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春芳

“在小区里经常见到你，没想到咱
们是邻居，等我生完孩子回家后，请你
吃喜面。”11月29日，金柱·海德公园小
区党员志愿者张洋收到了小区11号楼
一单元居民刘女士的一条微信。

事情要从 11 月 28 日刘女士的求
助说起。当日，刘女士给金柱·海德公
园小区项目经理曹登文打电话，称她

到了预产期，而丈夫在高唐工作，这几
天回不来，因此向曹登文求助，看能否
帮她找辆出租车，第二天送她去医院
待产。“你放心，如果找不到出租车，我
自己开车送你去医院。”曹登文了解情
况后，一口承诺下来。

“曹经理，我是女士，送孕妇去医
院比较方便，明天我去送吧。”聊建集
团职工、党员志愿者张洋听说这件事
后，把这项任务揽了下来。

向社区报备后，11 月 29 日上午 8
时30分许，张洋赶到刘女士家中，帮她
收拾好东西，开车送刘女士去了东昌
府区妇幼保健院。到医院后，张洋跑
前跑后陪伴刘女士做产前检查、办住
院手续。由于待产包里的东西不够齐
全，张洋又帮刘女士买了东西，一直忙
到下午2时许。临走前，张洋再三叮嘱
刘女士，有需要尽管开口。

她送待产邻居去医院

1500公斤“爱心菜”
为居民带来温暖

袁晓倩

“大爷，这白菜和芹菜您拿好！”
“多少钱呀？”“不要钱！这是咱小区8
号楼的王瑞大哥免费捐赠的！”“真是
太感谢他了！”11月29日下午，在聊城
城区振兴西路的和馨园小区，近20名
身穿防护服的社区党员志愿者穿梭在
小区各个楼道，将 1500 公斤“爱心蔬
菜”送至每一户居民家里。

“前两天看见业主在微信群里反
映，有一些独居老人家里的蔬菜不多，
正好我有进货渠道，索性买了一批菜
给小区的邻居分一分。”8号楼的居民
王瑞腼腆地说。

和馨园小区的物业经理李功德
说：“王瑞买到蔬菜后，联系了社区。
我们在业主微信群里动员了一批党员
志愿者。天儿这么冷，大家依旧特别
积极，一个上午就组好了志愿者队伍，
并且分好了各自负责配送的区域。”

王欣是这批党员志愿者中的一
员。作为聊城第九中学的一名教师，
她给学生上完网课后，便急匆匆换好
防护服加入到热火朝天的志愿行动
中，“身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能在这个
特殊时期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给孩
子们做个表率，真的很荣幸”。

收到免费的“爱心蔬菜”后，小区
业主纷纷在微信群中为王瑞和志愿者
们点赞。

本报记者 赵宗锋

如果有邻居在微信群里说想要点
瓜子，你是什么反应？

11 月 27 日晚，在东昌府区昌润莲
城祥荷园小区9号楼，就有人在微信群
里发出了这样一则求助信息，结果他收
到的是大家伙儿的花式投喂。12 月 1
日，他想起那天的情形，依然很感动。

40岁的居民刘金辉是蓝天救援队
队员，前段时间他再次请缨成为一名志
愿者。每天早出晚归，和“战友”们担负
着聊城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区
域的消杀任务。

11月27日晚9时许，还没回家的他
接到了孩子的电话，“爸爸，咱们今晚看
世界杯吧，你去买点瓜子”。

很久没好好陪孩子了，刘金辉心里
特别愧疚，一心想着要满足孩子的心
愿。但当时任务还没完成，并且他不知
道超市是否已关门，就灵机一动，在 9
号楼业主微信群里发出了这样一则求
助信息：“谁家有瓜子啊？今天借，明天
还，看世界杯用。”

信息发出后，他继续忙任务，等忙
完回到家门口时，刘金辉惊呆了。家门
口满满当当全是邻居放的东西，有瓜
子、饮料、花生米，还有牛奶、水果。他

打开手机，看到邻居们还在群里“热烈
呼应”。“咱们拼一下，我这里还有点。”

“我家还有点饮料，要不？”……直到第
二天清晨，还有刚看到群内信息的邻居
问他，“刘兄弟，你还缺什么东西不？”

“当时就觉得住在这个楼道里真
好。”12月1日下午，刘金辉说，他感到
特别温暖，特别感动。“感谢大家的花式
投喂，感谢中国好邻居！”他在群里回复
道。

“小刘为大家做贡献，孩子有需求，
我们必须满足。”刘金辉的邻居谢国珍
笑着说，“咱们邻里互助，就能战胜一切
困难。”

一则求助信息换来邻居花式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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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婚期撞上疫情，特战救援队员准新
郎汪浩毅然决定推迟婚礼，继续战斗在防
疫消杀一线。

汪浩是临清市特战救援队宣传处副
处长、临清市默然教育党支部书记，曾服
役于解放军某部边防海岛，数次荣获部队
嘉奖和表彰。前段时间，临清市特战救援
队组建特战消杀突击队，深入高风险地区
及确诊病例家中进行消杀作业。原定于
12月5日结婚的汪浩毅然决定推迟婚期，
主动请缨，报名加入特战消杀突击队，并

要求去最苦最累、最危险的一线。当时队
委会没有同意他的请战，让他安心在家准
备婚礼。

11月26日，他再次请战：“我是党员，
只要人民有需要，我时刻准备着。”11月29
日，队委会批准了他的请战。汪浩被分配
到防疫消杀三组，随后投入到紧张的消杀
工作中。每到一处高风险区或确诊病例
的家中，他都身穿防护服，手拿弥雾机，负
重20余公斤，进行地毯式消杀，不留任何
死角，不落一点隐患。

“没时间看手机，穿着防护服。”“等着
你回家。”……这是汪浩与准新娘的对话，

朴实无华的言语间，能让人感受到爱的力
量。

消杀队员延后了婚期

本报记者 赵艳君

12 月 1 日，忙完手头工作转战集中
隔离点执勤的田树梁心里清楚地知道，
接手这个任务之后，他们一家人团圆的
日子又要推迟。

田树梁是聊城市公安局度假区分局
治安大队辅警，他自11月20日去疫情防
控一线执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和他

相比，妻子李冉离家的时间更长一些，十
几天前，身为聊城市眼科医院（聊城市第
五人民医院）护士的她，主动申请进驻聊
城市方舱医院。

时至12月5日，这对年轻的夫妻，依
然坚守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

“疫情来袭，我们没有理由后退。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我们俩都选择了和各
自的‘战友’一起抗击疫情，不过，有时候
确实对不住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数十次

执行高风险接返转运任务的田树梁，提
及身体不好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言语
之间多了一丝牵挂和愧疚。

“闲暇之余，我们会和老人、孩子视
频通话。几乎每次接通时，孩子都会哭
泣，嘴里一直嚷嚷着，爸爸妈妈为什么还
不回家……”田树梁的儿子今年4岁，他
听到孩子哭泣着追问，也会心疼，但在孩
子面前，他必须坚强。

“很显然，给一个4岁的孩子讲大道

理，肯定行不通。不过，只要告诉他，爸爸
妈妈都出去打怪兽了，他就能理解一些，
然后情绪会慢慢稳定。”田树梁笑着说。

如果说儿子带给他的是牵挂和心
疼，那么，妻子李冉带给田树梁的就是骄
傲和担心。“她是一名护士，一直坚守在
疫情防控一线。”田树梁说，爱人的勇气
和担当给了自己很大鼓励，这段时间，两
人偶尔有机会通话时，都在给对方鼓劲
加油。

警医“夫妻档”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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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浩和未婚妻的结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