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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谷韩轲）“小周，我需
要一些水果和蔬菜，你能过来一趟吗？”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到。”3月17
日上午，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华府社区阳光
社工周文博接到国棉厂家属院独居老人
李文华的电话。

挂断电话，周文博第一时间采购了防
疫物资和水果蔬菜赶到老人家中。见面
后，老人紧紧握着她的手表示感谢。等老

人情绪平稳后，周文博耐心为老人做心理
疏导、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并手把手教老
人正确佩戴口罩，叮嘱老人少出门、勤洗
手。通过交流，她对老人的身体、生活、精
神状态等各方面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周文博答应老人每天都会抽时间前来看
望她。离开之前，周文博还把老人家里的
卫生打扫了一遍。

全民核酸检测开始后，在入户走访过

程中，社工发现很多独居老人使用的是老
年手机，无法接收微信群通知信息，楼道
张贴的相关通知，老人也看不清楚；一些
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生活及心理方面需要
帮助。对此，华府社区社工们坚持每天上
门给老人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社工们时
刻关注老人们的健康状况，成立独居老人
帮扶小组，针对辖区内不同层次老人的需
求，通过电话问候、入户聊天、亲情陪伴、

陪同出行等，让老人得到心理抚慰。此
外，帮扶小组还帮助老人打扫卫生、洗衣
做饭、代购生活用品、检查安全隐患等，解
决老人生活中的急、难问题。

“抗击疫情抓防控，任何工作环节都
不能有懈怠，独居孤寡老人这一特殊人群
需要我们的密切关注，我们要用实际行动
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舟共济，不
落一人。”华府社区书记孙伟说。

独居老人有了“社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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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你们
辛苦了，感谢你们的守护。”3月21日晚
9时许，茌平区振兴街道文昌公馆小区
内，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手提20杯热气腾
腾的奶茶，送给十几名坚守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大白”和“红马甲”。

奶茶和祝福送到后，该物业工作人

员没有留下姓名便匆忙离开了。
“你们为了居民的安全，舍小家顾

大家，这么冷的天，可能连一顿饱饭都
吃不上，物业送来奶茶，也是让大家暖
暖身。”小区物业负责人说。

在茌平区振兴街道，像这样暖心的
事还有很多。3月21日上午，信誉成和
光明园迪热心商户董女士将8杯热牛奶
和1箱矿泉水送到正在附近值班的社区
志愿者和医护人员手中。“社区志愿者、
医护人员都非常辛苦，特别不容易，作

为居民我们非常感动，东西不多，表示
一下心意，谢谢你们了。”董女士说。

连日来，茌平区振兴街道600多名
党员干部、志愿者投入疫情防控一线，
他们昼夜奋战、无私奉献，让社区居民
倍感心安。

“热心居民是基层工作者的坚强后
盾，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给我们带来了温
暖和感动。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的职
责，我们将继续坚守，全力以赴。”茌平区
振兴街道复兴社区工作人员刘倩倩说。

20杯爱心奶茶送给“大白”和“红马甲”

家庭如何进行有效通风

本报记者 鞠圣娇

如今，很多人都养成了“勤洗手、戴口
罩、勤通风”的习惯，为什么要勤通风呢？
怎么才算有效通风？3月18日，记者采访
了东昌府区中医院发热门诊主任杨忠。

杨忠说，开窗通风不仅可以让空气流
通，降低空气中菌落总数，减少病毒传播，
还可以减少室内污染，但不是所有的开窗
通风都能被称为有效通风。遇到雾霾、小
雨、大风天气，开窗反而有可能导致空气
污染，不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

“能持续通风最好。春季气温变化较
大，开窗对流通风时也要注意做好保暖措
施，为了保持室内温度，不宜进行持续通
风时，建议每天至少 3 次通风，选择早起
后、做饭时、打扫房屋前都比较合适，每次
20—30 分钟为宜，如果只将窗户开个小
缝，还需要增加通风时长、频率。”杨忠说，
家中所有房间，包括卫生间、厨房等公共
区域，都需要开窗通风。

杨忠提醒市民，大多数情况下，自然
通风方式可以满足居民住宅的通风需求，
而且这也是比较高效、易行的通风方式。
一定要有新鲜外界空气进入室内，同时将
污浊空气排出。在房间内开风扇或空气
净化器不能实现有效通风，只是让空气在
室内循环，达不到换气效果。如果能将房
间的南北两面窗户同时打开，形成“穿堂
风”，效果会更好一些。

梁丽姣

“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感受到了学
校老师对我的关心关爱，虽然父母不在
身边，但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3
月21日，史鑫芯谈起校外就医的经历激
动地说。

史鑫芯是聊城大学东昌学院教育系
21 级学前教育专科 2 班的学生，3 月 18
日中午，她的右眼突发不适，在校医院拿
药吃了之后便没再当回事。第二天早上
起床后，她的右眼已经肿胀得睁不开，校
医院无法处理，只能校外就医。

史鑫芯的父母在滨州市阳信县居
住，因为疫情不能前来照顾她，但学院又
处于封闭管理期，学校疫情防控小组立
即制定校外就医应急方案，安排教育系

居住在校外的教师带她就医。
教育系专职教师朱寒梅在校外居

住，从学校接到史鑫芯后，朱寒梅直接带
她到医院就医。因为每天要定时换药复
查，朱寒梅就把她接到家中，吃住都在自
己家里。朱寒梅每天上完网课骑着电动
车带史鑫芯到医院换药，直到她的病情稳
定，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才把她送
回学校。

“学生独自在外求学，我们就是学生
的‘大家长’，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
与他们站在一起，共渡难关，守护他们的
安全。”朱寒梅笑着说，这位 95 后女教
师，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一名人民教师的
责任和担当。

3 月 16 日晚 9 时 30 分，聊城大学东
昌学院按照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指示

实行封闭管理，100余名教职工收拾好行
囊，奔赴学校，与 6000 余名在校生一起
抗击疫情。

3 月 16 日晚 10 时，怀有 7 个月身孕
的中文系专职辅导员、学生党支部书记
周希芹接到返校的电话后，没有半点犹
豫，匆匆收拾好行李，安顿好家中9岁的
孩子之后，第一时间返回学校。返校后，
学生核酸检测采样现场、学生宿舍，都能
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周希芹的爱人是一名警察，同样奋
战在抗疫一线，夫妻二人用不同的方式
为疫情防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感觉自
己身体状况还不错，提着行李就来了。”
周希芹说，“作为一名教师，关键时刻陪
在学生身边，是教师的本分，也是送给即
将出生的孩子最好的礼物。”

学生们的暖心“大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