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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突然袭来，静默期内
或许有烦躁、无聊，但更多的
是温暖和感动。

枫溪街道坚栗村双江小
区是一个无物业管理安置小
区，小区情况复杂，管理难度
大。11月3日，小区出现新冠
确诊病例。在街道、社区干部
与小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小
区自 11 月 9 日以来再未检测
出核酸阳性结果，目前各项工
作运转正常。

11 月 16 日早晨，双江小
区居民肖玲在小区疫情防控
微信群里提出，家里的口罩用
完了，希望街道能协调解决。
不到一小时，工作人员就把口
罩送上了门。一同送来的，还
有为小区值守人员补充的酒
精、防护服等物资。

双江小区是无物业管理小
区，枫溪街道就把这里作为重
点管理小区。特别是在物资保
障上，街道工作人员开动脑筋，
通过完善问卷星小程序功能，
精准满足居民的购物需求。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居民
的信心也更足，都在为抗疫贡
献着点滴力量。当得知每日送
物资需要消耗大量一次性手套
和防护服时，大家坐不住了。

“社区干部为了守护我们
的平安，累得吃不上饭、睡不好
觉，我们也应该表达一下自己
的心意。”双江小区的居民悄悄
建了微信群，自发捐款捐物。

“只有你们的防护有保障
了，我们才安心。”

“感谢你们照顾我的妻儿
老小！一点点心意请收下吧！”

看着防疫物资箱上一张
张饱含真情的字条，防疫工作
人员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封控，封不住跨越地界的
情谊涌动。芦淞“家书”刷屏
朋友圈后，很多芦淞居民感
慨，这次，小区被封控，邻里关
系反倒“解封”，发现身边的人
原来都这么好。大灾面前，万
众共情，冲破阻隔，天下同
心。这可能是疫情之下，人与
人之间最重要的“神药”。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
凌 通讯员/宁翔）11月17日上午8时，在
建宁街道车站路社区核酸采样小分队，
身穿防护服的王玉珍、肖霞忙个不停，她
们的工作是上户协助医护人员完成健康
码扫码信息确认，这是两个小姐姐在社
区当志愿者的第13天。

王玉珍、肖霞从事服装批发生意，11
月 2 日，她们从衡阳来到芦淞市场群拿
货，11月3日，芦淞区因疫情实行静默管
理，两人也被滞留在建宁街道的某民宿。

看到社区疫情防控人员每天上门核
酸采样非常辛苦，两位漂亮小姐姐联系
车站路社区，穿上防护服就地“转岗”，加
入上门核酸采样工作队，她们希望将温
暖传递给更多人。

就这样，短短13天时间，两个人完全
融入建宁街道这个大家庭。在上门核酸
采样时，身着厚重的防护服，一上午要不
停地爬楼，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高强度
的工作使她们脱下防护服全身都湿了，

但二人毫无怨言，坚持做好每一班岗。
偶有空闲，王玉珍会和家人通电话

报平安：“我在株洲一切都好，这里的干
部和居民特别好，对我很照顾、很贴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前段时间他
脚崴了，但他不肯休息，还在坚持。”11月16日，石峰区
响石岭街道杨古老社区党委书记王文华介绍，随着复
工复产，许多居民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但由居民自发
组建的“爱心车队”还在运行，退休火车司机杨清江仍
驾驶着私家车在社区提供志愿服务。

11月3日来，杨古老社区多名志愿者主动向社区居
委会报名，自发组建了一支“爱心车队”。车队有4辆私
家车和多辆电动车、摩托车。家住湘氮二区的杨清江
是车队成员之一。

每天，“爱心车队”成员驾驶私家车接送医务人员到
各个居民小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转运核酸采样标
本；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等运送生活物资。有患
病居民需要前往医院，“爱心车队”也及时提供帮助。

据了解，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石峰区组建的“爱
心车队”有多支。

理解是什么？是换位思考，是多多体谅，是我愿意理解你的难处，是你愿意理解我
的酸楚。11月15日，芦淞区全体居民在“云端”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家书”，字
里行间有温情、有力量、有决心、有信心。一夜之间，这封信的阅读量突破10万。

一封“家书”为何打动芦淞居民的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肖捷）疫情面前总有
些温情让人感动。近日气温骤降，给荷塘区月塘街道
的抗疫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总有人惦记着一线工作
人员，急其所急，想其所想。

疫情暴发以来，荷塘区开始进行全封闭管理及“24
小时”值守制度。近日夜里，寒风肆意闯荡，让值守人
员倍感寒冷，在条件简陋的卡点取暖成了问题。

听闻此事，荷塘区工商联会员、湖南正普创科电气
有限公司董事长南素雨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购买总值
2000余元560斤的木炭送到月塘街道荷塘铺村刘书记
手中，为一线防疫人员送去温暖。“希望能为他们送去
一些温暖，为疫情防控献出我们的社会力量。”南素雨
说。

“我们村有 4 个卡点，每个卡点每天要烧 20 多斤
炭，最后一箱昨晚烧完了，本来还在发愁，这些炭火真
是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您雪中送炭，我们坚信，上
下一心共克时艰，终将会传来胜利的捷报。”荷塘铺村
党支部书记刘小荷激动地说。

荷塘区：
“疫”线送炭暖人心

11月初，疫情突然来袭，打乱了我们
的生活。特别是对于老旧小区众多的滨江
社区来说，疫情防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1 月 4 日 22 时收到通知，需要立即
启动区域全员核酸，而社区里原来的部
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因可能发生次密
接，需要全部居家隔离。如何调集人手
开展后续工作？成了巨大的难题。

23时，泰山街道办事处派出一支应急
队支援滨江社区，但一晚上要完成约
4500人的核酸采样，仍力量有限。此时，
只能发出号召，没想到一呼百应。一支街
道应急队组成的核酸采样组和一支临时
组建的党群核酸采样组就这样上阵了。

11月7日，区派挂职街道副主任、滨
江社区第一书记袁慧娟主任到岗，通过
充分整合市派区派工作队、联点单位队、
社区党员群众志愿者等力量，我们的队
伍更强大了。

11月13日迎来好消息，滨江一村变
为低风险区。因采集人数量大，原本计
划这天离株的长沙医疗队，为帮助滨江
社区完成核酸检测任务，他们决定推迟
一天返长。

还有太多党员和志愿者的故事，我
无法全部讲述。相信有了大家共同努
力，一定能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整理）

远亲不如近邻。疫情当前，芦淞区
的人们正与温暖的城市一起，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

庆云街道福鑫南郡小区 14 栋，老
老少少有 100 多人。在 14 栋居住的

“00 后”欧阳辰，除了上下左右几户认
识，其他楼层的居民，她跟谁都不认识，
更谈不上相互了解。

因为这次疫情，她主动加进了小区
微信群。

疫情当下，居家静默，日常生活也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

11 月 17 日，家中的打印机突然罢
工，这对于正在居家上班的欧阳辰而
言，算是一件大事。“我是做财务的，报
表数据有很多都需要打印。”欧阳辰说，
现在静默家中，不能下楼不能外出，就

着实有些令人头疼。
欧阳辰试着向小区业主微信群的

群主求助，请大家帮助发布求购打印机
油墨的群公告。没想到，消息发出去五
分钟，一位小区邻居主动将家中的打印
机借给欧阳辰无偿使用，并由志愿者取
来后送到她家中。当天，这台打印机就
开始发挥作用。

入群到现在，欧阳辰已经可以在群
里跟其他邻居接话了，甚至也敢跟没见
过面的邻居“插科打诨”。

芦淞“家书”中写到的，此时的芦
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居民的理
解与支持。记者觉得，这句话语正不断
引发着芦淞居民的共情，大家都在尽自
己有限的力量支持助力抗疫。

“静默”不沉默

小区里的“双向奔赴”

来株进货的她们
就地“转岗”变身志愿者

▲王玉珍（右）、肖霞的工作照。
记者/杨凌凌 摄

谢谢！我身边的党员和志愿者
讲述人：滨江社区党委副书记 易婷

石峰区：
“爱心车队”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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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
谭盼盼）一男子因车祸生命垂危，可他无24小时
核酸检测结果。为了与死神赛跑，医护人员穿上
防护服为他做手术。11 月 13 日，这场生死救援
就出现在省直中医院。

当天，陈师傅在高速公路上不慎发生车祸，巨
大的冲击力瞬间击中他的胸腹部，一阵剧痛袭
来，他几乎晕厥过去。事发后，交警紧急将他送
入省直中医院急诊科。

“当时患者面色苍白，精神虚弱，CT 结果显
示其腹盆腔有积血，腰椎出现骨折。”省直中医院

党委委员、急危重症医学中心学科主任黄磊介
绍，由于患者情况危急，该院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开展多学科会诊。

手术迫在眉睫，而陈师傅的妻子还在长沙，他
本人也没有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这该怎么
办？

“情况紧急，先救人。”黄磊立即下达指令，为
陈师傅进行开腹手术。

很快，医护人员集结到位。他们穿上防护服，
进入隔离手术室。经过4 个小时的紧张手术，患
者终于脱险。

本报讯（株洲晚
报融媒体记者/肖蓉
通讯员/龙利霞 刘玉
桂）眼下，茶陵县腰潞
镇潞理村种植的 800
亩香芋进入收获期。
11月15日，在香芋种
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忙
着采挖和清理香芋，个
大、体圆、香嫩的香芋
堆满田间地头。

潞理村党委书记
谭校红介绍，在今年
极端干旱的情况下，
基地加大对香芋的养
护，保住了质量与产
量，单个重达1公斤左
右，预计亩产1.25吨，基地总产量达1000吨。除
了稳定的广州江南大市场，今年还开拓了广西桂
林的市场，预计香芋年销售额可达320万元左右。

据了解，2017 年，潞理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和气候优势，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成

立种养农业合作社，发展香芋种植产业，不仅给
村集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还解决了当地上百
人的就业问题。村民段爱国高兴地告诉记者：

“我主要负责田间除草、施肥工作，年收入超过 5
万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
员/刘娜）11月17日，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10月
1日至10月31日，我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共处置违
规燃放烟花爆竹警情 45 起，其中接到市民通过
110报警的警情22起。

秋高气爽，乔迁新居的人多了，搞点庆祝活动
是可以的，但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扰人清静则必须
叫停。10 月 5 日，吴某某因庆祝搬家，在荷塘区
某路违规燃放烟花爆竹。10 月 18 日，苏某因朋
友乔迁，在天元区某小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10
月27日1时许，胡某为庆祝朋友乔迁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让附近很多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家有喜事，将其广而告之没有错，但不应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扰民。10月1日一个小时内，肖某

某、刘某某分别因儿子结婚，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此后两天，王某某因侄子结婚，龙某某因弟
弟结婚，分别在小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此外，还有多人因庆祝棋牌室、养生馆开业，
庆祝朋友购买新车，在小区或饭店门口燃放烟花
爆竹助兴。没想到却是以喜悦的心情开头，接受
公安机关处罚作为结局。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
二款之规定，辖区公安机关已对以上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警方提醒，城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希
望大家自觉遵守规定。市民若发现有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行为，可拨打110举报。

疫情下的“生死时速”
4小时成功抢救危重病人

千吨香芋走俏粤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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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
逸峰 通讯员/贺鸿荟 匡春梅）11月16
日下午3时许，在石峰区与荷塘区交界
处的红旗桥头路卡处，一名家住荷塘
区的老中医正在为石峰区学林街道三
冲社区居民小霍第二次治疗脚伤。

“伤势恢复不错，还换一次药，应
该可以恢复了。”老中医给小霍换好药
后，仔细叮嘱道。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半个月
前，正上大一的小霍在打篮球时扭伤
了左脚脚踝，在荷塘区一家中医诊所
治疗，原本是11月5日要去诊所换药，
但因疫情突发，全城实行静默，他无法
前往荷塘区换药，脚踝肿得厉害。无
奈之下，小霍的父亲霍先生于11月13
日上午打电话向社区求助。

三冲社区工作人员接到求助电话
后，立即向社区领导汇报这个特殊情
况。市派驻学林街道三冲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队的叶龙、王平和社区负责人
一起研究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由霍
先生先与荷塘区的老中医联系好，请
志愿者把老中医送到红旗桥头来，这
边将患者护送到红旗桥头，请老中医
进行现场治疗。经多方协调，他们与
荷塘区守卡点达成共识。在做好安全
防护的前提下，当天下午叶龙将小霍
护送至红旗桥头，老中医现场给小霍
进行第一次现场诊治。

“特殊时期，非常感谢社区和特派
队员的帮助，让孩子的脚伤得到及时
治疗。”霍先生连声称谢。

违规放鞭炮 上月处罚45起

▲老中医给小霍治疗。通讯员供图

红旗桥头
医生给患者换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