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9日凌晨 1时，沧州大化聚
海分公司，综合部员工刘会芝宿舍的
灯依旧亮着。放下手里刚赶出来的一
份企宣材料，他又想起了前天驻厂员
工需采买的物品有几样没有备齐。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大部分干部
职工滞留家中，刘会芝所在的综合部
也仅剩他一人驻守，他的工作节奏似
乎一夜间按下了“快进键”。为做好
企业防控、照顾好驻厂员工、保证
企业健康运行，刘会芝，这位平日
公司里再普通不过的后勤人员，一
下变成了公司的“大管家”：不单要
独自承担起原来 7名同事共同负责的
工作，还要把日常办公区保洁消
杀、驻厂职工吃饭、生活必需品采
买、协调核酸检测等10余项工作一肩
担下来，工作时间从每天 8个小时变
为了20个小时……

家人抱怨他“傻”，他说，困难
时期，职责所在；同事担心他累坏，
他说，一线人员更辛苦，大家都不容
易。

“真的很累。”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刘会芝没有丝毫抱怨，他甚至

还在想着“能分身就好了，这样就能
把活儿干得更快更好”。透过他的描
述，一部属于他的抗疫“十二时辰”
逐渐清晰。

4时 30分，做早餐。驻厂后，刘
会芝每天的工作是从“厨师”开始
的。食堂 6 个服务员来不了，全厂
100多人的早餐没了着落。刘会芝每
天都会在4时30分准时起床，然后快
速洗漱，直奔食堂。铺上饼皮、加上
蔬菜鸡蛋、抹上酱料，50套大饼卷鸡
蛋在他的手中像变魔术一般，很快完
工进入保温箱。胳膊酸了，腰疼了，
手麻酥酥的，刘会芝却不能耽搁，简
单活动一下，还要去赶制馒头，分装
烧饼、鸡蛋和小米粥……6时 40分，
热气腾腾的早餐送到职工面前。

6时 50分，消杀。从食堂返回，
刘会芝还不能回办公室，他要对办
公楼进行保洁消杀。洗手间、楼
道、会议室、垃圾桶、抹布、笤
帚、拖布……每一处他都精心、用
心，这是他和同事们工作的地方，这
里干净了，大家才能健康、安心工
作。

8时 30分，日常工作。刘会芝终
于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日常工作，
给各单位分发文件、与居家同事进行
远程办公，每一件事看似简单却又繁
琐，但他每天坚持用心做好每个细
节。

10时，采购。疫情发生后，刘会
芝主动联系各部门，成了厂里的“采
购员”。洗漱用品、水果、各类药
品，这一统计不得了，整整几十项。
在管控状态下，要买到这些东西，绝
非易事。但是，驻厂员工急需，没有
二话，找！快晌午时，刘会芝带着采
购物品回到单位，送到职工手上。这
时，他才有时间扒口饭。

13时 10分，核酸检测。现场急
需人手，刘会芝扔下碗筷，投身到工
作中去……

14时 20分，继续采购。刘会芝
在做好自身防护基础上，还要尽可能
凑齐大伙需要的物资。磨破嘴、跑断
腿，这趟行程，最累、最费周章。但
只有把各种东西买齐了，他才心安。
天擦黑，刘会芝才回来。

19时，当“木工”。回到厂里，

迎面碰上生产管理部管理人员。“会
芝，还有员工‘打地铺’，职工们休
息不好。”“马上想办法，今晚一定解
决。”拿什么解决？现有的床早分完
了，只能自己造。刘会芝跑遍库房，
搜集来各种材料，叮叮当当、修修补
补，一张张看似简陋，但充满工友关
爱的床铺加工完成。

21时，加班。忙碌了一天，终于
可以静心写作了，当天的企宣工作又
耽误了，得加班补齐……灯光连着霞
光，一天过去，一天又来。

3月 20日，好消息传来，渤海新
区逐步解除封控。但是，因为公司大
部分同事住在沧州市区，不能赶到渤
海新区的公司上班，很多工作还得暂
时由刘会芝承担，他的脚步仍未停
歇，坚守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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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广大城乡居民居
家生活，一些长年吃药的老人、突
发疾病的孩子和外地来沧人员，因
缺少备用药，情况紧急。得知情况
的村 （社区） 干部和志愿者克服各
种困难，爱心接力送药、捐出自家
备药……连日来，这些感人的画面
在我市各地接连上演，助患者解了
燃眉之急。

家住运河区南环办事处孔雀城社
区绿之园小区的居民程汝峰今年 79
岁，是天津机务段退休职工，患有糖
尿病，需要长年注射胰岛素。同时还
有多种疾病，每天需要吃十多种药。
年初，老人曾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东院区住院治疗，出院后带回一些药
品。本想等复查时再开下一次的药，
没想到疫情发生了。到3月14日，老
人的注射胰岛素和十多种药都断了，
这可急坏了老人和他的妻子赵玉芬。
得知情况后，孔雀城社区党委书记周
凤云劝慰老人放心，并第一时间找到
绿之园小区志愿者，让他们拿着通行
证接上赵玉芬老人，一同去医院帮老

人买到了多种急需药。
“我家孩子 6个月，现在突然呕

吐，咳嗽得厉害……”3月15日，家
住新华区东环中街御宇社区的强先
生，焦急地给街道党工委书记卢建山
打来求助电话，听完电话，卢建山第
一时间将有关医院网上问诊的链接
推送给强先生，让他先进行电话或
网上问诊。强先生听从医生建议，
在家给孩子用药治疗，可医生开出
的异丙托溴铵和布地奈德混悬液两
种药，家里没有。“我家有这药，我
联系社区，给你送去。”……强先生
缺药的消息发到业主群后，很快收
到了这一消息。不一会儿，孩子需
要的药就无接触地送到强先生手
中。孩子用药后，次日病情便得到
了缓解。

3月14日下午，家住运河区天成
郡府东区的独居老人肖彦铭家的门铃
突然响起，门外站着的是小区志愿者
邰敏，专门给老人送来了药品。邰敏
是红心志愿服务协会的成员，平时非
常关注独居老人群体。在做好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的同时，她发现小区有三
户独居老人，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买药、买菜非常不便。邰敏用一
个下午时间，将三户老人所需要的药
品和生活必需品采买齐全。

“拿到了，终于拿到了！”日前，
经过沧州师范学院的领导、老师、司
机班师傅以及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
接力，一名身患凝血功能障碍学生的
救命药终于拿到了。沧州师范学院学
生小生（化名）因病情原因，急需凝
血类药物。平时，小生的父亲通过冷
链按时给小生邮寄药物。3月 13日，
全市各类快递暂停，学校也实行封闭
管理。此时，小生手里仅剩 2支药，
只够维持 4天，小生便决定把这 2支
药省着点用。3月15日早上把核酸检
测时，细心的辅导员老师发现小生上
楼梯时腿有点不对劲，赶忙询问情
况。原来是因为用药量减少，小生腿
部血管压迫严重，疼痛难忍。这位老
师迅速联系后勤管理处帮忙买药。学
校后勤管理处几经周折，终于在市中
心医院药房联系到2支药，加上小生

剩余的，可维持一周时间。学校领导
和老师们继续分头行动、多方联系，
又陆续拿到些特批药，够小生接下来
14天的用药。

3月17日，在沧州经济开发区一
家外贸公司工作的韩国男子崔相佑过
敏性鼻炎犯了，症状严重，由于小区
处于封控状态，他无法外出买药。从
朋友口中得知崔相佑的情况后，同
在一个小区居住的 24岁沧州市民李
佳悦，先后联系了小区附近的药店
和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一名医
生。最后，通过医生推荐，李佳悦
买到一种鼻炎喷剂，并把药送到了崔
相佑手中。

……
几天来，这样感人的送药故事在

全市各地还有很多。“沧州好人
多！”“沧州的‘志愿红’是一道美
丽的风景！”“是你们让大家居家安
心生活更有保障！”“你们为生命打开
了‘绿色通道’！”……广大基层干部
和志愿者用自己的付出和行动赢得了
众多市民的赞誉。

千余名千余名““骑手骑手””
77天运送物资天运送物资300300余吨余吨

本报讯 （记者王汝汀） 日
前，市邮政管理局接到临时任
务，立即组织快递企业赶赴北
京，将一批防疫物资运回沧州。
在做好消毒和防护措施的情况
下，4辆中通运输车和10名工作
人员连夜奋战，顺利将 1600箱
防疫物资运回并送往目的地。

据介绍，为了保障物资运输
畅通，我市千余名快递员、外卖
员、同城配送员投身物资配送工
作，负责点对点配送居民生活物
资，以及全市防控物资的运输工

作。从3月14日下午到3月21日
下午的 7 天时间，千余名“骑
手”共运送物资300余吨。

“居民对生活物资的需求，
比日常的快递更加急切。为了提
升物资配送效率，这些天快递员
们经常送到凌晨才结束。”市邮
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3月18
日下午，我市下起了雪，但快递
员们依然奔波在路上，没有耽误
生活物资的配送。不少商家和居
民反映，有了快递员的加入，配
送速度快了很多。

沧州三名心理危机干预师沧州三名心理危机干预师
赴空难现场开展心理急救赴空难现场开展心理急救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 3月
21日 14时 38分许，东方航空公
司MU5735航班执行昆明—广州
任务时，在广西梧州市埌南镇莫
埌村附近山谷坠毁。昨天下午，
我市杨文峰、李军、孙相礼三位
心理危机干预师同北京同心圆慈
善基金会的救援团队一起赶赴广
西梧州，支援当地心理救援队
伍，为遇难者家属实施心理急
救。

杨文峰是国际注册高级心理
危机干预师，曾参加汶川地震、
泰国普吉岛海难、埃塞俄比亚空

难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心理危机
干预及培训工作，有着丰富的心
理救援经验。李军是高级心理干
预师，为全国各大高校的特例学
生做心理疏导，指导家长与孩子
之间的幸福重建，多次组织为留
守儿童和山区贫困儿童、监狱服
刑人员的心理疏导、幸福重建等
公益活动。孙相礼是高级心理咨
询师，中级心理危机干预师，中
国心理人才库入库专家，从业
10 年，擅长青少年心理咨询、
婚姻家庭咨询、重大突发事件的
心理支持与干预。

本报讯（鲁萍 谭茹心 刘嘉伦）“听从相关部
门指挥，把鸡蛋、矿泉水赶紧送到需要的地方。”
因为疫情被封控在运河区天成郡府西区的湖北退
役军人何立军，在家里指挥着物资输送工作。虽
在家中，可何立军惦念着抗疫一线的物资需求。
截至目前，他已捐赠了价值 20多万元的物资送往
抗疫一线。

何立军在沧州已生活了 30多年，沧州是他的
“第二故乡”。1986年，何立军从湖北省随州市参
军入伍，退伍后的他于 2002年在黄骅成立了盐业
公司，后又成立多家企业，涉及服装、农产品、化
工等多个领域，并担任沧州市湖北商会会长一职。

疫情发生后，何立军时刻关注着抗疫一线人员
的工作生活情况。“我们有服装，有吃的，看看我
们能做些什么？”何立军一边联系市商务局、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市防控办等部门，一边协调湖北商
会，组织配送物资。

3月16日，受何立军委托，沧州市湖北商会和
沧县杜林一个隔离点取得联系，连夜调集了150件
羽绒服、100件矿泉水送到隔离点。

3月 18日，何立军又从盐山县的一个农场调
来 200箱土鸡蛋，并采购了 500件矿泉水，委托商
会工作人员送到了市中心医院和市交警支队。随
后，他又协调 150件羽绒服，捐赠给了那些为居
民免费送菜和在小区门口值守的志愿者。目前，
他们还有很多物资在协调运送中，陆续会送到有
需要的地方。

“我在沧州生活了30多年，我爱这座城市，这
个时候，我应该出一份力。”何立军说，“我为生活
在沧州这座有爱的城市感到自豪。”

本报讯（记者孙健 通讯员张
军 徐倩）日前，保定援沧医疗队
奉命到沧州开展隔离人员转运等
工作，就在救护车队快抵达任务
地——新华区时，其中一辆救护
车发生爆胎。在周边寻求救援无
果后，负责调度的工作人员就近
联系了新华区小赵庄乡宋家屯村
的马德玺。得知情况后，马德玺
第一时间赶到自己的修理店，不
到 20 分钟就为救护车更换了轮
胎。

当工作人员和援沧医护人员

准备付款时，马德玺一个劲地摆
手，他说：“你们冒着风险来支援
沧州，就是我们的亲人，我做点
儿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要
是车辆再有问题，随时联系我。”

不料，第二天又有一辆救护
车发生了爆胎，马德玺二话不说
直奔修理店。由于这个型号的新
轮胎没有库存，可救护车当时正
在紧张地转运隔离人员。马德玺
驱车赶往仓库，经过半个多小时
的翻找，终于找到一条能够使用
的二手轮胎。帮助救护车换好轮

胎后，他还向熟悉的同行协调新
轮胎，希望能够及时找到货源，
以备不时之需。

马德玺再次婉拒了救护车司
机付钱的要求，并将自己的联系
电话告诉了对方。“疫情防控时
期，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你们可
以 直 接 给 我 打 电 话 ， 随 叫 随
到。”马德玺叮嘱救护车司机，
希望对方把他的电话转发给更多
援助沧州的救护车司机，如果有
需要，他一定尽最大努力为大家
搞好服务。

热心修车工情暖援沧救护车队热心修车工情暖援沧救护车队

“给家里人买的药在小区门口
了，您能帮忙拿一下吗？”日前，
运河区市场街社区工作人员及秀
玲接到居民求助电话，得知居民
急需领取药品，便快步赶往小区
门口。社区居民有事儿，及秀玲
总是第一时间忙前忙后，她为疫
情防控积极“跑腿”的同时，还
要忍受腰伤带来的疼痛。

原来，前些天，及秀玲在骑

电动自行车上班的路上，不幸被
撞倒，导致腰椎错位。疫情发生
时，她腰伤未愈，社区疫情防控
时间紧、任务重，及秀玲没有听
从医生的劝告，主动回到岗位。

维持核酸检测现场秩序，帮
居民买菜送菜，带医护人员上门
为隔离居民检测，组织社区物资
储备……及秀玲忙得根本不像

“病人”，每天从清晨 5时忙到午

夜。华西小区一位老人行动不
便，无法下楼进行核酸检测，及
秀玲就带着医护人员上门检测，
没有电梯，她只能忍着腰痛爬到4
楼。

看着及秀玲一边咬着牙、一边
捂着腰的样子，一旁的同事既感
动、又心疼，大家劝她多休息，她
却摆摆手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
候，再疼再累也得忍着！”

自己腰伤再疼也不叫苦自己腰伤再疼也不叫苦
群众需求再小都不含糊群众需求再小都不含糊
———运河区市场街社区及秀玲带伤日夜坚守抗疫一线—运河区市场街社区及秀玲带伤日夜坚守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王汝汀 本报通讯员 李宝珠

““为生活在沧州而自豪为生活在沧州而自豪””

湖北退役军人何立军湖北退役军人何立军
捐赠捐赠2020余万元物资余万元物资

本报讯（记者刘杰）“有困
难，找民警。”58岁的市民聂晓
峰对这句话感触特别深。3月21
日下午，在运河区西环中街派出
所民警的帮助下，他行动不便的
母亲出院后安全上楼、回家。

聂晓峰年过八旬的老母亲
之前因髋骨骨折住进市中心医
院，其间又犯了心脏病，经过
治疗，病情逐渐稳定。出院
前，聂晓峰考虑到母亲体形偏
胖，还不能下地行走，虽然家
住 2 楼，但小区没有电梯，楼
道狭窄，怎么把母亲抬上楼是
个大难题。疫情期间，孩子们

在其他小区居住，也不方便过
来。无奈之下，聂晓峰求助西
环中街派出所，说明事情原
委，希望民警提供帮助。派出
所民警当即回复：“我们把老人
抬上楼。”

出院当天，聂晓峰从医院急
救室借了一辆移动担架车，因医
护人员不能出院区，聂晓峰和妹
妹两人推着母亲回到了距离医院
不远的运河区中心家园小区。西
环中街派出所副所长刘春桐和两
名民警早已提前赶到。他们一起
推着老人进入小区，把老人安全
抬到楼上。

八旬老人上楼难八旬老人上楼难 民警帮助抬回家民警帮助抬回家

本报讯 （记者） 前不久，
沧县一家企业向建行沧县支行
提出了 2400万元跨境融资通贷
款的申请，之后各项业务流程
顺利推进。但因发生疫情，建
行沧州分行和市区所有机构暂
停营业，贷款投放工作受到严
重影响。建行沧州分行国际业
务部第一时间会同沧县支行紧
急召开线上会议，商议放款审
核、贷款投放、客户入账操作
等事宜，并协调其他机构快速
帮企业解决了跨境融资通贷款
问题。

据介绍，跨境融资通贷款
流程相对复杂，既涉及省分行
放款中心审核，也涉及境外分

行放款，同时还要求必须有柜
面操作环节。而沧县支行员工
均已居家，无法办理业务。分行
立即与客户开有账户的渤海新区
支行联系，所幸这家支行有员工
被隔离在网点，可以正常进行新
一代系统操作。于是，分行进一
步与境外分行、省行国际部及两
家支行多次沟通，形成由渤海新
区支行做境外贷款代收行和贷款
发放行的紧急应急预案。

3月 14日晚 7时许，该笔跨
境融资通贷款由境外分行成功汇
出。3月15日，随着居家隔离的
营运主管凭专门通行证匆匆赶到
支行，该笔贷款成功发放到企业
账户上。

疫情挡不住服务企业的步伐疫情挡不住服务企业的步伐

建行沧州分行建行沧州分行
多方联动解客户融资需求多方联动解客户融资需求

（上接第一版）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

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
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
室专门致函被督察对象，要求精
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
搞“一刀切”和“滥问责”，并
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
层负担。

文件要求，有关地方在督察
进驻期间，应把握工作节奏，
突出工作重点，精准科学依法

推进边督边改。严禁为应付督
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
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
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
法。

文件要求，在督察进驻过程
中，各地既要严格按照“严肃、
精准、有效”的原则，实事求
是，通过必要的问责切实传导压
力、落实责任，建立长效机制。
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有关
文件精神，避免以问责代替整改
以及乱问责、滥问责、简单化问
责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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