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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抗抗击击疫疫情情 我我们们在在一一起起

�� 杨术强领取捐赠证书 （（源于《《杭州日报》》））

冯广霞

倾所有，异乡捐款 13万元；细体察，地方“婉拒”退大半

“信阳老杨”获全国网友点赞

本报讯 （记者 李亚云）“大
爱无疆! 为倾尽所有的善举点赞
， 也为体察民情的退款点赞! ”近
日，我市商城县 54岁的杨术强引
来全国数十万网友的点赞。 为抗
“疫”， 他在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
捐款 13万元被当地政府退回 12
万元。 一捐一退，双重感动，网友
们纷纷表示：“捐的退的都很赞！

让老杨没想到的是，他的故
事还传回了数百公里外的家乡，
家乡人也纷纷为老杨的善举感

到自豪。有家乡的网友表示：“大
家之所以感动，既源于老杨‘僵
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
台’的拳拳爱国心；也源于当地
政府‘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
苦为之悲’的为民情怀。 ”

感动源起 3 月 5 日。 当日，
一男子戴着口罩，手拿一个黑色
塑料袋，径直走进瓜沥镇疫情防
控办，留下塑料袋的同时，男子
留下一句话：“现在大家都在抗
击疫情，我想捐点钱表达自己的
一份心意。 ”

工作人员打开塑料袋，里面
装着一沓现金， 估摸约有近 13
万元，而捐赠人连姓名都没留下
就匆忙离开了。为了不辜负这份
善心， 工作人员经多方查询，才
得知捐款男子名叫杨术强，是河
南信阳市商城县人。

今年 54 岁的老杨，自 30 年
前来萧山打工， 在这里结婚、成
家、创业。现是一个 7 口之家，大
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在嘉兴工作，

二女儿在老家读高中，小女儿今
年 4 岁，全家靠收废旧物资维持
生计。

得知眼前这 129273.4 元钱
是老杨的全部家当， 当地镇、村
干部决定如数退还老杨的捐款，
但“倔强”的老杨不答应。几经推
却、解释，最后只得采取了一个
折中的办法： 婉拒了老杨的 12
万元捐赠， 接受了他 9273.4 元
捐赠。

了却心愿后， 老杨才向大家
道出了心底话：“早些年生活确实
不太宽裕，是当地镇、村两级组织
的帮助扶持， 生活也逐步得到了
改善，现在国家有危难，我要懂得
感恩，想尽一份自己的心意，就当
感谢组织回报社会吧。 ”

“第一份营业执照”见证高效服务
河南泰宇医疗器械公司点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

本报讯（记者 王红霞）“你好！
已经看到你们公司网上提交的

变更登记申请资料，我们已在第
一时间审核通过，分局领导已安
排我们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走绿
色通道，迅速办理此事。目前，营
业执照已办好，考虑疫情防控期
间你们出行不便，我们把执照送
过来了，现在已经快到你们公司
门口了。 ”3 月 4 日 10 时，河南
泰宇高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

责办理营业执照变更业务的同

志突然接到信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打来

的电话 。 这也是信阳高新区
2020 年疫情以来办理的第一张
营业执照。

河南泰宇高分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是信阳高新区辖区的一

家生产医疗器械的公司。 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 该公司一方面
严格部署疫情防控， 一方面紧
抓恢复生产。 复工复产的同时，
为配合疫情期间抗疫保障需要，
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该公
司引进了医用口罩生产线，力争
尽快完成机器安装和技术调试，
投入生产并释放产能，为战胜疫
情提供有力支持和坚强保障。调
整产品就要增加经营范围，就需
要变更营业执照，公司老总还在
担心疫情期间工商业务办理是

否会延缓，一直在担心着，谁知
不到 2 小时就接到了送照上门

的电话。
此外，河南泰宇高分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于 1 月 29 日和 2 月
13日两次向我市捐赠医用酒精 5
吨、医用护理口罩 10000个、N95/
99 医用口罩 6000 个、84 消毒泡
腾片 4000 瓶、 医用护目镜 500
副、PE手套 20000只。 因为该企
业的主营业务是医疗检验耗材，
这些捐赠的物资都是企业想方设

法通过不同渠道购买募集的。
在该企业 3 月 5 日向信阳

高新区管委会送来的感谢信上

这样写道：我们向贵局这种服务
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深入基
层，方便企业和特事特办的工作
作风点赞，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架、
一部手机……

朱老师“空中课堂”直播中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架，一部手机……
在村头池塘边角的一处空地，昨日，朱琳琳老师正
在给孩子们上直播课。 这样的“空中授课”已经持续
了一月有余。

春回大地，绿柳舒眉，正是孩童读书时。然而，一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挟着春风气势汹汹而

来。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业，
河区一小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
号召大家通过网络直播授课。于是，“主播”一个原本
离教师很遥远的词，便成了老师们奋斗的目标。

听起来，似乎直播课操作起来并不困难，一根
网线、一台电脑、一个板凳也就够了，但想要把控住
在线教学的整体效果，对老师们来说，是一个猝不
及防的挑战。

家在河区游河乡高台村东塆的朱琳琳老师，
直播过程中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首先让她头
疼的是硬件设施。 身居农村老家，手上只有一部能
上网的手机，怎么直播？ 直播第一天就因网络信号
问题重新开播好几次。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效
果，朱老师拿着手机到处寻找信号，很快她发现村
头池塘边角的一处空地信号满格。 惊喜之余，她赶
紧把家里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架拿来，支
起桌子，摞上砖头，搭上衣架，一个简易的讲台就这
样搭建了起来。

当遇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直播的条件和环境就
显得更加恶劣， 为了保证孩子们正常的线上学习，
朱老师便撑起一把伞开始了雨中作业。 就这样从开
始直播的第一天，每周一至周五，朱老师风雨无阻、
从不间断地为孩子们开展着“空中授课”。

直播课虽然“简陋”，却在这特殊时期搭建了师
生交流的平台。 在老师的感召下，勤奋好学的孩子
们也克服网络信号差、没有 WiFi 等困难，每天搬凳
子在路边有信号的地方蹭网上课，遇到阴雨天支着
棚子也不耽误学习。 看到孩子们迎难而上、准时学
习的身影，朱老师心中满满的全是感动。

朱老师在村头池塘边角的一处空地上直播课

（河区一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