

财富湘江小区党支部书记刘治
国介绍，该小区300多户为市中心医
院职工，志愿者超过 200 人，每天开
设的核酸采样点维持在 8 个左右。
起初，核酸信息采集员由社区党建专

干、网格员等担任，人数有限。随着
居住小区的医务人员不断被抽调到
其他地方和小区，担任核酸信息采集
员的人员更加紧缺。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财富湘江
小区党支部从200多名志愿者中，招
募了 12 名年轻志愿者，让有核酸信
息采集经验的社区党建专干、网格员
对他们进行培训。

“在小区内再增设几处核酸采样
点都不成问题！”刘治国说，随着 12
名志愿者的加入，小区配备的核酸信
息采集员实现自给自足。

现学现用
小区核酸信息采集员不再缺

▲吴初医生正在给小朋友进
行线上问诊。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肖星平）“我崽扁桃体发
炎 2 天了，很不舒服，连吃饭
都困难，想去医院……”11 月
10 日上午，天元区嵩山路街
道花园里社区钻石花园 3 栋
业主刘女士，焦急地给社区打
来求助电话。了解情况后，社
区工作人员急忙找到附近的
医生，为小朋友进行了线上问
诊，并开了药。小朋友吃过药
后，到下午时，不适症状已缓
解。

接到求助时，市派驻花园
里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队队员、
市档案馆接收征集科副科长
李舒琪正在开会，她立马将情
况反映给花园里社区党支部
书记沈利。急居民之所急，沈
利通过多方联系，很快找到家
住花园二村的内科医生吴初。

随后，吴初医生通过视频
向刘女士详细询问了情况，接
着又检查了小朋友的扁桃体，
并对症下药，同时还帮助刘女
士把药品买回来，让志愿者转
交。最后，吴初医生告知刘女

士一些居家医治的建议。
“万分感谢沈利书记及一

线奋战者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感谢吴医生的耐心指导，感谢
美丽的李舒琪女士……我崽
好多了，辛苦你们了。”当日下
午2时30分许，刘女士给李舒
琪发来信息，表达了对社区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感谢，同时
她表示也想当志愿者。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丁丹）

“警察同志，拜托你们帮帮
我，把孩子接到我身边，她太
小了……”11 月 8 日上午，石
峰公安分局响石岭派出所值
班所领导谢维接到一位女性
群众求助。

原来这名家住天元区的
女士，为了给不满周岁的小
孩断奶，在疫情发生前把孩
子放在石峰区金盆岭社区的
孩子外婆家。断奶期孩子见
不到妈妈，成天哭闹不止。
这两天，孩子身上又长了很
多疹子，痒得难受，哭闹加
剧。孩子母亲更加着急，自
己又没法去石峰区接人，只
能求助警察。

谢维接到这一求助后，立
即向上级领导汇报。得到帮
助方案后，他立即前往金盆
岭接小孩。因很久没有抱过
这么年幼的孩子，谢维紧张
地从外婆手中接过小孩。可
能是自带父亲慈爱的味道，
小孩子在谢维的怀里竟然没
有哭闹。

细心的谢维为了让小孩
更舒适，跟开车的同事说速度
放慢点，几分钟的车程开了十
来分钟。从金盆岭到通往天
元区的石峰大桥西头，谢维把
小孩抱在怀里，一路轻拍安
抚。将小孩交到天元公安接
力同事手里时，小孩已安稳入
睡。最后，小孩顺利回到了妈
妈的怀抱。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谭筱）“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11 月 8 日下
午，志愿者微信群里的祝福不
断发来，正在天元区新塘社区
玫瑰御园小区核酸检测采样
点的志愿者晏艳山，在大家的
祝福中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他的生日愿望是“株洲平安”。

晏艳山是天元建材市场
商户党支部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今年45岁，疫情发生后主
动请缨，参与志愿服务。近几
天，他每天和志愿者一起从早

上 7 时到晚上 10 时都奋战在
防疫一线。

“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
间距，依次排好队，打开健康
码。”在玫瑰御园小区内，晏
艳山沙哑的声音在队伍中时
时响起。志愿服务中，他主
要 负 责 核 酸 检 测 扫 码 录 资
料、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

“和大家一起战斗在防疫一
线，我心里很踏实。希望我
们能尽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晏艳山这样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11月10日，
随着一笼馒头的出炉，家住芦淞区庆
云街道的黄玉林松了一口气，500多
个馒头终于赶制完成。一旁的志愿
者连忙上前，帮忙将包点打包，准备
送往社区。

城区实施静默管理以来，芦淞区
锦绣社区的志愿者们十分忙碌。“看
着大家这么忙，我们能做些什么？”黄
玉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黄玉林打听了一圈，得知自己的
一位朋友曾经做过早点铺生意，家中
正好闲置了一些做包子馒头的工具。
他赶紧与朋友取得联系，由自己出钱，
朋友出技术，快马加鞭做馒头无偿送
给社区，帮助部分居民解决饮食问题。

从 11 月 7 日晚上到 11 月 9 日上
午，黄玉林和朋友已经做出 1000 多
个馒头。他说，能为社区防疫尽一分
力，觉得每天在家做馒头的辛劳也值
得。看着志愿者拎着一袋袋馒头离
开，他总是会道一声：“加油！”在社区
志 愿 者 的 协 同 下 ，黄 玉 林 捐 赠 的
1500多个馒头被陆续送到锦绣社区
的居民手中。

“这么多年了，我们对芦淞有很
深的感情，愿意为芦淞多做一些事。”
黄玉林说。

当记者再次联系黄玉林时，他正
在忙着准备做馒头的材料。他告诉
记者，接下来几天，他们将继续做一
批馒头，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芦
淞抗疫。

支援抗疫
他捐1500多个馒头送社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成姣兰）11 月 9 日下午 2 点 36 分，株
洲青年企业家商会秘书长彭鑫在志
愿者群里接到求助，芦淞区三三一片
区和荷塘区 4 位癌症患者急救药即
将断药，采购药物已到天元区，但无
法送达。

接到求助信息后，彭鑫立即联系
331交警中队，请求支援。同时，安排
天元区志愿者前往指定地点取药，并

送到建宁大桥河西桥头。在两岸志
愿者和交警的接力下，下午 4 点，三
三一片区三位癌症晚期患者顺利拿
到药物。另一边，彭鑫与荷塘区志愿
者取得联系，在新华桥头实现药物交
接，再由志愿者送往四三〇片区患者
家中。

“后续还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我
们正在想办法如何快速解决、更大范
围覆盖此需求。”彭鑫介绍。

爱心接力
4名患者拿到急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