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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路与嵩山北路交叉口向东 50 米路南，
临街门店装修施工围挡无占道审批公示牌。

柳江路与嵩山南路交叉口向西 60 米路南，
姬崔村防疫围挡破损。

桂江路与太白山路交叉口向西 70 米路南，
施工围挡无占道审批公示牌、撤挡倒计时牌。

嵩阳路与清江路交叉口向北70米路东，临
街门店装修无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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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晓晓
3月 21日，市文明办、市创文办

在市体育场举行“豫吉携手 同心抗
疫”援助吉林防疫物资捐赠仪式。近
40万元的抗疫物资装满9辆货车运往
郑州，然后统一发往吉林，用于吉林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这场爱心捐赠的背后，涌现出一
个个感人的故事。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李风霞告诉记者，3月
19日中午，他们接到市文明办关于开
展河南援助吉林抗疫志愿服务关爱行
动的通知后，便向一些爱心企业发出
捐赠倡议。很快，捐赠倡议得到了河

南曙光健士医疗器械集团 （以下简称
曙光医疗）、漯河市山东商会两家爱心
企业的回应。

“曙光医疗当即决定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医用口罩，20 日晚上加班装
车。漯河市山东商会的55家企业及会
员也捐款21360元，让我们很感动。”
李风霞说。

物资转运现场，市红十字急救侠
应急服务队的队员正忙着对物资进行
核对、查验。应急服务队培训部部长
杨忠告诉记者，3月20日接到市红十
字会的通知后，他便在应急服务队的
微信群里招募志愿者，没想到不到15

分钟的时间就招募完毕。3月21日早
上 9 点，志愿者准时在市体育场集
合，为抗疫物资的顺利转运提供保障。

“漯河是一个有大爱的城市，不管
是 2020 年疫情防控、2021 年防汛救
灾，还是这次‘豫吉携手 同心抗疫’
志愿服务活动，许多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大爱情怀。”李风霞说，2020年市红
十字会接收捐赠890多万元，2021年
接收捐赠 1200 多万元，均创历史新
高。尤其是曙光医疗连续三年通过市
红十字会捐赠90.4万元，体现了企业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谢谢你们，为了我们这些老年

人，特意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核酸
检测采样。太感谢了！”3月22日晚上
7点，淞江社区的工作人员带领医务人
员，来到郾城区龙塔街道淞江社区杨
玉妮等老人家中，给行动不便的老人
做核酸检测采样。

出门做核酸检测采样，对于高
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并
非易事。为做好核酸检测采样工作，3
月22日晚，龙塔街道办事处联系相关
部门，对辖区内多位高龄、独居、行

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核酸检测采样服
务。

每到一户居民家中，志愿者都会
与老人亲切交流，耐心询问他们的日
常生活情况与身体状况。随后，医护
人员打开采样箱，消毒、采样、再次
消毒……每个环节都认真操作。在老
人的主动配合下，采样工作有条不紊
地进行。完成采样，医护人员还不忘
叮嘱老人要做好日常防护和室内消毒。

志愿者和医护人员把核酸检测采
样服务送到家，打通了防疫“最后一
公里”，赢得了辖区居民的称赞。

响应号召援助吉林 市红十字会在行动

核酸采样上门 服务贴心

“落水的人已经安全送往医院了，
多亏刚才不顾一切跳进河里救人的那
个小伙儿，给他点个大大的赞。”3月
22日，漯河汇力集团输电安装公司巡
线班职工李大凯、张辉杰勇救跳河轻
生女子的义举得到了围观市民的一致
称赞。

据了解，当天上午8点40分，李
大凯和张辉杰对220千伏郾漯Ⅰ线、Ⅱ
线进行正常巡视，途经淞江路沙河大
桥时，看到一名女子站在桥南中间位
置。两人正想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
助时，该女子突然翻越护栏跳入河

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李大凯来
不及多想便脱下身上的工作服跳入冰
冷的河水中，张辉杰一边奔向岸边的
小船，一边拨打 119、110、120。天
桥救援队赶到后，用冲锋舟将李大凯
和落水女子拉上了岸。女子暂无生命
危险，被120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李
大凯在岸边不远处的景区管理处擦干
身上的水，穿上工作服，配合黑龙潭
派出所民警录完笔录后，与张辉杰继
续投入到巡线工作中。

“第一反应就是先救人，其他啥也
没有想。在那种情况下，也来不及多

想。”李大凯的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
容。在别人落水时，他们挺身而出，
展现了一名电力职工的责任和担当，
传递了正能量。 张 英 杨 晴

■本报记者 焦 靖
“把盆栽搬出来晒太阳，邻居的举动

让我心里热乎乎的。”3月23日，记者在
市区淞江路一小区内见到了市民袁女
士。她告诉记者，家里的盆栽因光照不
足落叶，被她搬下楼晒太阳，邻居的善
意“投喂”让她感到惊喜。

袁女士说，因为担心自家的盆栽在
楼下受“欺负”，她特意做了一个“爱心
吊牌”，上面写着“我的叶子掉光了，想
晒晒太阳，请别打扰我好吗？”。出乎袁
女士意料的是，她的盆栽在楼下不仅没
被“欺负”，还被“投喂”了。

“第一天就多了好几个鸡蛋壳，干净
又干燥的鸡蛋壳一看就是经过养花高手
处理好的，绝不是随手丢进去的。”袁女
士说，蛋壳要经过清洗处理，才能避免
蛋清、蛋液流到花盆里产生异味甚至招
虫。“后来，我发现花盆里又多了用花生
壳做的有机土。”袁女士介绍说，花生壳
经过加工处理后非常适合养花，既透水
又透气，还能为植物提供养分。“邻居真
是太热心了，而且很懂行。”袁女士说，
她希望能尽快找到这位暖心的邻居，向
对方表达谢意，同时交流一下养花经验。

电力职工勇救落水者

3月23日，我市迎来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漯河港附近的沙河岸边，金黄色的油
菜花田宛如一幅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左图：3月22日，我市各县区陆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实战演练。图为当晚8
点，郾城区沙北街道泰山社区，医护人员在雨中坚持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盆栽楼下晒太阳
邻居“投喂”暖人心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像俺家爱敏这样的儿媳

妇，上哪儿都难找。”3 月 22
日，在市区交通北路铁路巷，
81 岁的郭玉英激动地对记者
说。28 年来，郭玉英与儿媳马
爱敏和谐相处的故事，被邻里传
为佳话。

当天，记者见到郭玉英时，
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儿媳
马爱敏在院子里清洗床单、被
罩。“家务活她基本不让我干，
在家就剩享清福了。”郭玉英说。

马爱敏今年 56 岁，与丈夫
李清云结婚后，大部分时间都和
婆婆一起住。由于年轻时过度操
劳，郭玉英的双腿膝关节常有痛
感，双手也时常感觉麻木。除了
偶尔给重孙做个拿手菜，她的饮
食起居完全由儿媳照顾。“家里
最常做的就是面食，因为我爱
吃。你看冰箱里的包子、饺子都
是爱敏包的，面条也是她手擀
的。”郭玉英说，“我怕冷，身上
的棉袄、羽绒服也是她买的。”

郭玉英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每次因病住院，都是马爱敏
在一旁照顾。病情严重时，吃喝
拉撒都在床上，马爱敏也从不嫌
脏。郭玉英告诉记者，老伴李春
秀去世前曾因呼吸道疾病卧床一
年半时间，也都是由儿媳照顾。

晚年生活虽有子女照顾，过
得幸福美满，但郭玉英心里一直
有负担。自己年轻时务农，没有
退休金，医药费都要子女出。虽
然孩子们没有怨言，老人还是认
为自己是负担。“老了难免有慢
性病。你看我这三袋子药，都是
爱敏买的。每天啥时间吃啥药，
也得她提醒，我记不住。”郭玉
英说。对于婆婆的思想包袱，马
爱敏时常在聊天时开导她。“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有婆婆在，
我们这一大家人才能团结在一
起。”马爱敏说。

郭玉英有三个儿子，大儿
子、小儿子都在外地忙碌，只有
二儿子李清云守在身边。她一直
将儿媳当作女儿对待，两人从没
红过脸。“婆婆是个特别勤劳的
人，过去帮我带孩子、做家务，
现在年龄大了，自然轮到我照顾
她。”马爱敏说，她也有“私
心”：为孩子做个榜样，等自己
老了，也有人照顾。“希望孝敬
老人的美德在我们家传承下
去。”马爱敏说。

妻子的付出，李清云一直看
在眼里。有了马爱敏这个坚强后
盾，他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爱敏一直默默为这个家付出，
从来没抱怨过。婆媳和睦相处，
是我最大的福气。”李清云说。

在铁路巷，提起这对婆媳，
街坊邻里无不夸赞。“我经常看
见玉英姐的儿媳妇骑电车带她去
双汇广场看戏。她们一家人过得
和和美美。”居民李翠兰说，婆
媳俩和谐相处的事迹也感染了巷
子里的不少家庭。“大家都羡慕
玉英有这样的好儿媳。我们这个
巷子里的家庭都得向她们家学
习。”居民杨子耀说。

这对好婆媳
胜似亲母女

3月23日，市区建设路二针家属院，市妇联巾帼志愿者带领小区部
分居民做手工。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马爱敏（右）给郭玉英按摩。

沙澧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