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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S
H

E
H

U
I

Z
H

O
U

K
A

N

5
“润泽无声 泓回深远”润泓集团请您关注

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主办

本报讯（记者 李 岩） 2月 26日一大早，位
于神火大道南段的甜福记灌汤包店内，四五名工
作人员正在赶制灌汤包、豆粥和胡辣汤。店面负
责人说：“这些天店里虽然没有营业，但员工却
比平时更忙，因为人手少，我们要预算好时间，
不能耽误防控一线人员吃午餐。”

从2月22日至26日，这家包子店连续5天都
会在中午11时准备好120份爱心午餐，等待市爱
心联盟的战“疫”物资服务车将一盒盒热气腾腾

的灌汤包送往防控一线人员手中。
“太谢谢你们啦！这一份份爱心午餐非常温

暖，让我们感觉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我们的背
后有整个城市的支持，心情备受鼓舞！”领到爱
心午餐的防控一线人员动情地说。

市爱心联盟会长苏伟说：“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峻时刻，我们不能上前线，只能尽己所
能，为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我们的一份力
量。”

市爱心联盟携手甜福记灌汤包店

为防控一线人员送爱心午餐

本报讯（记者 吴 涛）“孙老师，我都是这
些天憋的了，刚才和您聊过之后心里畅快多了！
感谢您的开导和无私帮助！”2月 25日，市民李
女士在微信上给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孙萍发了
这样一条信息，感谢她这些天来的线上心理疏导。

一个月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许
多人或多或少出现的心理情况，市心理咨询师协
会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科学、规范的心
理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受到了普遍好评。

在协会会长孙萍策划组织下，成立“微心战
‘疫’”商丘心理援助团领导小组，招募心理援
助志愿者，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了专家督导组、心
理热线咨询组、联络组和宣传组，对来电求助者
提供公益、专业、高效的心理援助。自 2月 1日

起，由38位专业心理咨询师轮班免费为广大医护
工作者、企事业单位员工、社区居民、妇女儿童
等提供远程心理援助服务、政策宣传和舆论引
导，帮助大家消除焦虑恐慌心理，以积极心态面
对疫情。

他们还通过“商丘心协”微信公众号每天发
送《新冠肺炎心理健康知识》，号召大家根据疫
情期间居家的现状做一些动静适宜的运动，惠及
16万人次。“作为一名乡镇抗‘疫’一线社区工
作人员，疫情形势严峻，连续工作时间长，心理
压力大，通过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心理专家的疏
导，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会按照他们教的放松
方法多练习。太感谢了！”一名社区一线工作人
员发自肺腑地说。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发挥作用

2 月 25 日，商丘众
人爱心车队志愿者为防
控一线人员送去爱心午
餐。商丘众人爱心车队
穿 梭 在 我 市 的 大 街 小
巷，全力以赴配合商丘
爱心午餐项目，为防控
一线人员提供免费送餐
服务。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2月 25日，园林工人们在宋城路对道路绿化带进行养
护作业。我市园林部门合理安排绿化养护工作人员开展绿
化保洁、植物浇水、修剪等工作，全力做好城区绿化日常管
理养护工作。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2月25日，挖掘机在日月河景区施
工现场作业。近日，日月河景区建设项目
复工后正抓紧施工，力争早日全部完工，
为市民提供又一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通讯员 宋 涛）“现在正是果树修
剪的关键时期，修剪好果树对一年的收成来说都至关重要。
我们坚持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抓好果树修剪，目前，群
众在各自地里修剪果树、施肥、锄草等，确保疫情防控和春
耕生产两不误。”2月 26日，睢县城郊乡云腾生态园厂长李转
良在桃园内查看果树修剪情况时说。

“我种了十几亩杏树，现在是修剪的最佳时机，要想今年
有个好的收成，就不能耽误三月中旬的花期。虽然疫情形势
严峻，但我们都提前做好了防护工作，出门戴口罩，勤洗
手，不聚众闲聊。”果农乔宇妹说。

正在自家果园里修剪果树的果农张菲说：“现在，大家除
了在村口检测卡点轮班值勤外，就分散开全力做好春耕生
产，因为农时不等人，果树马上就到修剪期了，如果错过这
个修剪期的话，果树收成就会受到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护的
情况下，我们尽量不影响农业生产。”

睢县城郊乡云腾生态园在做好前期劳动力风险排查的基
础上，统筹协调，做到群众春耕生产和疫情防控两不误。“目
前我们生态园种植有2000多亩果园，开工没几天，近300亩果
园已完成春季修剪工作。”睢县云腾生态园总经理郜长富说。

果树修剪正当时
防疫生产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 李 岩）“柔柔的月淡淡的影，一腔热血不
辱使命！虽不知你们的姓名，人民会记住你们的深情，人民向
你们向你们致敬……”这首充满深情的歌曲是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薛党军作词、农民工袁晨作曲并演唱的，他们希望用这
样的方式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英雄点赞。

睢县小伙袁晨是一名农民工，从小就喜欢音乐，几年前，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城市梦想》栏目曾报道过他一边打工一
边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

“今年这个春节极不平凡，汹涌的疫情将我们用一扇门间
隔开来。在家门里边，我们寸步难行；在家门外边，他们站在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将勇气和希望带给全国人民！

因为疫情，一直在浙江打工的袁晨被困在老家，看到疫情
面前这么多医护人员逆向而行，事迹特别感人，所以他就想着
能做些什么，提振精神、提振信心。“越是面对挑战，越需要
团结的力量！我希望用我的歌声唱出大家对英雄的礼赞！”说
起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首歌曲，袁晨还比较激动。

袁晨说：“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就决定为战斗在疫情一线
的英雄创作一首歌曲。我这个想法刚冒出来时，才知道薛党军
老师已经创作出《向英雄致敬》这首歌词，薛老师支持我把歌
词谱成曲、唱出来，让更多的人听到。”

袁晨熬了几个通宵，完成谱曲后又找朋友录制，在朋友圈
和微信群转发后，大家纷纷点赞，都说歌曲触动到了他们内心
最柔软的地方。

“向着最危险的地方冲锋，面对疫情你们踏步前行！疫区
有你们深沉的足迹，城乡有你们拼搏的身影！面对死神面对狰
狞，你们坚定勇敢前行！斗争没有硝烟奉献敢于牺牲，人民向
你们致敬！”袁晨说，这首歌曲最近在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已
经播出，网络上歌曲视频点击率也已经过万。在歌曲的制作
中，很多朋友都鼎力相助袁晨，这让袁晨十分感动和难忘。他
说：“希望朋友们多多转发这首歌，让更多的白衣战士听到，
向他们致敬，愿他们都能平安归来！”

农民工袁晨创作
抗疫歌曲《向英雄致敬》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2月 25日一大早，民权北站站长
袁博接到了一条短信：“我是在浙江余姚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
司打工的民权人尤新华，感谢 23日民权北站和民权县人社局
开辟绿色专用通道，让我们快速赴浙返岗！”袁博说，这是他
们应该做的日常工作，没有想到得到了老乡们的一致好评。

2月23日6时50分，民权北站当班值班干部、客运和安检
人员及地方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早早地集合在民权北站站前
广场，为服务好前往浙江宁波的复工团体做足了准备。

袁博与该县人社局负责人司永福提前沟通协调详细环节，
现场指挥工作人员组织旅客排队测温、引导旅客扫码登记信
息、宣传进站候车注意事项。民权北站在候车厅设置醒目引导
标识，合理划分专用候车区，分车厢组织引导团体旅客候车，
确保安全有序。在检票口增加客运人员，加强检票宣传力度，
提前组织旅客排队等待检票。站台客运员、值班员、值班干部
提前上站台组织、防护、引导，每人负责两节车厢，组织旅客
有序排队等候列车，确保249名农民工在火车到站停车的 2分
钟内安全有序上车。

当日早上 8时 1分，复工专列G1964次列车在民权北站正
点开出，来自民权、宁陵等县的农民工顺利踏上赴浙江返岗复
工之路。

司永福说，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这么多的团体旅
客顺利上车，多亏了民权北站的全力配合，他们人社部门也为
该站安全、高效的服务点赞。

民权北站“一条龙”服务
助力返岗人员安全出行

疫情期间，我市许多市民都选择宅在家里，没有必要不
出门，不少市民选择通过点外卖的方式购买食物和日常用
品。宅家点外卖，不少市民也做到了按需点餐，厉行节约不
浪费。

为了方便市民的需求，我市一些外卖商家在疫情期间推
出了更人性化的套餐，比如半份菜服务，顾客还可以选择不
使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对餐具的浪费。同时随餐提示卡也做
得越来越有创意，“千万别剩下，我不愿意被冷落。”“你吃
到一口不剩，我会开心到变形。”诙谐幽默的提示语，让顾
客印象深刻的同时也向大家传递“厉行节俭，文明用餐”的
理念。

市民陶女士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她告诉记者，平
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经常需要加班，于是她会选择在网上
点餐，这样能节约自己很多时间。她每次点餐都会根据自己
的饭量和口味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套餐，每次吃饭都做到“光
盘”，不浪费一粒粮食。

“光盘”行动重在行动，贵在持之以恒，要使“光盘行
动”真正变成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关键还在于引导。“吃
得好，吃得完是衡量一家网店味道好坏的标准。如果点餐的
客人吃得干干净净，这说明我们的餐食符合客人口味道，无
疑对我们也是一种宣传。”我
市一外卖商家的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
顾客点餐时多一句提醒，就
会少一点浪费。

宅在家里点外卖
厉行节约不能忘

本报记者 李娅飞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们用淳朴善良
的乡风乡情，在我心灵里种下了和善的种子。那时候，我父
亲是公社农业技术员，经常驻村指导群众怎么种棉花、种小
麦、种玉米。我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们姊妹四人在家种地，
生活很艰苦。她经常教育我们，为人要乐于助人，邻居家谁
家有啥事，都要互相帮忙。有一天傍晚，我放学到家一看，
灶屋里黑灯瞎火，灶口冰凉，肯定是母亲下地没回来，耽误
了做饭。我放下书包满处去找，后来在北地看到她正给邻居
家收拾一地削好的红薯片子。我生气地说：“你光知道给人
家干活，咱家的饭也不做，我都快饿死了！”母亲说：“你没
看快下雨了，这一地红薯片子要是收不起来，一经雨，明天
都得长醭！你晚一会儿吃饭，还能饿死？”我正饿得慌，还
挨了一顿吵，委曲得哭了半夜。等父亲从公社回来，我就向
父亲告状。父亲说：“你妈做的对！咱不能光顾自家，而是
要多想别人，能帮的忙就要伸把手。这就叫与人为善！”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在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
我始终把“与人为善”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我第一批申请
成为了志愿者，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志愿活动。针对当时志
愿服务存在的“联络不方便、招募速度慢、发动组织难、效果难
展现”问题，我率先把传统志愿服务形式与互联网新媒体相融
合，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志愿服务微信公众平台——“跟我
来”志愿服务微信群，把志愿服务从线下搬到了线上，实现了

“线上发动、线下活动、线上展示、下下互动”，开创了崭新
的志愿服务模式。短短几年时间，群内注册志愿者就有1万
多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万余次。“跟我来”成为商丘的
城市名片，被媒体誉为“引领志愿服务走进微时代”，在全
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等全国主流媒体
和主要新闻网站纷纷采访报道。我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志愿
者、商丘市道德模范、睢阳区十佳人民公仆等称号，2015
年被中央文明办授予“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为了树立良好的家庭文明氛围，我请书法家把“与人为
善”这四个字写好裱好挂在家中显著位置，作为我家的家风
家训，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也教育家属孩子时时处处遵循。
我爱人是郊区供电公司营销部的收费员，她始终以优质服务
为宗旨，制作个人便民服务卡，对伤残、孤寡老人等弱势群
体客户主动上门探访，对他们的用电需求，特事特办，优先
满足。多年来，她在窗口服务岗位上一直保持工作无差错、
客户无投诉记录。在省、市公司组织的业务技能竞赛中，多
次取得名列前茅的佳绩。2008年，她被评为“河南省百佳
文明服务示范标兵”，国家电网在官网上介绍了她的事迹，
为全省电力职工赢得了荣誉。

短评：好的家风家训，就是最动人的文化血脉，在家庭
中薪火传承，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山峰。只要人人“与人
为善”，就一定能实现“天下皆善”！（本报资深编辑 王玉华）

与人为善 天下皆善
□ 蒋友亮

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

商丘市文明办
商丘日报社

联办

◀2月25日，睢阳区路河镇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抢抓春季植树绿化黄金
时期，科学有序推进春季植树造林工作
开展，做到疫情防控和造林绿化两手
抓、两不误。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