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梁辉 覃晓凤 文/摄

2 月 14 日早上 8 点半，杨昆戴着口罩
来到了贫困户彭明连家里。头天晚上，暴风
雨导致可以上市的柑橘受损不少，彭明连一
大早就打电话给镇扶贫站站长杨昆。杨昆得
知消息后，及时向保险公司反馈，开展调查
取证，因为在疫情期间，杨昆还协调特别为
其开辟绿色通道，迅速启动理赔程序，按照
“扶贫保”保险条款约定，及时赔付了彭明
连保险金 1500 元。

1990 年出生的杨昆是恭城瑶族自治县
恭城镇的扶贫站站长，同年出生的妻子刘璐
是大学生村官，担任恭城镇西河村的工作队
队长。今年 1 月 21 日，他们有了爱情的结
晶，顺利生下一个男宝宝。 2020 年是脱贫
攻坚收官之年，作为扶贫站站长，杨昆的任
务繁重艰巨，他毫不犹豫舍弃陪护假，接过
了妻子的工作队长工作和两户贫困户的帮扶
任务，同时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1 月 26 日起，杨昆每天带领村“两
委”干部和志愿者坚守疫情防控一线，开展

人员摸排、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和张贴
宣传标语，提高村民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同
时，在村屯主要路口设卡，对进出人员逐一
登记，对外来人员车辆严格管控，做到“内

防扩散、外防输出”。忙碌的他有时只能
趁吃午饭的时间和妻子用微信视频通话一
下，安慰安慰辛苦照顾婴儿的妻子。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杨昆组织西河

村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对村里 1 月 16 日
后有湖北旅居史和春节返乡人员进行网格
化、地毯式摸排，建立信息台账，实行动
态管理。在排查中，村干部缺少口罩，他
慷慨地将自己家中仅有的 10 余只口罩全
部贡献了出来。得知妻子帮扶联系的贫困
户在外面做保安工作，杨昆担心他上班没
有口罩，还把口罩直接送去他工作的地
方。

“小杨站长，看着你们常常帮我送蔬
菜水果到楼下，天这么冷，又不能叫你们
上楼喝茶，真心感谢你们，你们辛苦
了！” 1 月 29 日，西河村一位与患者密
切接触者被要求居家隔离观察。在隔离期
间，杨昆一直主动坚持为其采购生活必需
品，并送至楼下。“只要隔离者有需要，
我们都尽可能为他提供帮助。”杨昆说。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杨
昆对脱贫攻坚工作也没有放松。晚上回到
家，他拿着手机“刷”微商，因为疫情的
影响，贫困户家里的土特产滞销，他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就主动通过微商为部分
贫困户卖水果、土鸡、青菜、鸡蛋等土特
产，帮他们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

“90 后”扶贫干部坚守瑶乡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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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3 月 10 日，秀峰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对人
员出行管控措施进行调整，取消“每户家庭
每两天可指派 1 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

资”的临时管制，支持并鼓励企业复工复产。
目前，秀峰区无新增确诊病例、无疑似病

例、无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被自治区
列为疫情防控低风险地区。该区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稳步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出行管控措施，
“松绑”生产性活动的限制。相关负责人
表示，调整人员出行管控措施并不意味着

疫情防控可以“歇歇脚、喘口气”，决不
能把部分措施的“松绑”视为放松。在疫
情防控关口后移、“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秀峰区将根据“外防输入”的策略，继续
在各小区(村、单位)严格执行片区封闭管
理规定，严格出租房屋管理，加大对返回
秀峰区人员的排查力度，加大巡查执法力
度，坚决将疫情风险隐患排除在外，为复工
复产提供强有力的防“疫”保障，真正做到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助力复工复产

秀峰区调整人员出行管控措施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戴一平 文/摄

日前，一场“爱心接力”从临桂六塘开
始，到武汉结束。仅仅用了 60 个小时， 3
万斤爱心蔬菜，就从地里送到了疫区武汉人
民的手上。

爱心人士当场买下 3 万斤滞

销蔬菜

3 月 4 日，桂林梦之旅旅行社·山里人
户外负责人曾宋求像往常一样刷起了微信。
突然，业主群里跳出来一则信息引起了他的
注意。一位叫“樱花雨”的业主称，临桂六塘大
圆里村等地蔬菜因疫情滞销。看着图片里的
蔬菜长势正好，曾宋求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
蔬菜买下来，送到疫区去，这样一来可以解决
菜农的蔬菜滞销问题，二来也可以支援疫区
人民，让他们免费吃上放心的绿色蔬菜。

曾宋求说干就干。他马上辗转联系到了
大圆里村负责人，要求实地查看蔬菜的情
况。 3 月 5 日，曾宋求来到村里，在看到
翠绿欲滴的包包菜、芹菜、莴苣后，当即就
自掏腰包全部买了下来，总共达 3 万斤。

但一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蔬菜如何
运输到武汉，到了武汉又找谁接收呢？曾宋
求想到了万能的朋友圈。

双城“接力”， 60 小时从

田野走上餐桌

在网友们的转发下，曾宋求联系到了桂
林和武汉的志愿者。由桂林的志愿者负责采
摘、打包、发货，武汉的志愿者们负责接货
和配送。

曾宋求了解到，在疫情期间，武汉严格
控制外来车辆，没有特许通行证根本进不了
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曾宋求打通了市防

控中心热线电话。得知曾宋求的来意后，该
中心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当即帮助办理了特
许通行证。

3 月 6 日，曾宋求和 20 多名志愿者来
到六塘田间地头，冒着春雨收菜装车。曾宋
求说，原以为这么大的量，可能要到第二天
才能收完。没想到，当天又有 20 多名志愿
者闻讯而来，义务帮助收菜，当晚就把 3
万斤蔬菜装上了卡车。

看到整装待发的新鲜蔬菜和忙了一天连
一口热饭都没吃上的 40 多位志愿者，曾宋
求略带歉意地给大家鞠了一躬。

3 月 7 日 18 时，一辆挂着广西牌照的
重型大货车缓缓驶入武汉市东西湖区。这批
新鲜蔬菜在第一时间由志愿者配送到东西湖
区李家墩社区的 6 个小区和 2 个村的居民
手中。

“爱和希望传播的速度，比

疫情跑得更快”

“疫情无情，人间有
爱。你们的守望相助、无疆
大爱，为文明之城绘就了最
美的精神底色……社区上下
绝不会忘记每一车爱心物资
带来的‘硬核’支持，是你
们的鼎力相助，让我们看到
了爱和希望传播的速度比疫
情跑得更快。”在收到桂林的
蔬菜后，武汉市李家墩奥林
匹克花园小区居民潘辉动情
地在小区业主群里写道。随
后，潘辉的这段话被许多小
区业主转发到了朋友圈里。

3 万斤蔬菜，从桂林的
田间到疫区居民的餐桌，整
个过程只用了 60 个小时。
曾宋求说，一分善心，得到了八方援助，让
所有参与者都十分感动。

满载蔬菜的卡车，架起了桂林和武汉
两地的友谊桥。“建议疫情过后，小区组

织一个赴桂林的旅游团，对桂林人民表示
感谢，并为桂林旅游做点贡献。”武汉奥
林匹克花园的业主在群里发出倡议后，得
到了业主的一致响应。

爱心人士买下 3 万斤蔬菜

60 小时“爱心接力”速递武汉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莫建杨 周文莹)近段时间，在
灵川县兰田瑶族乡，经常可以看到村民手持手机，站在山头上
寻找信号。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使用手机 APP“报平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兰田瑶族乡为进一步把控全乡村
民的健康状况，积极推行线上健康登记。不少志愿者拿着二维
码宣传单，教村民如何使用移动终端进行“桂林警讯”线上健
康登记。“为了有效协助乡党委政府做好自己所在村屯村民的
线上健康登记工作，我主动请缨，在熟悉‘桂林警讯’微信公
众号、请报平安、健康登记等一系列操作流程之后，我就开始
挨家挨户教村民如何使用移动终端进行线上健康登记。”家住
两合村委赵家上黄皮江村的党员志愿者邓新龙说，自己居住的
村子位于大瑶山深处，不仅交通不便利，网络信号也很微弱，
而且受天气影响。他只能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在信号强的地方
来教村民。

“我今年已经 50 多岁了，我很愿意每天上报自己的身体
情况，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但由于我的文化程度
不高，所以学习起来相当吃力，他们就一遍一遍教我，如果第
二天我又忘记哪一个步骤了，他们还会一遍一遍教我，现在，
我这个老汉也可以当别人的老师了。”村民老邓乐呵呵地说。

兰田瑶乡：深山村民

找信号报平安

本报讯（记者何平江）“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祈福盛世中
华——— 中共党员颜楚华捐。”日前，秀峰区丽君街道办篦子园社
区党总支书记柏英姿收到一个装着 1000 元现金的红包，上面
写着这样一句话。

这份捐款是 90 岁老党员颜楚华委托儿子交到社区的。在
电话采访中，颜楚华告诉记者，她是在抗美援朝时当的兵，入党
已经 62 年，作为一名老党员，应该为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出
点力。由于腿脚行动不方便，她委托儿子替自己去交捐款。

“我以前是在医院从事检验工作的，所以特别能体会医护
人员在抗疫一线的不容易。”颜楚华说。她多年前从广东汕头
一家医院退休后，来到桂林与儿子生活，组织关系也落在了秀峰
区丽君街道办篦子园社区党总支。据篦子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柏
英姿介绍，颜楚华一直很热心参加社区的活动，还担任着小组
长。这次社区党总支组织为疫情捐款，社区的老党员积极响应，
除了颜楚华，82 岁老党员胡庆云也亲自带着 1000 元交到社
区，有些已经搬离社区的老党员在没有交通工具情况下则想尽
各种办法赶来社区捐款。

九旬老党员捐款千元：

尽微薄之力助战疫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邓桂荣 赵金连

“爸妈，我在武汉一切都好，你们不要担
心……”日前，兴安县湘漓镇普头村的唐裕天
夫妇，第一次在视频中与远在武汉的儿子唐
中元“相见”。这也是从除夕以后，一直为疫情
忙碌的唐中元首次通过视频向父母报平安。

唐中元，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护
士，自愿报名参加驰援武汉医护人员之一。

唐中元的妈妈告诉记者，大年三十晚，
他们一家在桂林的家中早早吃完年夜饭后，
儿子就去上夜班了。大年初一早上，儿子打
来电话告诉他们：因为头天晚上接诊了发烧
病人，不排除自己是否被感染，请他们赶紧
回老家去，不能再和他有接触。就这样，老
两口被唐中元“赶”回了老家。

在兴安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唐裕
天夫妇终于学会了使用微信视频及语音聊天
功能。“他去武汉的这些日子，没有哪一天

不想他。学会了微信，以后我们联系就方
便了。”唐中元的妈妈开心地说。视频通
话中，为了安慰父母，不善言辞的唐中元
还开起了玩笑说：“你们放心，等疫情结
束，回去我一定努力找个女朋友，争取过
年带回家。”父母被他的话逗笑了。

出征前，唐中元与父母通电话，告知
他要去武汉支援。妈妈听说后，立即哭
了。父母对他满含担心及不舍，但依然支
持他的决定，并告诉他：“你要保护好自

己，也要照顾好病人，相信你可以好好地
完成任务，我们也为你感到骄傲。”

虽然唐中元在视频通话中表现得云淡
风轻，但父母知道，儿子其实隐瞒了很
多——— 被消毒药水腐蚀干裂的手，被护目镜
长时间压在脸上留下的印痕，为了节约防护
服连续 6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的隐忍……
唐中元说，所有的苦和累都没有关系，他都
能坚持，“只是希望患者早日康复，希望疫情
快点结束，希望一切都赶快好起来”。

市二医院驰援武汉的男护士通过视频报平安

他在兴安的父母：我们为你骄傲！

本报讯（通讯员范玉萍）阳春三月，万木争春。在疫情防
控关键时期，为关心关爱女性同胞，荔浦农合行组织开展了庆
“三八”国际妇女节暖心活动。 3 月 8 日，为致敬奋斗在一
线的白衣天使，荔浦农合行赴荔浦市人民医院，看望慰问该院
的女性医务工作者，为她们送去了精心准备的鲜花、水果等暖
心慰问品，向她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感谢她们疫
情防控期间的坚守和付出，希望她们保重身体，鼓励她们充分
发挥自身的专业能力，为医疗健康事业奉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荔浦农合行的女职工们虽然不是医务人
员，但她们同样奋战在金融抗疫最前线。大堂经理每天做好
营业网点的卫生消毒、体温测量、客户登记，柜员认真办理
每一笔业务、回答每一个咨询，他们用无微不至的服务保障
着金融服务工作正常开展。口罩虽然遮住了她们的面容，却
遮不住高涨的工作热情，她们以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自
己的力量。

别样“天使”节 同心战“疫”情

荔浦农合行“三八”节

慰问一线女医务人员

灌阳农商行联合

县农业农村局

下乡送贷款送技术
确保春耕备耕不延误

本报讯（通讯员卿黎）一年之计在于春，目前正是春耕备
耕关键时节，针对春耕备耕信贷需求广、客户散、金额小、时间短
等特点，灌阳农商行早谋划、早安排，与灌阳县农业农村局对接，
召开座谈会并深入乡村充分了解辖区春耕备耕情况，切实加强
涉农金融服务，联合县农业农村局主动下乡送贷款、送技术，
全力满足春耕备耕金融需求。

3 月 10 日，灌阳农商行举行了战疫春耕备耕贷款授信活
动。中国人民银行灌阳县支行向灌阳农商行授信 6000 万元支
农再贷款，灌阳农商行运用央行货币政策向广大种养、电商、
餐饮等行业客户加大专项授信额度，支持县域企业复工复产，
助力春耕备耕。这一举措得到了灌阳县委、县政府的称赞，该
县相关领导指出，灌阳农商行主动下乡“送贷款”，县农业农
村局“送技术”，是县农商行、农业农村局不忘初心、立足本
职，主动担当、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落实上级部署，支持春
耕生产，助推乡村振兴的具体体现。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灌阳农商行实行“利率优惠、手
续从简、额度放大、优先办理”等优惠政策，全力支持农民春
耕备耕工作，积极对接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销售商户，帮
助农民扩大瓜果蔬菜、粮作物的种植面积。同时，积极做好电
商、餐饮等相关生产企业复工金融服务，全力保障早春蔬菜瓜
果种植、生猪生产恢复及鸡牛羊家禽家畜等生产经营的信贷需
求，做到疫情防控和金融支持农业生产“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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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万斤蔬菜抵达武汉东
西湖区，由当地社区和志愿者免
费发放给居民。(图片由武汉李
家墩社区提供)

曾宋求(穿蓝衣服者)与志
愿者一起在田间地头收菜，准备
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