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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颖
江）连日来，解放区王褚
街道锦祥花园小区居民
的安全感满满。这是为
何？原来，解放区人武
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安
排人员在该小区疫情防
控卡点值勤。

近期，解放区人武
部修订完善疫情防控应
急处置预案，在扎实做
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
时，动员和组织人员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构筑抗击疫情的坚固防
线。

解放区人武部党员
干部闻令而动，选派6名
表现突出的党员成立志
愿者队伍，到锦祥花园
小区疫情防控卡点值
勤。6名党员到卡点后，
与社区对接，服从安排，

按要求对每一位进入小
区的人员测量体温，检
查行程码、健康码。

“笔挺的军姿，工作
流程军事化，这一通操
作，小区居民的安全感
爆棚。”该小区居民周生
说，他家孩子看到“迷彩
服”站岗值勤崇拜得不
得了，下决心要考军校。

该小区居民荣先生
说：“民兵也是重要的国
防力量，如今来小区卡
点值勤，体现党和政府
对群众生命健康的重
视，是我们小区的幸运，
大家更积极地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是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屏
障，守护群众的生命安
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解放区人武部值勤
人员王磊说。

“妞 ，你 中 午 自 己 泡 面
吃……”1 月22日13时，山阳
区焦东街道东花园社区工作
人员郑晓霞忙完手头的工作，
想起女儿还没有吃饭，就连忙
打电话安排女儿自己吃午饭。

女孩接到妈妈的电话很不
开心，抱怨道：“天天吃泡面，你
不是个好妈妈。”

郑晓霞有两个孩子，疫情
防控工作开始后，这位拥有15
年党龄的老党员全身心地扑在
工作上，天天在辖区处理各种
问题，根本无法顾及家庭和孩
子。

郑晓霞分包的陶苑小区有
300余户居民，她每天要处理各
种事情。对辖区居民情况，郑
晓霞了如指掌。老年人出门不
方便，郑晓霞到独居老人王阿

姨家探望，帮忙解决生活难题，
还留下电话号码叮嘱老人有事
随时联系。“闺女，有你在，遇到
啥事阿姨心里都不慌。”王阿姨
也非常信任郑晓霞。

郑晓霞把居民当亲人，用
真心待大家，换来的是所有人
对她工作的绝对支持。疫情防

控卡点人手不足，郑晓霞在微
信群发动居民，不到半小时，24
个家庭每户派1人值班，解决了
小区疫情防控人员值班问题。

郑晓霞坚守岗位，发挥党
员模范带头作用，受到群众同
事的一致好评。

1 月 8 日 23 时，气温跌
至-4℃，却还有一群人依然在
寒风中坚守。修武县第三隔离
点——宁封子主题酒店是疫情
防控的重点场所，第三隔离点
点长、修武县财政局四级主任
科员常新华带领防疫工作人员
奋战在抗疫一线，以一名共产
党员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亲情化的人文关怀温暖着隔离
点的每一位留观人员。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疫
情防控任务！”疫情防控工作开
始后，常新华怀着坚定信念进
驻修武县第三隔离点并担任点
长。一到工作岗位，他便立即
开展防控消毒、健康观察、中医
理疗、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病
例转运等工作。

1月8日晚，修武县第三隔
离点迎来了第一位被隔离人员，
常新华和同事早已提前就位，拿
着消毒液、体温枪、登记簿等开
始为被隔离人员检测消毒、办理
入住。一批又一批，当74名被
隔离人员全部安顿好，已是次日
5时。连续工作15个小时，常新
华拖着疲惫的身影回到清洁区
休息，刚躺下不到1小时，又爬起

来开始了第二天的工作。
被隔离人员刚进入观察点

时，有的人焦躁不安，有的人情
绪低落。常新华对这批特殊“客
人”进行细致入微的关心照料。
有的留观人员需要购买生活用
品，他认真登记安排闪送；有的
留观人员住不习惯，他耐心进行
安抚；有的留观人员觉得饭菜不
合胃口，他及时沟通送来可口的
饭菜。特别是考虑到被隔离人

员生活比较枯燥单调，常新华想
方设法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一对一”微信视频、点对点电话
沟通等。面对家人，他却有些愧
疚。“隔离点的工作是有风险的，
我怕妻子和父母担心，没敢告诉
他们。”常新华说。

目前，常新华已在修武县第
三隔离点连续工作了半个多月，
但他没有一点怨言，用自己的行
动在抗疫一线践行着入党誓言。

“为了守护我们的安
全，你们辛苦了，给大家送
点水果，表达一点我们小
小的心意。”这是近日发生
在示范区文苑街道周平陵
村人民至上服务站的场
景。村民张召召患有眼
疾，却心系卡点值班的一
线疫情防控人员，他不顾
自身不便，为卡点值勤人
员送去冬天里的温暖。

连日来，文苑街道
辖区各村（社区）干部和
全体党员、志愿者每天
24小时在各卡点值守。
在大家全身心投入防疫
工作的同时，也收获到
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一副副手套、一个个耳
暖、一碗碗中药……一
件件爱心物资涌动在各
卡点，传递着温暖、爱和
关怀，更加坚定了志愿

者战胜疫情的信心。
在文苑街道仇化庄

村，爱心村民默默放下
几箱方便面和水果便转
身离开，他们没有留下
姓名，甚至连脸庞都不
愿被疫情防控人员看
到。“我们相信，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
定会取得胜利。”卡点志
愿者收到爱心物资时，
激动地说。

病毒无情，人间有
爱。“在病毒面前，一分
分爱心的汇聚，坚定了
我们同心战胜疫情的信
心和决心。我们一定不
负厚望，继续坚守岗位，
奋勇战‘疫’，为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
航。”文苑街道党工委书
记朱海洋说。⑦

（线索提供：李杨）

爱心助力抗疫
温暖直击人心
本报记者 李 锴

常新华：坚守隔离点,当好“值守人”
本报记者 宁江东

“迷彩服”卡点值勤
居民安全感满满

郑晓霞：我被女儿给了“差评”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本报通讯员 李晓侦

郑晓霞
（右）在卡点
工作。

朱 颖
江 摄

常新华
在 防 疫 一
线。

（照 片
由 本 人 提
供）

本报讯（记者杨珂）1月17日，
武陟县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团队法
官赵向辉通过微信群聊与当事人
在线交流，成功调解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

因被告程某欠原告王某某1.8
万元未还，王某某诉至武陟县人民

法院，并转入速裁审判团队。承办
法官赵向辉经了解得知，双方均同
意调解，但王某某属疫情高风情地
区。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
决定将线下调解改为线上调解。

赵向辉先通过电话与双方进

行充分沟通，初步达成调解意向，
后建立微信调解群，在线核实身份
后，耐心细致地对双方做调解工
作。经过一番群聊，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原告王某某同意被
告程某分期偿清1.8万元借款，案
件得以圆满解决。

微信调解不见面 指尖交流化纠纷

面对疫情，解放区发动3000名志愿者到社区楼院
卡点参与疫情防控，在防疫一线彰显志愿者力量。图
为志愿者正在社区居民楼院卡点值守。李良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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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园园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的温暖事迹，在该校老师和学生
中广为传颂，他的事迹在学生心
中播下了“爱的种子”，让学生学
会奉献爱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该校老师黄小娟的儿子上小
学五年级，看到有关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新闻时问妈妈：“现实生活中
有人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吗？应该
会特别疼吧？”黄小娟告诉儿子：

“有啊，妈妈的学校里就有这样一
名伟大的老师，他叫乔园园。”

2021年 3月，该校领导接到
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是一
名女士，称自己曾经是该校的一
名学生，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乔
老师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及帮助贫
困学生的事迹，深受感动，目前她
在北京打工，薪水不高，想把自己
省出的5000元捐给学校，希望可
以资助需要帮助的学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乔园
园用行动诠释了一名人民教师的
担当和使命，带动、感动了一批批
学子，将爱心接力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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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园园：

在孩子们心中

播下“爱的种子”
本报记者 宁江东

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

教师，从教十几年来，爱岗敬业，

业绩优异。每年寒暑假期，他放

弃休假，到学生家中走访，了解到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因家庭贫困交

不起学费后，就四处联系爱心企业，甚至自掏腰包，资助这些贫困学

子，共帮助300余名学生圆了大学梦。工作之余，他热心公益事业，经

常到交通岗、养老院进行志愿服务。2020年11月，作为一名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后，他克服阑尾

炎突发等情况，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

者。他的救人事迹在学校广为流传，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爱的

种子”。他，就是沁阳市第一中学团委书记、教师乔园园。

1月 13日，晨光熹微，今年38
岁的乔园园准时出现在沁阳市第一
中学高三某班的课堂上，用心为学
生讲解学习要点。就是在这样平常
的教学中，作为一名高三年级的班
主任，他送走了一届届奔向未来的
毕业生。

在学生的眼中，乔园园是大家
学习的加油站、生活的好伙伴。生
活中，他对学生无微不至关心、照
顾，让每一名学生倍感温暖。

2016年，暑假期间，骄阳似火，
为了解高三毕业生的家庭情况，乔
园园驱车到沁阳各乡镇的学生家里
走访。在柏香镇，乔园园看到一名
学生家中家徒四壁，其父母也没有
稳定的收入来源。“尽管家里连像样
的家具都没有，一整面墙却贴满了
这名学生的奖状，我看后特别感
动。”乔园园说。从那时起，他就下
定决心帮助这些高考成绩优异、家
庭却很贫困的学生。

乔园园积极联系社会爱心机
构，资助这些品学兼优的学子。为
了帮助更多的孩子，乔园园放弃每

年寒暑假的休息时间，带着爱心机
构负责人到学生家中实地走访，了
解学生家庭实际情况，统计受资助
学生人数。为了多争取一个捐助名
额，他往往需要抽出大量时间整理
学生的资料，递交给爱心机构。

一些学生连餐费都没有，生活
得不到保障，公益基金还没有审批
下来，乔园园就自掏腰包垫付学生
的餐费。自2016年起，在乔园园的
努力下，我市爱心机构每年资助该
校高三毕业生70余人，短短几年间
共资助300余名学子圆了大学梦。

2019年，该校高二 28班的一
名学生早上突然起不了床，与家长
进行沟通后，乔园园背着学生到医
院去检查。经诊断，这名学生患了
强直性脊柱炎。面对高昂的治疗
费用，该学生一家无力承担，乔园
园立即组织高三年级的学生进行
募捐，共为该学生筹集到2.8万元
爱心款。

立德树人，榜样引领。在乔园
园的影响下，该校广大学生也养成
了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良好品质。

2015年 5月，作为学校的优
秀党员代表，乔园园参加了由沁
阳市机关工委、红十字会、志愿者
协会组织的“奉献爱心，重铸生
命，争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活动，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2020年7月，乔园园接到焦
作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
话，称他与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
病患者初配成功。后经高分检测
和全面体检，乔园园完全符合捐
献条件。

得知乔园园与血液病患者配
型成功的消息后，他的妻子吴丹
却很担心：“我总觉得捐献造血干
细胞对身体创伤很大，何况家里
还有老人需要照顾，孩子还那么
小，如果他出现意外，家里的一切
谁来扛？后经查阅医学资料、咨
询医生，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对
身体创伤极小，只要注意饮食、多
休息，就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我的
一颗心这才落了地。”

2020年 10月 26日，乔园园
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为11月1
日的采集做前期准备工作。不
料，他当晚突发阑尾炎，肚子疼痛
难忍。

“当时，这名血液病患者已做

过初步化疗，进入无菌仓，如果干
细胞输入时间推迟，意味着他以
前的化疗就失去效果，生命之力
就越来越脆弱。如果我做阑尾切
除手术，势必推迟捐献时间。于
是，我赶紧与红十字会、医院进行
沟通，最后采取输液的保守治疗
方案，待病情好转后再进行捐
献。”乔园园说。

经过几天的治疗，乔园园的
阑尾炎病情好转。11月9日，在
河南省人民医院细胞采集室里，
乔园园成功捐献出150毫升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挽救了一名素不
相识患者的生命，他也成为河南
省第916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按照医嘱，乔园园需要休息
两个星期才可以投入工作。然
而，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课程，他第
二天早上便出现在高三（10）班的
门前。正在早读的学生立刻放下
手中的书本，纷纷上前拥抱敬爱
的老师，很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
眼泪。学生焦毅博说：“乔老师一
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作为他的
学生，我感到骄傲。今后，我也要
像他一样，多参加公益活动、志愿
活动，奉献自己的爱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乔园园
不仅爱岗敬业，还热心公益，他经
常到交通岗、养老院做志愿服务
工作。他不仅资助品学兼优的贫
困学子，还为血液病患者生命延
续接力，用实际行动践行立德树

人教育。在他的感召下，沁阳市
第一中学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越来越多，捐助贫困学子的社
会爱心人士也越来越多。为这样
的好教师点赞！

用爱心温润每一名学子

2 在学生心中播下“爱的种子”

3 爱在时间的暖流中涌动

■记者手记

图① 乔园园正在上课。图② 乔园园的座右铭。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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