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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最近几天的夜晚，市区香江金郡的不少业
主，都会在家戴好口罩，齐声歌唱《歌唱祖国》
等歌曲，唱后齐声高喊“宣城加油”、“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

“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呐喊，特别鼓舞人
心！”家住该小区的市民刘春燕说，新闻曾提醒
过开窗有飞沫飞散的风险，所以大伙都在微信
里约定，只在自己房屋里歌唱，不把身子探出
去，窗子也尽量关闭。

市民胡锦也居住在该小区，她认为这样的
方式，是凝聚力的体现，大家虽然“宅家”，但是
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为的就是齐心协力

早日获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
记者了解到，不少市民“宅家”时间里，还

把自己曾经荒废的业余爱好捡了起来。他们
有的拿出了画笔和颜料，临摹起了大师作品；
有的发挥想象，开始了小说创作；有的下载各
类唱歌APP，在家开起来了演唱会；有的拿出
钢琴、古筝的乐器，重新练习……

“不出门，就是省口罩，把口罩让给一线的
同志使用。”“不出家门，不添乱，也是一种贡
献。”市民纷纷表示，防控疫情人人有责，从每
件小事做起，时刻绷紧防疫之弦，同舟共济，共
度时艰。

安心“宅家”共抗疫情
◇本报记者 刘畅

本报讯 为致敬抗击
疫情中全国医护工作者的
无私奉献精神，对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起到振奋人心
的作用，市文旅局组织全市
各景区发起优惠活动，全市
43家景区自恢复运营之日
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实行门
票免费优惠政策。全国医
护工作者凭有效证件即可
入内游览。其中，23家景
区将门票免费优惠政策推
广至全国公安干警；广德市

3家景区对支援武汉抗疫
的医护人员推出可携带家
属免费入园的优惠政策，并
安排导游免费讲解服务。

这些景点包括：敬亭
山、恩龙世界木屋村、夏霖
九天银瀑、华东大裂谷、山
门洞、巨浪谷水上乐园、云
梯花溪谷、龙川、徽杭古道、
鄣山大峡谷、太极湖村、千
年仁里、上庄、尚村、紫园、
绩溪博物馆、劳模徽菜文化
园等。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本报讯 2月17日，记
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在
中国邮政、顺丰速运、京东
物流、苏宁易购正常运营的
基础上，中通、申通、百世快
递等快递公司在我市已陆
续恢复到正常运营模式，各
县市区的快递网点根据各地
政府的要求逐步恢复营业。

“不好意思，请问您还
有多久到小区门口来？”快
递员小李在寒风中等待，这
是他在市区敬亭春晓小区
投递的第三个快递，给客户
打了两个电话还不见人来
取。而就在离他不远处还
有一辆快递车，身穿京东物
流服的快递员正边打电话
边给客户找物品。

记者探访发现，与以往
送件到家模式不同，在特殊
时期，各小区都实施了封闭
管理，“等待”式投送快递已
然成为了快递小哥的工作
常态。“小区不允许快递员
进入，我们只能在小区外与
客户对接，有时候客户把电
话静音或者家离小区门口
较远，我们就要等待一段时
间，虽然目前我们的工作量
加大了，但特殊期间就要提
供‘特殊’服务，想到我们的
坚守可以保障市民及时收
到包裹，也算值了！”快递员
小李说。

前来拿快递的余新华
女生告诉记者，近期每次进

出小区都能看到快递员在
小区门口逐个拨打电话通
知取件，她说，“目前特殊时
期，大家都在家里不出门，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都通过
网购，需要快递送来，他们
很辛苦，真得感谢他们。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每个
人都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
道上。”

当前，除了在小区外为
客户投递，同时还有快递
柜、物业代收等签收模式。
小区有快递柜的，快递员会
将包裹具体保存到快递柜
内，客户在接收到信息后，
通过取件码取件，尽可能地
做到“零接触”。

记者来到市区一小区
的快递柜前，前来拿快递的
市民间隔一米，有序地排
队。市民孙大哥在输入取
件码时还特意戴了手套，他
说：“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只
要触碰到陌生物品时，我都
会戴上手套。即使已经与

‘快递员’零接触，自己还是
要做好防护。”

据市邮政管理局工作
人员介绍，根据要求将督促
快递企业加强对本企业所
属基层营业网点的管理，严
格落实从业人员佩戴口罩、
营业网点定时消毒通风等
防控措施，确保从业人员和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本报记者 叶琦）

“等待”式送货“零接触”服务

我市快递行业
逐步恢复正常运营

本报讯 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开展以来，宣州
区洪林镇很多在外成功人
士积极助力家乡疫情防控，
共同助力抗击疫情。

“我就是洪林镇宣茶
村的人，从小在这里生活，
村里为抗击疫情做了很多
的工作，看到大家都在努
力，我也想着要为自己家
乡做点什么。”日前，市方
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王芳元向洪林政府捐赠
了25公斤的消毒原液，并
向宣茶村捐赠了300个口
罩 和 25 公 斤 的 消 毒 原
液。“这个是消毒原液，这
里是使用方法说明，要用
1:100的水来稀释……”王
芳元细心地说着。

宣城市失物招领中心
负责人、爱心车队队长丁云
海，也是洪林镇棋盘村人。
据了解，防疫工作开展以
来，丁云海一直带领公益队
伍向市民发放口罩、宣传防

疫等工作。在得知家乡的
敬老院需要消毒液时，虽然
物资紧张，但他依然捐赠了
一箱84消毒液给敬老院，
用于敬老院在抗击疫情期
间消毒。“新冠肺炎疫情牵
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我希
望能与大家一起，为早日打
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贡
献一份应有的力量。”丁云
海说道。

2月6日上午，在宣十
快速通道的卡点上，来了几
个人，他们是宣茶村的成功
人士广州吉瑞龙精电池有
限公司董事长齐胜喜和他
的两个兄弟。“我们在网上
看到了很多新闻，作为洪林
人，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大
家做点什么，洪林设置了
检查关卡，我们就买了点
面包、水果、泡面等物资送
来了，卡点执勤的同志们
很辛苦，这也是我们的一
点小小心意。”

（本报记者 叶琦）

宁国抗疫战线上
有个“爱心奶奶团”
◇崔浩伟 本报记者 顾维林

最近几天，在宁国抗击疫情战线上，“爱
心奶奶团”受到不少市民的纷纷点赞。虽然
她们中有些没有直接参与到抗疫工作中，但
是却为保障大后方做出了一份重要努力。

“噔！噔！噔！”2月10日中午时分，河
沥溪街道办事处桥西社区工作者们听到几
声敲门声，以为是社区居民前来办事，便立
刻放下碗筷匆忙前去开门。谁知打开门一
看，门外并没有人，只见门前放着一箱牛奶
和9瓶腌菜，牛奶箱上还贴有一张红色纸条，
纸条上面写着“你们辛苦了！”社区工作者连
忙跑出去，却只看见一个快速消失的背影。

这个背影就是桥西社区老东津组居民
组长韦时荣，今年77岁，大伙儿常常称呼她

“韦奶奶”。
疫情发生后，热心肠的她每天都会到社

区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起初，社区开展
网格摸底工作的时候，韦奶奶还自告奋勇地
要求参与摸排工作。“孩子们加班加点、忙进
忙出的，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现在我能做
的也只有这些！”韦奶奶说。

在桥西社区，这几天，75岁的徐凤凰奶
奶经常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天这么冷，烤
烤火、喝点儿热水暖暖身子，过会儿炭火快
烧完了、热水没了，我再来给你们换！”每天
早上7点半，嵩合路口查验点查验人员前脚
刚到，徐凤凰奶奶就紧跟着左手一个火桶、
右手一个热水瓶地到达查验点。

“徐奶奶一家都特别支持社区工作，去
年在抗击台风期间，徐奶奶的儿子只要一休
息就会到社区做志愿者，在这次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她的儿子特地托人在外地带了
一些酒精送给社区。”桥西社区居委会主任
胡刘莉说。

热心肠的还有中溪镇狮桥村的贾小娥。
近段时间，她每天早早起床就穿戴整齐，然后
赶往阳坞组路口的疫情防控卡口。贾奶奶今
年74岁了，考虑到她的年纪较大，在设立卡口
的时候，村里并没有安排她值班。但在得知
消息后，老人家主动请缨：“我不怕冷，也不嫌
累，因为我是一名老党员！”

1974年入党的贾奶奶常说自己是从苦
日子里熬过来的。这些天，她始终和大伙儿
不知疲倦地坚守在卡口，劝返往来车辆，疏
散聚集人群。很多年轻人劝她“早点回去休
息”。然而，贾奶奶总是说：“再待一会儿吧，
反正年纪大了，觉也不多。”

在竹峰街道办事处，大伙儿口中的“王
奶奶”也特别忙。“你们这太冷了，今天天气
预报说有雨，送点柴火给你们烧火烤。”日前
的一天早上，在竹峰村老街组卡点，王金梅
为值守人员挑来了一担柴火，希望帮助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生火取暖。

“除了每天送柴火到卡点，王金梅奶奶
还经常送些水果、饼干等食品给我们。”卡点
的一位值守人员说，大家都怕王奶奶累着，
让她在家歇着，可是她却说，“疫情防控，需
要全民参与，自己能帮大家做这样跑跑腿的
小事挺开心的”。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市各乡镇基层民警坚守在抗
疫一线，他们昼夜不分，为人民
群众筑起抵御疫情的安全堡垒。

张平是广德市交管大队邱
村中队一名辅警，在防控卡点一
线执勤，为了阻击疫情，他和同
事们一直坚守岗位，战斗在防疫
一线。这个春节假期，张平和
10 岁的儿子见面不多，但儿子
知道爸爸在干什么，他特意制作
了一张手工画，他想对张平说，

“武汉加油，爸爸加油！”
特约记者 陈政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摄

“抗击疫情是一场硬仗，医护人员、党员
干部在一线战斗。我们作为普通群众，‘宅
家’不出门，就是阻断疫情扩散的最好方式，
也是在参加战斗。”家住市区柏庄小区的居
民赵志军，在备足“干粮”后，半个月来一直
主动“闭关”。

对他来说，虽然不出门，但是家里的健身
运动可没少。餐桌中间架几本书，就成了最简
易的乒乓球桌。每天他和家人都要在家轮番

“切磋”球技。挥拍开打，弧旋、削球、推挡、扣
杀，一两个小时的锻炼后，大家的身体瞬间轻
松很多。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赵志军坦言，利用在家的时间，锻炼好身体，提
高抵抗力，对抗击疫情很有帮助。

家住市区元宝街小区的刘玉，以前热衷于
每天去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疫情发生后，她和
姐妹们立刻取消了聚在一起跳舞的约定，纷纷
在家，打开音乐，跟随节奏舞动。“特殊时期，绝
对不能外出添乱！在家里适当运动，还能带动
老伴和媳妇一起活动，既能放松身心，又增加
了亲人之间的沟通。”刘玉笑着说。

记者还发现，不少市民将“套圈”、“投壶”
等民俗游戏搬进了客厅。市民侯亮亮坦言，这
样的游戏，家庭成员参与度高，把“无聊”的时
间变得有趣，充满欢笑。

“私房油条”、“秘制凉皮”、“私家蛋糕”，最
近一段时间，不少市民都将自己新学的菜品传
上了朋友圈。

“为了打发时间，假期我开始练厨艺，一忙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家住市区锦绣华府
的市民李亚婷，最近一段时间在“抖音”、“快
手”等平台学做菜。2月12日，她用电饭煲做
出了蛋糕。在她看来，虽然家里食材工具有
限，但这反而增加了家庭成员的互动。打发蛋
清由丈夫帮忙，拌面粉、搅牛奶则由孩子动
手。蛋糕做完后，孩子还用水果、饼干作为点
缀，给蛋糕“美容”。

“以前做饭是应付，现在做饭是钻研。”市

民吴紫娟说，大部分饭店停业后，自己跟着父
母学习，现在不仅学会了几道家常菜，连做包
子、蒸馒头也都熟练掌握了。

记者发现，市区所有小区均实行封闭式管理，
但是几乎家家户户的“菜篮子”都是满满当当。原
来，最近不少超市和菜场都开通了“无接触”配送
活动，米面、蔬菜、水果、肉蛋、粮油在网上轻松
选购，经过严格消毒后，会被送到小区指定提货
点，降低了人与人传播风险，方便市民买菜。

“宅在家，既是为自己而战，也是为他人而
战。”95后市民颜炎坦言，现在菜品配送方式
安全、安心，利用时间好好学做菜，也是度过

“宅”时间的好方法。

““武汉加油武汉加油，，爸爸加爸爸加油油””

打球跳舞套圈打球跳舞套圈““宅家宅家””一样能行一样能行

厨房厨房““小白小白””晋升厨艺晋升厨艺““达人达人””

小区业主齐唱小区业主齐唱《《歌唱祖国歌唱祖国》》高喊加油高喊加油

“足不出户，安心‘宅家’，共抗疫情”是最近一段时间，所有宣城市民的一致共识。
自宣州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城区防控工作“十个一律”通告，对城区所

有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来，市民们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做好自我防护、居家防控、
减少外出。“宅家”时间里，大家在通过电视、网络密切关注疫情的同时，也纷纷通过
在家看书学习、健身、游戏等方式来丰富居家生活，让“宅”变得有滋有味。

致敬“逆行者”

全市43家景区对全国
医务工作者免费开放

心怀乡梓情
携手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