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 朝阳小学语文老师刘裕华（左一）在小区卡
点值守。（受访人供图）
图2 澄江镇运河社区志愿者王睿在社区疫情防控点
位登记车辆及人员信息。 记者 刘洪滔 摄
图3 区交通局党员志愿者为童家溪镇高风险区居民
转运蔬菜。（区交通局供图）
图4 澄江镇转龙村，志愿者们在分装“蔬菜包”。记者
秦廷富 摄
图5 副食店老板何健（左）正在为居民打包蔬菜。（受
访者供图）
图6 静观镇志达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用担架将封
控区内的病人送往医院。（受访者供图）
图7 区美术馆职工刘成侃（右）在缙云新居1号门岗
为解除隔离的人员指路。（受访者供图）
图8 区园林市政公司职工陈巧为隔离居民配送物
资。（受访者供图）

我们在行动（五）抗击疫情

本报讯（记者 罗丹）“我们小区门口的副食店老板，一个
人买菜、配货、送菜，帮助我们住户，青菜、水果进价给我们。他
本来没有义务做这个，但他说一个人在外面跑，我们大伙儿就
可以不出门，真的特别感动。”11月26日，朝阳街道河嘉村社区
的“90 后”副食店老板何健收到来自泰吉滨江小区业主的感
谢。

2019年，东北人何健来到北碚，在小区外开了个副食店，
附带快递业务，给小区的居民带来了很多便利。

疫情发生后，小区居民处于居家状态，日常生活多有不
便，“毕竟街坊邻居支持了我两三年，不可能这个时候我就不
管了、走掉了。这时候我一定要迎难而上，跟大家一起共渡难
关。”

关键时刻，何健选择挺身而出，给大家买菜、送货。原本只
卖水果、零食的副食店变成了居民们疫情期间的蔬菜、肉类

“团购店”。“做这个事情的初衷，是在群里看到很多人说买不
到菜和生活用品，我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尽一点力。”

由于社区周边很多菜市场、超市不再营业，于是他跑了很
多地方，找到了平价的蔬菜和水果供应商。

“大姐，这包是你的，你对一下菜单，提稳了哟……”记者
联系何健的时候，他正在忙着送菜，直到凌晨2点多，他才有时
间答复。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何健就会出发去批发市场采购蔬
菜和水果。回来后，他会先给蔬菜水果消毒，然后按下单的需
求，分拣包装好，再送到小区门口。

“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有时候送得完，有时候送
不完。”何健告诉记者，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大半个月。因为
疫情管控，何健决定住在店里，有时候来不及做饭，就吃点牛
奶和面包充饥。收到菜的居民知道后，主动将自家做好的饭菜
带给何健一份，邻居们的举动，让他非常感动。“确实感动，我
原本没有想到他们会反馈给我这样的温情。”

“我情愿他赚钱，我们都会买。但他没有，东西的价格跟之
前在外面超市买的差不多。”收到蔬菜的居民感激地说。据居民
介绍，热心的何健还为困难居民和志愿者准备了免费的蔬菜包。

“老板注意身体啊！”“真的非常感谢！”“解了我们的燃眉
之急！”……在小区微信群里，整整齐齐的刷屏，是街坊四邻表
达的感谢。

老板变身“配送员”

“刘点长，等疫情结束了，我就去地里给
你摘点水果送去，真是太感谢你了，谢谢
……”11月30日，正在歇马街道缙云新居隔
离点开展工作的刘成侃接到了解除隔离的陈
阿姨的致谢电话，感谢刘成侃给予自己的帮
助。

32岁的刘成侃是江苏徐州人，毕业于西
南大学，后在北碚区美术馆工作。大学期间，
刘成侃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本轮疫情发生
过后，刘成侃主动申请成为一名抗疫志愿者。

“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这是刘成侃的初
衷。11月20日，刘成侃成为缙云新居隔离点
15栋的点长。

据了解，刘成侃的主要工作是和一名副
点长负责15栋的外围保障。外围保障，包括
给楼栋内的隔离人员预定餐食，安抚隔离人
员情绪，购买药品……工作琐碎又具体。“手
机24小时开机，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一
天要接打300多个电话。”刘成侃告诉记者，

“我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尽量让他们提
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反馈和解决。”

隔离人员陈阿姨就是拨打电话的人之
一。陈阿姨告诉记者：“我刚到隔离点不久就
摔了一跤，晚上睡觉又感冒了，身体不适加上
吃不下睡不着，心情特别沮丧。”

接到陈阿姨的诉苦电话，刘成侃耐心安
慰道：“陈阿姨，你安心隔离，你需要啥子就给
我们打电话。另外，你要多喝开水，这样才能
好得快……”

“嘿，我也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大
队的领导就让我叫他刘点长。儿娃子说话‘细
声细气’的，耐心开解了我好长时间。”陈阿姨

说，正是有了刘成侃的耐心开解，她的焦虑不
安得到了缓解。自此，刘成侃前后给陈阿姨打
了几十个电话开解她。“我把隔离人员当成自
己的家人、朋友、亲戚一样关心。只有站在他
们的角度去想问题，去帮助解决问题，才能让
他们更信任和配合防疫工作。”后来，陈阿姨
的饭量见长，精神头也渐渐好了起来。

11月30日，结束隔离返回家中的陈阿姨
给刘成侃打来了电话：“你对我们太好了，又
负责，真的感谢你……”这段时间，陆陆续续
有结束隔离的人员给刘成侃打电话，告知自
己的状况，并对刘成侃表示感谢。

“其实一开始部分隔离人员并不理解我
们，负面情绪较重……但自从听到了陈阿姨
和其他人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又觉得我们
的付出是值得的。”刘成侃坦言。

11月20日下午，刘成侃到达隔离点开展
工作，当日接打电话150余个，21日2时结束
工作。

11月21日工作一天，22日零时终于可以
歇一歇的时候，刘成侃接到了隔离人员的电
话，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在沟通了十几分
钟过后，隔离人员睡着了。而这样的电话，刘
成侃每天要接几十个。

11月23日5时，电话铃声响起，刘成侃
从睡梦中醒来。

11月24日4时，刘成侃开始休息，5时隔
离人员打来电话。

……
在这十来天里，刘成侃几乎都是凌晨入

睡、凌晨醒。“行军床摆在办公室，躺下就睡
了。来电铃音就是我的起床号……”刘成侃
说，“感到累而充实，想到自己所做的志愿服
务工作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辛苦但欣
慰。”

手机24小时待命 一天接打300余个电话

刘成侃：“来电铃音就是我的起床号”

本报记者 韦玉婷
本报讯（记者 霍吕 通讯员 陈龙坷）“这个红薯

是红心的，很甜。”“老人家，我们不要，您赶紧回家去吧。”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近日，区公安分
局水土派出所民警李训被老人赠送的“一袋红薯”感动。
李训送老人回家，老人硬把红薯塞给李训，沉甸甸的红薯
代表着老人对李训的真挚谢意，更是老人对民警热心为
民的高度认可。

11月27日晚，年过七旬的罗奶奶来到水土派出所求
助，称自己刚刚出院，但因疫情原因无法回到儿子家中，
身上所带的现金也已经用完，接下来不知该去哪里。看到
老人十分着急，李训立马上前安抚，发现她不停地搓着双
手取暖，李训让罗奶奶坐下来慢慢说，并为她端上一杯热
水。

得知老人无法进入儿子所在的小区，李训立即联系
了老人儿子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李
训，老人儿子的居住地属于高风险地区，存在较大的疫情
传播风险。于是，李训又询问罗奶奶是否还有其他住处，
老人告诉民警自己的老家在悦来，那里还可以住。

经与老人儿子电话协商，李训决定开车送罗奶奶回
老家暂住。一路上，李训热情地陪罗奶奶唠家常，罗奶奶
不停地对李训表示感谢。

“我差点就回不去家了，还好有你的帮助，这袋红心
红薯你带回去。”就在民警将罗奶奶安全地送回悦来老家
准备离开时，罗奶奶却拉住了李训，并将一袋红薯硬塞到
李训手中。

面对老人的热情感谢，李训再三婉拒，但老人也一再
坚持，最后更是直接将红薯放在了警车的后排座位上，转
身就往家中走。天已经黑了，李训担心老人的安全，赶忙
追上去将她送回了家中，离开时将50元钱放在了罗奶奶
家的桌子上。

“真挚的情感，往往是最朴素的，而朴素的情感最有
力量，它能直抵人的心灵。”老人硬塞红薯的举动，让李训
十分感动。李训说，虽然疫情阻隔了亲人团聚，但没有阻
隔“警民鱼水情深”，老人送的“红心”红薯与民警“热情为
民”的一颗红心相互碰撞，很甜，也很暖。

“一袋红薯”背后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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