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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7日晚，沧州中
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的张丽在自
己的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信
息：“2020 年紧急出发，你送
我；2021年紧急出发，轮到我
半夜送你。无怨无悔，为石家
庄、为河北努力呀。勿念家中，
等你和伙伴们平安回家。”

曾经和她一起在武汉奋战过
的战友们纷纷留言：“姐夫去石
家庄支援啦？”张丽简单回复的
一个“嗯”字里，不知有多少牵
念。

张丽，2020 年河北首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成员，在去年的大
年初二出发，星夜兼程，一路奔
向当时灾情最严重的武汉。在武
汉的 54天里，在与“新冠”近
距离的交锋中，她沉着冷静的样
子，透过厚厚的防护服，深深地
印在大家的心中。

那个时候，远在沧州的丈
夫，是她背后的支撑。两个人都
没有想到，一年后，又是一场人
与“新冠”的硬仗。这一次，两
个人互换身份：丈夫孙义田奔赴
石家庄，她成了守候和支撑的那
个人。

2021 年 1 月 5 日凌晨 2 时
多，孙义田值夜班时接到了连夜
驰援石家庄的通知。张丽在家准
备好衣物，连夜赶来送行。送别
丈夫的那一刻，她说：“家里有
我，一切放心，我在沧州等你胜
利回来。”口罩下的孙义田深深
地点点头。有晶莹的泪珠挂在两
个人的眼中。他们都努力克制
着，不让自己太激动，影响对方
的心情。

孙义田和张丽都是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
只不过，孙义田在东院区，张
丽在医院本部。15年前，在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园里，两个
人情愫暗结，情根深种。孙义
田比张丽大，张丽却是他的学
姐，共同的专业、共同的导
师、共同的医学追求，让他们
视彼此为知音。

2020 年 1 月 26 日，大年初
二的那个早晨，张丽接到了单位
驰援武汉的电话。没来得及和丈
夫商量，她就答应下来。放下电
话，迎上的是孙义田关切的目
光。那时，两个人都报名支援武
汉，但注定只能一个人去。孙义
田沉默半晌，说：“去吧！家里
有我。”

张丽踏上奔赴武汉行程的
那刻就知道，留在沧州的丈夫
注定要肩负更多。工作中，他
是医生，必须站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为了安全起见，还必须和
家人隔离，两个孩子只能托付给
老人……

一年后，石家庄告急。这一
次，孙义田选择出征。临别时，
他对妻子说：“有你做榜样，我
会干得一样棒！”

2021 年 1 月 5 日早晨 6 时，
孙义田到达石家庄藁城区，立即
和伙伴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他们的任务是采集核酸样本。孙
义田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疗队的
队长，带着 11名医护人员黑白
奋战。

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董镇、兴
安镇、长安区西兆通镇……当
晚，他们干到 22 时多，第二
天、第三天也干到 21时多。这
几天是河北气温最低的时候，泼
水成冰的天气里，每天十五六个
小时采集核酸样本，双手都冻肿
了。三天时间，他们采集了核酸
样本1.7万余份。中午20分钟的
吃饭时间，是他和同伴们白天唯
一的喘息时刻。一天的忙碌结束
后，这些年轻的汉子们只想赶紧
躺下休息，但又不能，他们必须
按照流程做好各项防护工作。

第一轮核酸样本采集工作结
束后，孙义田和同事们在长安区
休整待命。这个时候，才有时间
和妻子道一声平安。

“有了上次武汉抗疫的经
验，我们俩都习惯了，没有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我知道，他在
前方，像战士一样在战斗。”张
丽说。

2021 年 1 月 12 日，孙义田
和同伴们又走上了采集核酸样本
的岗位。他们和背后的她们都相
信，一定能赢。

本报讯 （通讯员刘佳 徐橙橙
记者李佳芳） 2020年12月15日，在
南皮县车官屯村互助幸福院，贫困
户赵俊英正在扶贫车间里做着拧螺丝
的零活儿。提起去年7月搬进的“新
家”，她笑得合不拢嘴：“俺做梦都没
想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样的
生活。两个人一间屋，有电视、有
空调，顿顿饭不重样，生了病医生上
门来看，还能赚些零花钱……”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瞄
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失能失智失
养这一特殊群体，整合各类民生资
源和保障政策，采取民政机构供养
服务、医疗机构康复服务、农村互
助照料服务、民办机构托养服务、
家庭社会照护服务五种方式，构建

“多层级、全覆盖、兜底线”的农村
特殊贫困群体持续保障体系。

“五服务”兜底保障机构改造提

升建设资金和运营资金，由市、县
按照 1∶1的比例分级负担，足额列
入财政预算。按标准改造提升的康
复护理床位，市级财政每张床位补
贴2.5万元。按标准改造提升的精品
农村互助幸福院，市级财政每个补
贴5万元。除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外，其他建档立卡特殊困难群体
入住服务机构市级财政每人每年补
贴 5000元，入住农村互助幸福院市

级财政每人每年补贴1000元。
2020年，全市共改造提升民政

服务机构 23所，增加康复护理床位
399张，设置医务室10个、护理站18
个，改（扩）建农村精品互助幸福院
148所，选取了29所乡镇卫生院、13
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作为备用点，随
时满足有需求的贫困群众入住。

目前，对摸排出符合“五服
务”兜底保障条件的20746名贫困群

众，全部按照个人意愿，逐人明确
了照料服务方式。有集中供养需求
的 5480人，已有 4422人安排入住机
构供养。有家庭社会照护需要的
15266人全部签订照护服务协议，落
实照护服务人员。

走进运河区朝阳花园一栋普通的
住宅楼，推门而入，一位身着粉色T
恤衫的老人正扒着窗口往外看。

听到脚步声，老人转过身，神采
奕奕地迎了过来，脸上满是和善的
笑容，高声和我们打招呼。

她叫王东会，今年92岁了，但是
她眼不花、耳不聋，喜欢上网、打算
盘、写书法、抖空竹，还带领着身边
的人做好事。老人家说：“一辈子做
好两个字就行，一个‘德’字，一个

‘善’字。”

凌晨4时
书桌前开启美好一天

“娘美好的一天，是从凌晨 4时
开始的。”王东会的女儿李丽说，

“我们还在睡觉时，她已经坐在书桌
前了。”

在她的描述中，母亲每天早起
后，先写钢笔字，再写毛笔字，然后
打算盘、做手工，这样一直持续到 7
时。家人们陆续起床后，她和家人们
一起吃早饭。饭后，子女孙儿们各有
各忙，她则另有乐趣：天气暖和时，
出门遛弯儿散步；如果天气不好，她
在家也不闲着，唱歌、抖空竹、上
网，日子过得多姿多彩。

“娘从小学书法，虽然不是什么
名家，但有几十年的功力。每年过
年，我们几个孩子的春联福字，都是
娘写的！娘喜欢旧报纸，让我们收集
回来，带给她练字。”女儿介绍的空
儿，王东会已经写了好几个福字，字
迹端正秀雅。

床头放着一个算盘，老太太伸手
一把拿了过来，放在桌上，略一思忖

说：“我打个‘九九归一’吧！”口中
念念有词，打起算盘来。第一遍“九
九归一”，全对，老人露出开心的笑
容。王东会说：“再来一遍！”第二
遍，加大了难度，打出来的数字和正
确答案有差距，老人又重新打一遍，
直到打对为止。

“这几年，用手机和天南地北的
亲戚们聊天逗笑，成了娘生活中的重
要内容。”李丽刚介绍完，王东会就
拿起了超大个的一部手机：“这是大
儿子给我买的！”划开锁屏，老人打
开了儿子给她制作的抖音小视频。视
频上，王东会穿着大红衣服，文字写
的是：“天啊，太漂亮了，实在太漂
亮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王东会
向你问好！”“孩子们给做的，我特别
开心！”

雨中借伞
被人记了十年

“娘还有一大爱好——做好事！”
李丽说。

10年前的一个雨天，一位妇女抱
着个孩子走在迎宾大道上，没带雨
具，正没处躲、没处藏时，遇见了
王东会。老人二话没说，就把自己
的伞递了过去。妇女推拖不要，王
东会说：“我家就在附近住，淋点雨
没啥。这孩子才一岁多，可不能淋
病了，快拿着，我走了。”妇女很
感动，连忙询问姓名。她说：“不
用问我姓吗、叫吗，快带孩子走
吧！”

10年后，在迎宾大道上，王东会
被一位妇女叫住了。

“大姨，您认得我不？10年前，
您曾借给过我伞！10年了，我一直
想找到您，当面跟您道声谢！”说
着，妇女拉过身旁的男子说：“这就
是当初借伞的大姨！那时跟你说，
你还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人，这回信
了不？”

家人给王东会准备了辆小推车，
出门遛弯儿，上街买菜，都用这辆
车。没承想，这辆车也成了她做好事
的工具。看到人家提东西太辛苦，她
就主动帮忙，用自己的小推车帮着运
东西。一次回家晚了，女儿李丽问她
去哪儿了，她说：“给人送菜去了。”

“那人多大岁数？”她瞅瞅女儿：“跟
你差不多吧！”李丽听了，哭笑不得
——这就是啥人都帮，助人到底的娘
呀！

德善家风
在家庭中一代代传承

王东会从小住在运河边的菜市
口，是地地道道的沧州人。

“运河人家信奉‘德善’二字，
从小我就被这样教育长大。”王东会
说，家门口正对大运河，天天看的是
帆桨樯橹，听的是涛声船歌。天南海
北，人来人往，父母教给的处世之
道，一是重德，二是要善良。“德
善”二字，就这样深深在王东会心里
扎了根。

王东会刚搬到朝阳花园小区时，
这里小广告泛滥成灾，楼道里贴的到
处都是。王东会开始了一项巨大的工
程：每天端着一盆水，拿着钢丝球和
刷子，再搬一把小板凳，挨家挨户清
理小广告。

“我做了一个星期后，一些邻居
也和我一起清理小广告。他们说，
大娘，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做
好事，我们更不能落后了。”王东会
说。

后来，王东会又开始了“拔草工

程”。起初也是她一个人做，慢慢
的，一些老太太和她一起拔草。搬来
小板凳，一边拔草，王东会一边教大
伙儿唱歌。王东会原本爱唱爱跳，年
龄大了，跳不动了，歌还唱得不赖。
过了一段时间，不仅草拔干净了，一
群老太太迎着朝阳放声歌唱，成了小
区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 1950年参加工作，是一名教
师，在河西中心校退休。从教大半辈
子，看着一茬茬的孩子长大成人，是
最有意义的事情。”退休后，王东会
带着同龄的伙伴们唱歌跳舞。如今，
女儿李丽继承了这个传统，作为一支
健身舞蹈队的队长，带着大家参加过
不少公益演出。

如今，92岁的王东会已经是这个
四代同堂家庭中的曾祖母了。通过她
的言传身教，德善家风在这个普通的
沧州家庭中一代代传承。

狮城最狮城最美抗疫夫妻美抗疫夫妻：：

妻妻子曾支援武汉子曾支援武汉
丈夫再战石家庄丈夫再战石家庄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五种服务五种服务””构构筑保障体系筑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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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盘点

现在，医院周边的停车
场经常“一位难求”，很多
人都有这样的体验。然而，
有 人 居 然 从 中 看 到 “ 商
机”，用公共车位做起了

“生意”。
最近，我带奶奶去看

病，正值早高峰期。市中心
医院停车场入口处，滚动着

“车位已满”的字样。我继
续往东南方向开，也是车辆
满满。好不容易在路边发现
了一个停车位，再一瞅，它
已经被人用废轮胎占用了。
当我正要走时，有位男子敲
敲我的车窗问：“大姐，停
这儿，20元钱。”因为实在
着急，也顾不得多说，我交
了钱，带着奶奶直奔门诊
楼。

“我就是停到别处，也
不能让这样的人得逞。”在
中心医院附近，这样的事不
只我这一例，市民王先生反
映，他也遇到了过。他与占
位的人理论，不交钱还是不
让停车。一气之下，把车开
走了。

这样的行为自然引起了
许多市民的不满。这不，最
近有市民向公安机关举报了
市中心医院附近有人占用公
共车位。接到举报后，民警
经过侦查蹲守，抓住了男子
杨某新、杨某兴。这两人长
期盘踞在市中心医院附近，
用三轮车和其他工具占用医
院路北的公共停车位，招揽
找不到停车位的私家车主，
为他们提供车位，从而收取
5 元到 30 元不等的“停车
费”。这种行为扰乱了公共
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被运河
公安分局治安拘留 10 天，
并罚款1000元。

医院附近路边的公共停
车位，是为了方便人们停
车。由于车位紧张，个别人
就想占用公共车位做“生
意”，把公共车位作为自己
的“摇钱树”，收取停车
费，这不仅侵害了市民的利
益，更是法律不允许的，理
应受到惩罚。

曹广欣 13833726801

尹君伊 18632762221

韩学敏 13303177581

胡学敏 13303177569

康学翠 18333004480

袁洪丽 15833771064

邢 程 18403078228

李佳芳 13315793900

孙 杰 1863170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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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车位不是公共车位不是
私私人人““摇钱树摇钱树””
李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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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客厅抖起了空竹

王东会展示儿子为她制作的抖音小视频

聚精会神打“九九归一”

教育部门为王东会颁发的荣誉证书是她最珍视的宝贝教育部门为王东会颁发的荣誉证书是她最珍视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