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们，我村有个孕妇现在肚子痛，有

早产现象，村里已经开了紧急通行证明，为了

节省时间，请各位领导帮忙，拜托了……”2月4

日晚上10点50分，陵头镇陈窑村党支部书记吕

俊昌一边在镇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群内紧急呼

叫着，一边打着电话向上汇报着。

原来，当晚10点多，吕俊昌在村内巡逻

时，接到村民吕武的紧急求助电话,“我儿

媳妇肚子痛，像是快生了！”于是吕俊昌赶

紧拿着紧急出行证明，赶到吕武家中一看

情况，就立即打电话向镇政府汇报，并在微

信群内与有关部门沟通。

时间就是生命。11点30分左右，村民吕

飞歌开车带着有早产迹象的妻子韩玉出发

了！吕俊昌放心不下，一路开车护送，而与

此同时，陵头镇主要领导也及时市交警大

队、妇幼保健院取得联系，说明情况进行协

调，并第一时间将最快的行车路线发给了

吕俊昌、吕飞歌等人，随后又电话通知了各

村级执勤点及时放行通过。

获知这一紧急情况后，市交警大队队

长张志高立即安排市交警大队铁骑赶到陵

头，与孕妇家属车辆汇合。在铁骑队的一路

护行下，临产孕妇于凌晨12点左右顺利抵

达了市妇幼保健院。

当收到孕妇已平安到达医院，一切都

很顺利的消息时，所有人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时已经是凌晨12点40分了……

疫情之中见真情，大事面前显担当！在

整个爱心接力过程中，陵头镇疫情防控卡点

不卡壳，丝毫不影响爱心接力。正是这群人

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上，才有了

这样的感人举动。 宋乐义 于乐乐

产妇深夜临产 爱心接力彰显汝州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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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

伟） “6:00-6:30可以在小程序中打卡签

到，超过时间没有签到，视为未进行早读，

请注意！”近日，来自市一高2215班的同学

赵佳曦5:40准时起床坐在书桌前开始学

习，妈妈拿着手机打开“2215寒假学习打

卡”的班级签到小程序，为女儿学习签到。

程序里，班级其他同学的签到以及学习的

图片也陆续发了出来。与此同时，班主任和

班级各科任老师把要学习的节点、相关视

频课程链接发送到了班级微信群里，供同

学们学习。

这一天，学生按课表在群里上课，班

主任和科任老师线上上课，随时指导讲

解、批改作业，本着一个学生也不能少，

一门学科也不许落下的原则，对学生严

管严抓，实行实时点名制。

来自市教体局的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我市有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及教师近30万

人，教育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0.5%。针对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市委、市政府

始终高度重视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工作，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使

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在停课期间，我市教育系统多措并举，

努力给学校、师生提供优质的网络教务管

理、直播教学和线上学习、互动等综合性服

务，为莘莘学子求知之路保驾护航。

宣传氛围“活起来”。针对我市教育人

口占全市人口比例大，学生防控意识淡薄

的状况，我市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宣传。通过

张贴标语、悬挂横幅，运用电子屏、手机

APP、汝州教育融媒体平台等推送疫情防

控宣传标语，促进家校联防。印发《致全体

师生和家长的一封信》《致全市学生、家长

及教职工的一封信》，并通过微信班级群、

钉钉班级群等多种形式不间断推送疫情防

控和心理健康知识，努力引导师生参与抗

疫。印发《致全市教职工的倡议书》，倡议居

家办公的党员干部踊跃参与所在村街、社

区的疫情防控，倡议广大师生积极捐款捐

物。倡议书发出后先后有100余名党员干部

参与疫情值守工作，师生捐款已达30万元

左右。

防控工作“严起来”。全市教育系统通

过精准摸排，准确掌握师生身体状况。对疫

区返乡的学生及家属进行严格排查。重点

对从武汉及河南周口等重点疫区回汝的大

中小学生返乡情况进行摸底排查，要求所

有返乡人员自觉隔离17天，发现发烧、咳嗽

等症状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组织教育部

门对外出师生的情况进行排查，要求其在

现居住地做好防护，每天上报活动情况；对

到过疫区且已返回的师生重点关注，严格

落实隔离措施。周密部署，扎实做好开学准

备工作。细化开学准备防控措施，下发疫情

防控及开学准备紧急通知，每个学校均制

定开学准备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两个

方案，落实疫情及突发报告、学生晨午检、

因病缺勤登记及追踪、复课证明查验、学生

健康管理、环境卫生检查通报、健康教育、

通风消毒等八项制度；各学校设置隔离室，

配备足量的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就近

与医疗机构联系，对学校公共区域进行全

面消杀；加强校内食堂和学生配餐管理，实

行错时就餐、分散就餐。

网上教学“优起来”。通过线上教

学、网上继续教育等形式开展培训，使

每位教职工都能熟练掌握防控业务、线

上教学技能。同时协调大象出版社配备

200名技术人员，帮助教师解决技术难

题，开展线上教学。依托河南省基础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省内外全免费平

台，为学生提供2000余节线上同步课程

资源，学生通过名校同步课堂、乐教乐

学、学而思网校等按时听课并组织教师

线上指导，互动答疑，及时解决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问题。同时安排疫情防控知

识、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及体、音、美活

动，丰富学生生活。

抗疫期间，市第一人民医院一群姑娘，是此次新

冠肺炎疫情中最早进入隔离病区，也是目前坚守时

间最长的护理人员。1月23日至2月18日，27天，648个

小时的日夜守护，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生命的

重任。

摘下口罩的她们，可爱、动人、坚定、自信，真的

好美。

李雅，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为了能保护大家，

练就“狮吼功”。

“你脱的方法不对，手都污染了，重新练。”“脸露

出来了，把脸包严实了，露出来给病毒亲类？”……因

为大家任何一点的操作不规范，都会被她“吼”，以至

于亚萍姐一到吃饭时间就可怜巴巴地对她说：“我洗

手了，你看水还没有干嘞。”

作为感染性疾病科的护士长，在疫情爆发之初，

她就已经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从隔离那天起，为

做好个人防护的培训和监督，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

成了被她“吼”的对象。

后来想想，每天“发功怒吼”，大家也挺不好意思

的，但是她觉得，把我们每个人都安安全全地带出病

区，才是她最大的责任。

大家也认为，她的“吼”亦是爱，为了能够保护大

家，“河东狮吼”又何妨？

李佳，眼、口腔、耳鼻喉科护士，年龄最小的队

员，也是最可爱的开心果。

她说，我不伟大，只是个胆小敏感的平凡人。刚

进病区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害怕，但幸运的是，我遇

见了一群太太太可爱的人！

这一个月来也让李佳明白很多，人总是感性的，

适应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管它是辛苦的、危险的，还

是舒适的，都不想轻易改变。或许也是因为认识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甘苦，共进退，一起抵抗困难

险阻，这种情谊让她终身难忘。

蔡旭丽，感染性疾病科护士，一位贴心温暖，漂

亮的小姐姐。

疫情爆发时正值春节临近，正是阖家团圆、齐聚

一堂的时候，但是作为一名在感染性疾病科工作了9

年的护理人员，她告诉自己，必须提前做好准备，随

时应战。很荣幸，她成了最早进入隔离病区的护理人

员，与其他科室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更专业的团队，

共同抗击疫情。

在这里，她体验到了人生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

穿隔离衣，第一次戴护目镜、防护面屏，也是第一次

被尿憋哭……每逢夜班，防护服一穿就是7、8个小

时，脱了防护服，全身都是汗水，浑身湿答答像刚淋

了一场大雨；防护工具带来的压痕让她们像极了“小

丑”，爱漂亮的姑娘们，相互看着对方的样子，都不由

得笑了起来。

虽然进了隔离病区，就意味着至少1个多月都不

能回家，但是没有大家何来小家，能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奋斗过，是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杨晓瑞，心脏中心护士，身材瘦小却能量满满。

在接到通知要去隔离病区工作的时候，说实话，

她的内心既激动又紧张。走在路上，脑子里不知道过

了多少种可能，但作为一名护士，这是她的责任，更

是她的荣耀。

在隔离病区工作期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她都不会害怕，因为身后有战友们做坚强后盾，还有

家人的无条件支持，他们都赋予她无尽的力量！

1岁多的女儿，是她心底最难以割舍的牵挂。为

了做好防护，每次跟女儿视频的时候，她也总是戴着

口罩，以至于现在，女儿只要看到电视机里戴着口罩

的小姐姐，都会跑过去喊妈妈。她含泪说：“女儿还

小，还不能理解妈妈到底去干什么了，但等她长大

了，一定会为妈妈感到自豪。”

彭二娜，肿瘤内科一病区护士。

在隔离病区，战友们都来自不同的科室，彼此之

间也并不熟悉，然而在工作中，她们竟然没有磨合过

程，配合得相当默契，以至于大家常常自我调侃：“这

么棒的团队，何愁打不败病毒！”

穿上防护服，她们是战友，脱了防护服，她们是

兄弟姐妹。工作之余，除了保证充足的睡眠，她们还

会适当的自娱自乐，互相减压。

记得有一次，晓鹏姐让大家用彩色贴纸写下心

愿组成心愿墙，结果小伙伴们一个个化身段子手，一

会儿就写下了数十条心愿。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要和我的战友们在武大

樱花树下，把酒言欢。”坐在窗边，享受着连日来温暖

的阳光，总感觉，她的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

“因疫情需要，咱科室两名同志王俊召和兰冠蕊被

抽调至疫情防控一线执勤，均20多天未回家，特别是王

俊召的爱人，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孩子，非常不容易。所以

科室为了表示对两位同志的关心及感谢家属的无条件

支持，特号召全体人员为两位同志献爱心（自愿捐款、数

额不限）请大家以红包的形式发到群里，护士长统一汇

总。因疫情不能当面慰问，所以决定将所捐数额，以红包

的形式平分给两位同志。”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芦

超峰、护士长董杉在微信群里向全体人员发出号召。

这样暖人心、体贴入微的号召一发出，新生儿科医

护人员就纷纷慷慨解囊，以“保护自己 凯旋回家”命

名的爱心红包一发出，瞬间爱暖整个微信群，新生儿科

护士兰冠蕊、医生王俊召接收到“爱”的信号，心怀感激

投入到疫情一线。“千言万语不能表达我心中的意愿，

谢谢大家，我一定尽我所能把工作做到最好……”在发

热门诊工作的新生儿科护士兰冠蕊接受到红包时，激

动地说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检查点卡点开设以

来的20多天，在宾馆执勤的新生儿科医生王俊召和在医

院发热门诊工作的新生儿科护士兰冠蕊逆行而上，不分

昼夜，恪尽职守，坚守一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发热门诊：恪尽职守，把好疫情防控重要关口

1月21日，汝州市人民医院设立发热门诊时，新生

儿科护士兰冠蕊就主动请缨，申请到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我一个人无牵无挂，家里也都支持，我要上一线。”

她坚定地说道。

按照医院防控工作部署，兰冠蕊如愿进入发热门

诊，负责起发热门诊的日常护理工作。“我们每天要做

的就是监测患者情况、量体温、给予指导用药等等，更

多的时候是与他们沟通。面对‘困’在这里变得烦躁不

愿意配合治疗的患者，更多时间我想陪着他们聊家常、

聊孩子、聊美食，舒展他们焦虑的心，换来他们的笑颜，这很值得！”兰冠

蕊说道。

随着患者情绪逐渐稳定，他们也不再惶恐，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其中一位患者叔叔对兰冠蕊竖起大拇指，笑着说：“虽然你们都穿得

严严实实，也分不清你们谁是谁，但是叔叔啊，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

们天天在这里，心里就踏实了，你们的专业，给了我信心，我的病啊一

定会好的！这么多天你们都辛苦啦！叔叔都会记在心里的！”

据了解，发热门诊早期实行两班制，轮到坐诊就是连续工作12小时，

按照规范要求，吃饭喝水后必须更换口罩，如厕后必须更换防护服；由于

物资紧张，当班医护上班几乎不喝水、少吃饭，以避免上厕所，想尽办法

节约物资；累了只能靠在椅子上，闭眼稍作休息。“经过这20多天的战斗，

隔离病房的生活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兰冠蕊说，很多人都舍不得脱下

这身防护服，“疫情面前，我们想多尽一份力。”

隔离观察点：非常时期 负重前行
在汝州市隔离观察点，新生儿科医生王俊召正忙碌着。一日三

餐、定时消毒、每日签到、测量体温、申领物资、分发物资、垃圾分类、

心理疏导……每一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时间过得很快。“体温一

切正常，他们安稳睡去了，连线医院、科室一切稳步推进，疫情方面传

来了好消息，全国各地医护工作者依然严守一线……我感到一丝欣

慰，这一刻，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斗，除了各司其职，还有爱的共同守

护。”王俊召这样记录着。

隔离观察点人数多时每顿饭要送40多份，每份饭最少2样（有菜、汤、面

条、米、馒头等），王俊召常常一顿饭要送1个多小时，身穿厚重不透气的防

护服送完饭后，身上出了一身汗，轮到自己吃饭时饭早已凉了。

20天多过去，与外界联系就靠一部手机，他和家人只能在每天晚上

通过手机视频报平安。“媳妇刚出月子，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身体还

很弱还要照顾孩子，她是最辛苦的。”说到这些的时候，王俊召突然语调

有些哽咽，堂堂七尺男儿潸然泪下，“孩子妈很体谅我，为我担惊受怕，但

是她知道非常时期，总有人需要负重前

行，就义无反顾地支持我。”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婉璐

为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政治任务的圆满完成，切实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的教材配送工作，汝州市新华书店提前谋划，积极协

调有关部门争取支持，制定切实可行的教材配送方案。

汝州市新华书店要求员工严格遵守有关防疫制度，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同时，立即投入到2020春季教材发行工作中，确保疫情防控扎

实有力、教材发行有序推进。

自2月22日以来，汝州市新华书店全员行动、加班加点投入到教材发

行工作中，确保按照原定计划，于2月底前将中小学生教材配送到位。

同时，为支持“停课不停学”，在卖场暂停营业的情况下，新华

书店于2月12日起推出线上下单、市区免费配送服务，截至目前，

共计配送400余单。 来源：大河报汝州新闻

市教育系统借助“网上课堂”保障抗疫学习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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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可爱的白衣天使们
●李晓伟 王文璐

7岁“小戏精”陈欣远 戏曲当剑战疫情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秩

序，也给学校的教学工作

带 来 了 一 个 新 的 课

题———线上教学。

面对线上教学，老

师、学生、家长都显得无

所适从。对于全日制学校

来说，这是一个新生事

物，以前没有使用或者很

少使用。但疫情的防控让

我们不得不改变传统教

学模式，不得不采用居家

学习的教学方法。这种方

法，迫使老师和家长的角

色发生转变。这中间可能

会产生很多困难，可能会

有很多无奈，会让学生、

家长、老师都有很多不适

应的地方。但无奈归无

耐，抱怨归抱怨，孩子的学习是不能耽

搁的。否则，就像种庄稼、种树一样，不

及时锄草、施肥、浇水，不及时修剪多

余的枝杈，那庄稼地就要荒芜，小树就

会只长枝丫，不长树干，最后的结局就

是庄稼就要欠收，小树不能长成栋梁

之材。这种情况，放到一个家庭，家庭

不会兴旺发达，放到国家，国家不会繁

荣昌盛。

鉴于这种情况，老师、学生、家长

就要团结协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老师要建构合适的平台，因地制宜地

搜集丰富的教学资源，推送给学生、家

长，并适时地给予指导，及时地答疑解

难，及时地进行检查验收。家长也要改

变自己的角色，为孩子营造合适的学

习氛围，让孩子有较好的学习场所、学

习设施和学习用品。而孩子们这时候

也要增强自律性，要养成自觉学习的

习惯，因为老师和家长不可能一刻不

停地监督管控。如果孩子能在这段时

间里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那将收获

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

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要辩证

地看待事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要

老师、学生、家长都能正确对待线上

教学，变不利为有利，那未来的线上

教学工作将更有力地促进教育事业

的发展。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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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教

学

●
王
永
宾

我市中小学生教材配送
工作预计2月底前完成

“冠状病毒真可恨，传染病

毒害人民，大好河山不容侵，众

志成城下决心……”连日来，由

一名少年儿童演唱的抗击疫情

戏曲在多个微信群传唱，用戏

曲的形式积极宣传科学防范知

识，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点赞。

演唱这段戏曲的儿童名叫

陈欣远，是汝州市蟒川镇薛庄

村人，今年7岁半。别看他年龄

小，学戏唱戏的时间可不短。据

他妈妈靳诺诺介绍，陈欣远从

小就很偏爱戏曲，3岁半的时

候，别的小朋友都喜欢看动画

片，而他就喜欢看手机上、电视

里的戏剧片段，并且还会跟着

哼唱。

爸爸妈妈看到他有这方面

的特殊爱好后，就有意识地培

养他这方面的天赋。“他5岁半

的时候，我听说城里群艺馆有

教唱戏的培训班，就每星期天

带着他去城里找老师学，有时

候坐车，有时候骑着摩托车进

城，风雨无阻。”靳诺诺回忆说。

小欣远先是拜杨帅学为师，

后来被享誉汝州数十年的中国

戏剧家协会会员、汝州市戏剧家

协会名誉主席崔占看中，收入门

下。由于天赋过人再加上潜心钻

研，陈欣远很快就登台演出并小

有名气。从5岁起他就登台演出，

郑州、三门峡、宝丰的马街书会

都留下过他的身影。2018年曾获

得星光大道平顶山赛区一等奖，

郑州赛区前十强。2019年荣获第

十六届小梅花铜奖，戏迷擂台赛

荣获优秀奖，大时代少儿杯总决

赛二等奖，参加平顶山赛区梨花

奖大赛荣获“小戏精”称号。2019

年还当选为蟒川的“村宝”。

“每年的各种演出有二三

十场，看到孙子这么有成就，当

奶奶的也高兴，我用纸把孩子

每次的演出时间、地方都记下

来，也算是对孩子成长的一段

记忆吧”。陈欣远的奶奶李为品

是一位有心人，她悄悄记下了

孙子在艺术道路上的每一个足

迹。

小欣远目前在蟒川镇中心

小学上二年级，在名师的指点

下，已经能够熟练演唱《卷席

筒》《李天保娶妻》《小姑贤恶婆

婆》《大登殿》等六七个剧目，而

且表演自然、到位，每每出场，

胖胖的造型，帅气的动作，气场

很足。

“一八有难，八方支援，能

为疫情防控一线的叔叔阿姨加

油，我感到很自豪。”陈欣远说。

2月26日上午，在蟒川镇镇区妈

妈开的服装店里，陈欣远欣然

接受记者的邀请，接连唱了几

段曲剧传统剧目，并演唱了他

师爷作词的一段抗疫戏曲。有

板有眼的唱腔和熟练的动作，

让记者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为他打板的薛庄村退休干部陈

占松说：“欣远年纪虽小，但唱

戏的热情很高，唱腔有板有眼，

很了不起！”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马鹏亮

饰演《李天保娶妻》中的“老鳖一”

战“疫”一线最美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