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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抗击击疫疫情情 我我们们在在一一起起

老党员赋诗致敬
“疫”线工作者

“雪飘二月寒依旧，风吹窗棂残云愁……待
到烂漫花开时，看我江山竞自由。 ”近日，这首名
为《战疫情·春常在》的诗在河区车站街道新马
社区流传。 3 月 10 日晚，记者联系上了这首诗的
作者，新马社区 63 岁的老党员龚伟 ，他表示这
首诗是献给奋战在 “疫 ”线的基层工作者和志
愿者的。

“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想赞扬一线工作者。 因
为我也在一线执勤，看着大家奋战的身影，我很
感动，就写下了这首诗。 ”疫情期间，新马社区的
党员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忙碌着， 贴公告、消
杀、卡点执勤，每个人都忙得像陀螺一样，3 月 3
日，龚伟来到社区，主动要求去最忙的卡点执勤。

新华大市场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商户也有住
户，对面还是汽车站，还有进出车辆和人员。 龚伟
说，“不仅需要量体温，登记人员信息，还需要对
往来人员车辆进行排查，张贴公告、消杀楼院等，
执勤人员几乎都是连轴转。 ”

执勤期间， 为了让其他志愿者回家吃饭、休
息，有时龚伟中午不回家，就在执勤点解决午饭。
“我反正退休了没啥事，家里就我们老两口，而其
他的同志几乎都是拖家带口的，他们也能回家看
看。 ”龚伟说。

3月 5日， 心中装着对一线人员的感动和心
疼 ，龚伟写下了这首 《战疫情·春常在 》，写好后
就把定稿交到了社区。 “虽然我执勤时间不长，
但大家的忙碌我都看在眼里，我们尚且如此，那
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肯定更加辛苦。 ”龚伟说，
“现在形势开始转好 ，相信我们继续努力，很快
就能战胜疫情。 ”

陈晓翠：步行 10多公里，给困难学生送手机

“为了不耽误我上课 ，陈
老师步行 10 多公里把自己
的手机送给我 ， 我真的很感
激她 。 ”昨日中午 ，来自罗山
县龙山街道中心学校十里头

小学的学生王思宇通过电话

向记者讲述了陈晓翠老师的

爱心举动。
记者了解到，实施线上教

学之前，陈晓翠了解到王思宇
同学家庭经济困难，家里 3 个
学生共用 1 部手机，无法按时
学习，孩子十分难过委屈。 陈
晓翠首先安慰王思宇 ：“不要
着急 ，你放心 ，老师保证你可
以顺利学习！ ”听了老师的话，
王思宇心放了下来。

可是眼下店铺关门、 交通
封闭， 自己距离孩子家又近 30
里路，手机哪里买，买来了又怎
么送到孩子手中， 这都是问题。
经过一番思考， 陈晓翠决定，先
把自己的备用手机赠送给思宇。

在步行 10 多公里后，陈老
师找到村里一名值岗人员，委
托他将手机转交给了王思宇。
王思宇拿到手机后立即联系了

她。听到孩子家长由衷的感谢，
陈晓翠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她在班级群里分批次推
送关于家庭教育的素材， 指导
家长多陪伴孩子， 多给孩子做
榜样， 多鼓励孩子做力所能及
的家务， 引导家长教育孩子为
什么要读书等道理， 让家庭和
学校在教育上拧成了一股绳。”
家长李先生感激地说。

在组织开展线上教学中 ，
陈晓翠对学困生更是特别关

注，创造性的开展分层次教学，
设身处地为学困生着想， 对他
们多提问、多鼓励、多指导，作
业批改更精细。

“感觉老师就在我身边，原
来你讲课我爱做小动作。 现在
你为我费了这大劲， 如果再回
到班里，我绝不会那样了。 ”杨
同学不好意思地说。 在以后的
学习中，杨同学变化很大，进步
很大。其实，在陈晓翠的爱心浇
灌下， 像杨同学这样不断进步
成长的学生，还有很多。

“关爱所有的孩子，争取一
个都不落下， 是乡村教师的初
心和责任， 我要陪孩子们一起
成长， 莫要错失了这个特殊的
春天。 ”陈晓翠说。

本报记者 李亚云

通讯员 黄文卫

写诗献给“疫”线 （社区供图）

不辞长途累 暖暖园丁情
刘晓宇：步行+骑行 90公里，去为学生上网课

昨日上午， 新县福和希望
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刘晓宇在

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内， 通过电
脑为孩子们讲解“作息时间表”
一课。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他
们不知道刘老师为此付出了怎

样的艰辛。
“停课不停学 ！ ” 疫情初

始 ， 刘晓宇接到了学校的通
知 。 此刻 ，她正在潢川县桃林
铺镇的老家。 “家里没有网络，
电脑都在新县的出租屋内 ，公
共交通中断，如何返校？ ”一番
思考后 ， 刘晓宇决定步行返
校 ，“回新县 ，离孩子跟学校近
些，心里踏实！ ”

导航显示， 家距学校近 90
公里 ，横跨潢川 、光山 、新县 3
个县区。 一个瘦弱的姑娘，一个
人走这么远的路， 刘晓宇的父
母不放心。 但抵不过女儿的坚
持，2 月 3 日清晨 5 时许， 天蒙
蒙亮， 刘晓宇拉着一个行李箱
出发了。

“哪怕走慢点，两天时间肯
定能到的！ ”刘晓宇抱着这样的
信念上路了，刚开始，她脚步轻
快，心情很不错。 但随着时间推

移，脚步越来越沉重，行李箱也
成了巨大的负担。 上午 8 时许，
她终于走到潢川县城。 疲惫不
已的刘晓宇决定给自己 “减
负”，将行李箱寄存在潢川县汽
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卖部中 ，她
带着两瓶水、 一包火腿肠再次
出发了。

害怕手机没电， 刘晓宇不
敢开机 ，因为夜里更需要 。 一
个人沿着空旷的潢光路一路

向南行 ，下午 1 时许 ，刘晓宇
到达光山县 。 半瓶矿泉水 、两
根火腿肠 ，她边走边解决了自
己的午餐。

“这时已经走了 8 个小时，
感觉路越走越远，没有尽头！ ”
刘晓宇回忆说。 正在刘晓宇拖
着沉重的步伐前行时 ，一辆共
享单车出现在她的视野 。 “如
获至宝 ”的她骑上单车 ，再度
出发了。

有了交通工具， 刘晓宇心
里有了底。 “争取早点到新县！ ”
“泼河过了就是浒湾，到了浒湾
就到新县了！ ”“每一步都离学
校越来越近！ ”一路上，刘晓宇
不断给自己打气。

也有路过的陌生人问询刘

晓宇往哪儿去。 在得知她只身

赶往学校， 好心人热情地邀请
她去家中吃晚饭，但被她婉拒。
“疫情当前 ， 我怕给别人添麻
烦！ ”凭着一股劲儿，刘晓宇终
于在晚上 9 时许抵达学校附近
的出租屋。

从晨光熹微，到黑夜渐深，
挪动几乎失去知觉的双腿 ，倒
在熟悉的床上， 简单的动作费
尽了刘晓宇最后一丝力气。

经过几天的休息 ，“散架 ”
的身体才恢复如初 。 在家备
课 、 熟悉教材后 ，2 月 10 日 ，
刘晓宇通过电脑为孩子们上

课 、辅导 、批改作业 。 “看到可
爱的孩子们 ， 觉得一切辛苦
都值得 ！ ”

直到 3 月 8 日， 学校分发
教材当天， 刘晓宇的出现让同
事们深感意外。 “你家离学校最
远，怎么来的？ ”刘晓宇将返校
经过告知大家后， 同事们惊讶
不已。 “这才多大的事儿！ ”刘晓
宇云淡风轻。

刘晓宇没有告诉大家的

是 ，回到新县出租屋后 ，她自
行隔离了 14 天 ， 靠着屋里年
前存下的一箱方便面跟半袋

大米 、半袋白面度过了一个人
的 14 天。

本报记者 李亚云

本报记者 韩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