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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欣

“家庭和睦才有凝聚力，家中有爱便有前进的动力。”
聊城第三中学老师许生勇用简短的一句话诠释了家与爱
的真谛。

多年来，许生勇和妻子韩俊英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以
德育人，常年资助在校学生，帮助困难家庭，用爱和关怀
温暖了一个个学子的心灵。

得知失去父母的学生宓珍（化名）每天以馒头和汤
来饱腹时，夫妻二人便每月为她提供生活费，还时常为
宓珍购买生活、学习用品，直到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
学；

了解到一位高位截瘫的妈妈岳佰芹带着残疾女儿和
年幼儿子艰难谋生时，夫妻二人便经常带着孩子到岳佰
芹家中探望，为她的孩子送上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他
们时常与岳佰芹及两个孩子交流谈心，尽最大努力帮助
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
2019年7月，许生勇接到援青任务。在妻子和儿女

的支持下，他带着热爱，满怀奉献精神前往青海省，立志
为青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作贡献。

在到达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民族中学以后，许生勇
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不断摸索、实践自己的管理模式。

“到刚察两个月，我们学校学生的成绩均有了明显
提高，说明这种管理模式有效果，看到孩子们的进步，
我感觉很欣慰。”许生勇说，从那时候开始，“精细化管
理”模式也正式走进刚察县民族中学，取得了良好的
管理成效。

生活中，许生勇用温情守护着每一名刚察县民族中
学的孩子。任教期间，他还资助了5名贫困学生。在一
次半月假返校期间，一个孩子因坐错车而迷路，独自一人在大草原走了20多
公里。担心孩子安危的许生勇前往草原深处苦苦寻找，终于把孩子安全带回
学校。

“风雪不辞半百里，寒冬乡路把心牵，扶贫助困情怀在，支教许校意高
坚”！民族中学的老师们这样评价许生勇。

为了支持许生勇的工作，不让他因家庭而分心，同是教师的妻子韩俊英承
担起了家中的大事小情，把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工作中她也不甘落
后，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她始终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勤学苦练。她注重学习、
善于思考，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质，逐渐成长为一名业务骨干，给了丈夫最
大的支持。

“一个幸福、快乐、和谐的家庭需要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互相理解，互
相包容。”许生勇常说。他和韩俊英的一双儿女在为困难家庭送温暖、献爱心
的过程中，也耳濡目染，传承了中华民族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一家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五好家庭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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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刁国辉 刘佳芮

“都说闺女是爹娘的贴身小棉
袄，可俺看儿媳不比闺女差，家里这
几个儿媳妇都是好样的，特别是小
儿媳，更是没得说。”茌平区胡屯镇
寺后刘村 80 多岁的刘老太逢人就
夸。

刘老太口中的小儿媳是该镇陶
桥新村村委会委员陈爱霞。在村子
里一提到陈爱霞，大家都评价她是
勤劳能干、公道正派的好干部；在公
婆眼中，她是通情达理、知冷知热的
好媳妇；在子女眼中，她是和蔼慈
祥、朴实善良的好母亲。

1994 年 ，陈 爱 霞 嫁 到 寺 后 刘
村。那时，她的公婆年近古稀、体弱
多病，家境十分贫困，家中还有患语
言障碍的大伯哥要照顾。这家中所
有的重担，就由刚进门而又要强的
她毅然挑起。作为儿媳，她尽心侍

奉高龄的公婆，不怕脏、不怕累，买
菜、洗衣服、收拾家务。她与两位老
人朝夕相处，没有红过一次脸，更没
有让老人受过一回气。

2006年7月3日，陈爱霞的公公
突发脑血栓，后又出现脑出血症状，
先后住院80余天。老人住院期间，
陈爱霞一直在医院里尽心侍奉，有
很多人还把他误认成老人的亲生女
儿。在陈爱霞无微不至的照料下，
公公病愈出院，可她却瘦了好几公
斤。为此，两位老人逢人就夸：“儿
媳妇比亲生女儿还亲。我们的儿子
真是娶了个好媳妇。”

陈爱霞照顾老人、无私奉献的
做法不仅使她在全村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也带动起村里年轻人尊老爱
幼、孝敬父母公婆的良好风俗，营造
出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友爱的社会
新风尚。

陈爱霞：孝顺儿媳赛闺女

■ 刘桐

3月29日，在开发区蒋官屯街道
单光屯社区居委会门前，一辆装载
防疫物资的车辆缓缓开来。

“看到社区党员干部、工作人
员、网格员、志愿者持续奋战在防
疫一线，挨家挨户排查、设卡测体
温、维持核酸检测秩序，我们很感
动。”聊城经开置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梁介绍，此次捐赠活动由企
业和聊城日报社的党员们共同组
织，希望能在这个特殊时期，为辖
区疫情防控工作尽一份力。

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前沿阵
地，无数基层工作者日夜坚守奋战，
守护着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
线。单光屯社区辖区内有 16 个小
区，居民达3万人，居住人员混杂，疫
情防控管理难度较大。自本轮疫情
发生后，单光屯社区所有工作人员
全部到岗，及时封控重点小区、有序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疫情防控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了解到单光屯社区抗击疫情基

本工作情况后，聊城经开置业有限
公司担当作为，主动抽调人员到辖
区内各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并
及时带领企业员工对社区进行慰
问，捐赠医用消毒液、医用防护口
罩、方便面、矿泉水等防疫物资，助
力辖区疫情防控工作。

凝心聚力抗疫情，爱心捐赠暖
人心。此次爱心捐赠，体现了聊城
经开置业有限公司和聊城日报社党
员们的担当和奉献精神。收到防疫
物资后，单光屯社区对爱心捐赠表
示诚挚的感谢，表示一定会把这份
关爱落到实处。“我们将第一时间把
各类物资有序分配到一线防控工作
人员手中，为一线工作者提供更加
坚实的保障，今后扎实做好辖区疫
情防控工作，保障辖区内居民生活
稳定有序。”单光屯社区党委书记陈
长胜说。

防疫物资送到社区

3月 28日，两位小朋
友在郊外玩耍，感受明媚
春光。佩戴口罩是预防新
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的
重要方式之一，正确佩戴
口罩，既是保护自己的重
要措施，又是尊重他人的
文明表现。连日来，我市
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
市民出行正确佩戴口罩，
广大市民以实际行动积极
配合，共筑全民防疫堡垒。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戴好口罩
安享 色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 通讯员
黄涛） 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东

昌府区人武部动员民兵应急连组建
民兵应急防疫突击队，深入社区、学

校、村庄的疫情防控执勤点，为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刘洋是民兵应急防疫突击队的
一名队员，这段时间，他一直负责东
昌府区新区街道和柳园街道的消杀
工作。每天早上6时，他就和其他队
员投入工作，对负责的街道、社区进
行消杀，积极构筑“防护墙”。

“我们突击队员都是当过兵的
人，虽然脱下军装当了民兵，可只要
国家需要，我们就随时准备上战场。”
民兵应急突击队队员朱振华说。

记者了解到，该民兵应急防疫
突击队自组建以来，配合各地党委

政府，为各单位、社区、学校、村庄的
68 处公共场所提供消杀防疫服务，
累计消杀面积 778300 平方米，参加
队员 900 人次，共出动车辆 48 辆次，
喷洒262吨药水，任务时长累计达到
78 小时，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达到
3083 小时，成为城区防疫消杀的主
要力量。

东昌府区人武部军事科科长陈
震表示，今后将组织民兵继续做好重
点区域巡查排查、重要物资输送、公
共场所秩序维护等工作，逐项任务、
逐个环节、逐条措施落实到位，打好
疫情防控的军地协同仗、军民团结
仗。

东昌府区民兵变身抗疫先锋

■ 张燕 于清

“大爷，我帮您填好个人信息后，
您就能采样了。”3月26日，在冠县清
泉街道第二轮核酸检测采样现场，青
年志愿者包士英正在帮助一位年逾
古稀的老人填写个人信息，以便其顺
利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3月17日，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冠县团县委第一时间发出“疫情
防控储备青年志愿者”招募公告，公
开面向全县广大青年招募防疫志愿
者，助力疫情防控。

招募公告发出不到2天，已有200
余名青年报名。包士英便是其一，他
说：“越是关键时刻，青年一代越要彰
显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能为疫情防控
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很有成就感。”

冠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
山东的西大门，过往车辆和人员较多，
疫情防控任务艰巨。为进一步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发挥青年志愿者在疫情
防控中的积极作用，冠县又组织动员
18支乡镇（街道）团员青年突击队的
1000余名队员，参与到疫情防控中。

“我们根据全县的实际需求和志
愿者的意愿、特长，将1300名青年志
愿者划分成20支疫情防控突击队，到
有需求的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提供核酸检测秩序维护、卡点值守、
防疫消杀、信息整理等志愿服务。”共
青团冠县县委书记樊立健介绍。

为了便于联系、管理，冠县专门
成立“冠县疫情防控储备青年志愿
者”微信工作群，并在群内发布个人
防护和相关志愿服务视频，引导青年
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同时做好
个人防护。

截至目前，冠县1300名青年志愿
者累计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30余次，共计为社区、学校、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190余处场所提供义务消杀
志愿服务，在全县318处核酸检测采
样点维持秩序。

从校园到企业，从村庄到社区，
在冠县疫情防护一线的各个角落都
活跃着这群年轻人的身影。他们用
自己的“青春力量”筑起了阻断病毒
传播的铜墙铁壁，书写了自己的最美
青春。

冠县汇聚抗疫“青春力量”
■ 本报记者 苑莘

3月29日下午，一辆大货车来到
莘县十八里铺刘炉村。驾驶员杨迁
下车后，向市场管理人员出示了健
康码、行程码。他接受了体温测量
后，重新坐上车，将消毒后的车辆开
进了村里的菜市场。

两个多小时后，装满豇豆、芸
豆、黄瓜的车辆启程，目的地是上海
江桥蔬菜批发市场临时交易点。负
责组织运输这批农产品的是莘农之
家联合社，该社负责人张新龙介绍
说，受疫情影响，上海江桥蔬菜批发
市场关闭，上海农产品供应出现短
缺。莘农之家联合社作为上海江桥
蔬菜批发市场的供应商，在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积极组
织货源，为上海市民每天供应15吨
左右绿色、安全、放心的新鲜蔬菜。

这是莘县作为“中国蔬菜第一
县”的责任担当。该县农业农村局
一级主任科员占丁峰在现场调度供
沪蔬菜时介绍说：“近一段时间，莘
县采取多种措施稳定蔬菜生产，保

障优质农产品供应，为全国各大中
城市提供物质保障，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莘县力量。”

正如占丁峰所说，当天莘县还
有很多蔬菜装车准备发往外地。在
张鲁镇于楼村才昌蔬菜专业合作社
蔬菜交易点，15吨黄瓜、芸豆、辣椒、
西葫芦等农产品装车，准备发往吉
林省长春市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
才昌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才国
介绍，该合作社与海吉星市场合作
已有3年，今年吉林省疫情严重，莘
县加大了对吉林省的蔬菜供应力
度，每天有70吨蔬菜源源不断发往
海吉星市场。

作为蔬菜大县，莘县一直在为保
障各地的蔬菜供应而努力。莘县嘉
仕丰家庭农场、山东绿源和丰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分别承担着北京市朝阳
区商务局、北京市石景山区商务局、
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局应急蔬菜储备
任务。据不完全统计，莘县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库存储山药、胡萝
卜、土豆、大白菜等农产品约2万吨，
根据需要可随时起运投放市场。

莘县蔬菜支援战“疫”一线

民兵应急防疫突击队队员在高速路口消杀民兵应急防疫突击队队员在高速路口消杀 ■■ 黄涛黄涛

■ 本报记者 林晨

3月28日凌晨，聊城市肿瘤医院
核酸检测实验室依然灯火通明。此
时，检验科副主任奚晶在连续工作8
小时、完成2000管核酸检测任务后，
终于走出实验室，按规定做好脱防护
装备、消毒等步骤后回到休息室，拿
起一杯水一饮而尽。

目前，聊城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核酸检测，每天任务量巨大，但核酸
检测人员毫无怨言，夜以继日地坐在
实验室内，争分夺秒，及时开出高质
量检测报告，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重要力量。

“我们科室共有 4 名固定核酸

检测人员，加上借调帮忙的同事，一
共 19 名工作人员。这些天大家基
本都没歇着，每天早晨 8 点进入实
验室，下午三四点出来吃饭，吃完饭
再接着进去干，一直忙到凌晨。”奚
晶告诉记者，在特殊时期，作为一名
医务人员，就应该承担起应尽的责
任，为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作出一
份贡献。

在临时休息区内，摆放着医院准
备的方便面、牛奶、火腿肠、鸡蛋等食
品。“核酸检测就是要跟时间赛跑，早
一秒出具报告，就早一秒化解风险。
所以我们只能吃得简单点，把更多时
间用在工作上。”奚晶说。

作为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

区检验科的负责人，韩磊已经很久
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每天
忙到凌晨，成为他的工作常态。“这
段时间，说不辛苦是假的，但看到咱
们聊城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绩，我真是很开心。”韩磊告诉记
者，每一份核酸检测报告都要经过
采样、标本签收及录入、配制试剂、
加样、核酸提取、上机检测等过程，
工作人员对每一个环节都要细心对
待，容不得半点闪失。

同样在深夜奋战的还有市人民
医院核酸检测队伍。作为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聊城市人民医院承担的
检测任务十分繁重。全院共有 120
名核酸检测人员，24小时轮流上岗，

保障核酸检测结果快速、准确出
炉。“众志成城，便无坚不摧。春天
的到来，一定能够送走疫情的阴霾，
迎来灿烂的曙光，我们一定会继续
坚守岗位，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市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技
师杨亚培说。

夜更深了，窗外的春风吹拂树
枝，沙沙作响，仿佛奏响了赞扬核酸
检测人的“交响曲”。凌晨1时，在我
市各个核酸检测实验室内，仍有刚
刚交接班的工作人员来到岗位，与
同事们一同穿戴好防护装备，继续
奋战。

核酸检测人，不是一个人、几个
人，而是一群人。

深夜里的核酸检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