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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欣 苑莘 商景豪

星光和园小区位于开发区海河
路南，有24幢住宅楼，总户数2107户，
6500余名业主安居于此。

疫情期间，如何落实好防疫措
施？志愿者如何做好服务工作？11
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星光和园小区，
了解小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和党员志
愿者服务情况。

60余名党员加入志愿者队伍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寒潮”，加之
阴雨天气，气温骤降。

9时30分，星光和园小区南区门
口，一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
细雨中协助安保人员，查验出入小区
居民的“一证两码”。

“吴俊松，小区业主，党员志愿
者。”星光和园临时党支部书记郝影
影向记者介绍这位“红马甲”。

“‘红马甲’队伍中，有开发区下
沉下派的机关干部和网格第一书记、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有小区‘双报
到’的党员志愿者和物业公司党员先
锋队员。”郝影影说。

11月24日，为了更快地凝聚团结
一致共抗疫情的强大合力，星光和园
小区联合下沉机关干部成立疫情防
控临时党支部，面向小区业主发起志
愿者招募号召。短短一天，60余名党
员及热心群众加入志愿者队伍。

星光和园小区分南北两个区。
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第一时间明确
工作职责，按照就近原则，将志愿者
划分为不同服务小组，组长由熟悉小
区情况的网格第一书记担任。吴俊
松是南区第二小组组长。

吴俊松告诉记者，每天早晨 7 点
半召集党员志愿者开会，分配任务。
晚上6点，还要集合，说说各自做的工
作、摸排重点业户情况。对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爱心是化解怨气的“良方”

“南北两区有孤寡、空巢、困难老
人65户。针对这些特殊群体，我们做
好摸排，重点关怀，由物业、社区、党
员志愿者一对一帮扶，随时提供服
务。”小区物业负责人岳修华说。

前几日，南区17号楼住户汤老伯
下楼购买生活用品，迟缓的脚步引起
吴俊松的注意。他赶过去接过老人
手中的东西，一路送他回到家中，并
将自己的电话留下，嘱咐老人有事就
喊自己。当天晚上，老人在外工作的
孩子打来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又说
老人平时吃的药没有了，想请吴俊松
帮着购买。“放心，我们送到家。”自
此，汤老伯一家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不时打电话或到家中探望。

“老人牙口不好，点名让买青援牌
的老饼干。我这就去看看哪个超市
有，买了送过去。”与记者交谈的时候，
吴俊松再次接到老人的需求信息。

“非常时期，感谢你们的辛勤工
作，辛苦了！”业主群里，记者看到不
少业主为党员志愿者们点赞。

田德斌今年55岁，是北区第一小
组组长。“作为一名党员，我愿意为小
区作贡献，为大家分担忧愁，做点有
意义的事情。”田德斌说。

北区3号楼一对老夫妻刚搬来1
个多月，子女不在身边，家里还有一
个上网课的孙女。田德斌和志愿者
贴心地上门服务，为孩子购买文具，

安排老人优先做核酸。
“党员志愿者亮身份作贡献，传

递的是正能量，架起的是为民服务的
‘桥梁’，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
党员志愿者从认识到认可，从不理解
到信赖。”郝影影动情地说，“日常碰
到群众不理解的情况，我们便要求党
员志愿者换位思考，想想‘换作自己
怎么办’，给群众一个笑脸，工作更耐
心点，问题解决起来就会顺利些。”

地头拉回5000斤鲜菜

11时20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张
林和同事做好出门准备。他们要去
郊区种植基地采购蔬菜。

“今天上午，几位业主反映家里
蔬菜快要吃完了。上午我们统计了
一下，就联系网格第一书记，希望帮
我们协调买点菜。”张林说。

准备好货车，联系好村庄，他们
出发了。记者也随之一同前往。

抵达东昌府区沙镇李堂村已经
12时。天气还有些冷，志愿者们随即
和当地菜站负责人攀谈起来。“现在
什么菜新鲜？我们需要多买几样。”
志愿者段文超一边说，一边查看蔬菜
的长势。

“有西红柿、芹菜、菜花、大头菜，
你们准备要多少？”“我们统计了一
下，大概5000斤。”

不一会，一位当地群众就拉来了
一车菜花。大家跳上货车开始忙碌
起来，白色的菜花堆成了小山。“菜
花”刚走，又来了“芹菜”，“芹菜”刚
走，又来了“白萝卜”……

“红马甲”弯腰搬菜、起身擦汗，
忙碌了3个多小时，开来的两辆货车
满载而归。“咱们回去先分装一下，我

去买点塑料袋。”回去的路上，他们又
开始考虑送菜上门的事情。

下午3时30分，“红马甲”们顾不
上吃饭，便开始分装。4时50分，5000
斤蔬菜分装完毕。

“大爷，我把菜放家门口了，回头
您想着拿进去。”“这是咱们物业公司
第一次买菜，没经验，您别见怪。有
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们。”

……
天色渐暗，“红马甲”又出现在了

家家户户门前。

冬日里的温暖与坚守
——走近开发区星光和园小区党员先锋队

■ 本报通讯员 娄晓

高唐县赵寨子镇蒋官屯村与大
寨村先后被划为高风险区，面对寒潮
降温与疫情的不利影响，蒋官屯村与
大寨村守望相助，谱写了一曲感人的
抗疫之歌。

11 月 28 日，为防止蒋官屯村菜
农的在田蔬菜被冻坏，蒋官屯村在疫
情防控工作组的指导下，按照疫情防
疫规定，组织10名村委干部、党员及
10 名群众抢收蔬菜志愿服务队，分
两组来到大棚蔬菜区与露地蔬菜区，
帮助隔离群众抢收蔬菜、盖塑料布保
温，把菜放入储存窖，最大限度避免
菜农遭受损失。据统计，此次共为
10余户菜农及3户脱贫户抢收白菜、
菜花、萝卜等在田蔬菜 20 余亩。同

时，抗疫工作组还在线上发动网友帮
助村里群众卖菜。

大寨村几位村民得知消息后，筹
资 800 元，购买蒋官屯村蔬菜 100 余
份，每份一棵白菜一个菜花。11 月
28日晚，蔬菜通过志愿者配送到村，
大寨村90户居民每户都收到了一份
爱心蔬菜包。

两个村的“守望相助”，既缓解了
蒋官屯村菜农的燃眉之急，又为大寨
村群众的居家生活提供了保障。

11 月 29 日，这场“爱心接力”还
在继续。蒋官屯村管区书记田可平、
西屯村党支部书记齐海军捐款3000
元，购买蒋官屯白菜3000余公斤，为
西屯村300余户群众每户提供2棵白
菜。当天下午由防疫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有序分发给村民。

两个村庄的守望相助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非常
感谢爱心企业给我们捐赠的防护用
品，缓解了部分抗疫物资短缺的难
题，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些物资，更好
地投入到疫情防控中。”11 月 28 日，
聊城6位女企业家慷慨解囊，现场捐
款购买抗疫物资，向开发区特战救援
队捐赠了近万元的防护服、面罩、口
罩等。

“疫情发生以来，我看到很多救
援队队员在小区、商场等场所进行消
杀，非常辛苦。有的甚至几天没回
家，但这都是小事，最主要的是防护
服等防疫物资消耗得太快。”聊城阳

光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杜
月环是本次捐赠活动的组织者，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她立即通过微信向其
他女企业家们发起倡议，并通过电话
多方沟通，在第一时间收到聊城五洲
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聊城中润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聊城市显达百货有限
公司、聊城东方英才幼教集团和聊城
顾氏红木家具等 5 家企业的积极响
应。她们通过微信等方式捐款近万
元，分别购买了120套防护服、120个
面罩、120双鞋套、150盒手套、600只
N95口罩及一批清洁卫生湿巾等防疫
物品，送给开发区特战救援队。

聊城女企业家捐赠防疫物资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郑珊珊

11 月 26 日晚 10 时，忙活了一天
的马建新终于能回到物业办公室休
息一下。作为阳谷县侨润街道北顺
社区的一名网格员，他这几天一直坚
守在岗位上。

马建新负责的是颐鑫嘉园小区，
小区居民近1500人，在阳谷县城区算
是中型小区。“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居
民物资供应，解决居民遇到的各种问
题，是我们网格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建新说。

大事难事看担当，关键时刻看作
为。面对这场检验、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的全民战，阳谷县委政法委将网格
员队伍充分发动起来，汇聚起战疫大
能量。

每次核酸采样，马建新都会维持
现场秩序，保障核酸采样高效进行。
为方便与居民沟通联系，马建新把电
话号码提供给大家，随着拨打电话的
居民越来越多，他的电话号码也成了

“热线”。对于居民需求，他有求必
应。居民需要什么物资，他一一记录
下来，第一时间解决……几乎每一个
岗位都能看到他作为“跑腿员”忙碌

的身影；自疫情发生以来，马建新在
防疫巡查时左膝盖摔伤，仍然坚守岗
位，晚上驻守在物业办公室。

“要让居民感受到‘隔离病毒，不
隔离爱’。”在网格员贾少一心里，服
务好每一名社区居民是他的职责所
在。

贾少一是司营家园小区的网格
员，他既当“跑腿员”，又当心理辅导
员，不仅通过微信语音、视频了解居
家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还耐心地帮
他们缓解紧张的情绪。同时，他每天
对隔离人员的体温及身体状况进行
详细记录，嘱咐他们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如有任何不适要第一时间上报。
“我们没办法外出，幸亏有你们天

天跑前跑后帮忙，为我们排忧解难。”
一名居家隔离人员在微信中对辛庆
民说。辛庆民是侨润街道振华社区
辛菜郭小区一名网格员，他每天的工
作都是从一声声“收到”中开始。

阳谷县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网
格化+信息化”体系优势和网格员

“协调员”作用，对外来人员及重点人
群实时监测、密切关注。截至目前，
阳谷县乡两级中心平台共受理疫情
防控类信息14269件，处置率100%。

把“小家”藏心底 把“大家”扛肩上
——阳谷县网格员战疫速写 11月28日下午，开发区华山路，身穿防护服的快递员正在为客户取餐。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快递员们坚持岗位，送外卖、送药品、送物资，无惧风险
不辞辛劳，全链条严格消杀保障安全，在冬日的街头，奔走穿梭，守住保供“最
后100米”。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融媒导读

11 月 29 日，金鼎
购物中心超市工作人员
在整理鸡蛋。近期，我
市各农贸市场、大型超
市、食品类批发市场等
重点保供企业，全力以
赴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和物资保供工作职
责，积极组织货源，加
大对肉、蛋、菜、奶、米、
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的
供应，竭力让群众能够
吃上新鲜、安全、平价
的蔬菜水果。

■ 田柏林

以 少 年 之
名，向奔赴
在一线工作
人员致敬

聊报主播
说防疫

记者手记

去地头买菜，志愿者们是第一
次，我们也是第一次。

买菜的体验并不好，但“沉浸
感”十足。抵达时已是中午，但大家
一忙就忘记了饥饿；前一天下了雨，
菜站边多是水洼，大家却好像没看
到，鞋湿了依旧忙着搬菜；正逢降
温，大家却没感觉到冷风，在忙碌中
出了一身汗。整车菜打包完毕时天
色已暗，“红马甲”为了小区居民在
晚饭时吃上最新鲜的蔬菜，却忘记
了自己的午饭还没来得及吃……

花费一天时间买菜送菜的事，
说大不大，但这些看似微小的行
动，见证了每位志愿者同心抗疫的
决心。尽管小区业主依然叫不出
他们的名字，但隔着口罩的一句问
候、一个微笑，却让过去鲜少来往
的邻里，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开始
熟络起来，大家互相加油打气，默
默温暖彼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
量，汇聚起战胜疫情的信心。

本报讯（记者 刘桐）“作为一
名退役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
职。虽然退役了，但当人民需要时，
我们应当走到战场最前线。”11月28
日，退役军人志愿者王树海说。

上门做核酸、帮助学生打印试
卷、为居民发放生活用品……疫情期
间，王树海因为整天忙碌，嗓子上火
又哑又痛，但他始终坚守在秩序维护
和为民服务第一线。王勇是东昌府
区古楼街道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
站长，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他与志愿
者24小时轮流值班，宣传防疫知识、
维护小区秩序、筛查重点人员、帮助

困难群众。“这个时候我更要冲在前，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
抗疫队伍中来。”王勇坚定地说。

连日来，我市广大退役军人志愿
者主动请战，冲向抗疫一线，做到“召
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能胜”，自觉
在疫情防控一线担当使命、主动作
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对党的忠
诚、对人民健康安全的呵护，不忘初
心使命，永葆退役军人本色。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有 7600 余
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加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

我市7600余名退役军人
志愿者投入抗疫一线

星光和园党员志愿者为业主送星光和园党员志愿者为业主送
去刚买的蔬菜去刚买的蔬菜。。 ■■ 胡欣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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