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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进站了！”
3月1日中午，晚点近半个小时

的列车刚驶进宁国站时，我立即通知
在车站广场执勤的同事们。

“请大家排好队，不要挤……”站
台出口处，旅客们听到同事们的提醒
后，有秩序地做好出站准备。

我和同事们麻利地查验身份证
件，医护人员紧接着进行体温测量。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旅客们扫描二
维码查询行程，整个流程下来没有发
现异常情况后，我们才逐一放行。

我在六个卡点的“白加黑”

当日查验中，一对老两口因使用
的是老年机，无法扫描二维码，我查
验相关证明后放了行。遇到不知道
如何操作的旅客，我耐心地告知。

二十多分钟后，出站的旅客们终于
都散去了。

“今日进站31人。”我在防控工
作群里获悉了旅客人数。其实这样
的人数并不算多的。一天时间里有
五个班次的列车，其中晚上的旅客
最多。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我所
在的宁国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一天 24小时要参加全城 6个疫情
防控监测卡点的执勤，其中就包括
火车站。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开展
巡逻防控，因为疫情阻击和治安防
范都不能松懈。

火车站执勤结束后，我安排中
队特警值守，自己也带队到街面上
巡逻。途经我所居住时代广场小区
的时候，我忍不住地下车停留了一
会儿。

在小区门口，我的父亲施正田正
在卡点值班。我父亲今年67岁了，
曾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也是一位老党
员。这次疫情防控，父亲也是一直守
在小区门口。

临近下午1点，我和父亲打完招
呼后，又赶回大队开展正常勤务工作。

妻子也在战“疫”一线

连日来，我的妻子杨明珠也在守
“城”。

她是一名看守所民警。这段时
间，看守所疫情防控实行“三班制”模
式，15天上岗执勤、15天隔离备勤、
15天居家轮休。今天是她值班的第
14天，还要过16天才能回家。

我和妻子是2004年参加公安工
作时相恋的，一路走来也有16年了，
我们极少吵嘴。如今，儿子已读小学
三年级。

以前，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妻子
“一把抓”。这段日子，我遇到最头疼

的事就是孩子的学习。平日里，让我
带儿子玩可以，教作业就容易“上
火”。所以，现在一遇到教儿子作业，
我就特别想妻子。

当天下午4点多，我通过办公电话
与妻子聊了几句，妻子说“想儿子了”，
盼着时间过快一点，能早些回家。

我也想看看她。
看守所在战训基地内，大门紧

锁，实行全封闭管理。像我这样的
“自家人”都不准进入。远远地，我看
见妻子后挥了挥手。

太远看不清，我掏出手机点开
了相机功能，这样就能隔着屏幕看
一眼。

妻子不渴求什么，她和我一
样，都希望疫情早点结束，盼望早
点回家。

“疫情结束，我们一起回家”
—— 一对双警夫妻的别样团圆

◇口述 施翼 宁国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
整理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高鹏 文/图

采访中，记者看到不少餐饮店光
顾的食客络绎不绝，但是未见排队等
顾客扎堆“蜂拥而至”的现象。

“憋在家里这么久，今天终于可
以下馆子吃饭了。”家住市区碧桂园
小区的居民方晓说，开始还担心出去
吃饭是否安全，但是看到餐厅服务员
的消毒工作做得很到位，口罩、手套
一样不少后，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想把麻辣粉丝、宣城小菜面、火
锅、烧烤、凉皮、米线吃个遍，但是目
前反复思考后还是决定每周只出去
吃3次，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家住
市区西林小区的居民朱凤瑞说，她还
发现自己和其他“吃货”有了一项不
约而同的默契。吃饭时，大家都主动

要求扫码点单和移动支付。
早上吃一碗“小菜面”，是不少市

民的早点主打爱好。连日来，记者走
访部分早点小菜面铺看到，几乎每道
小菜上都配备一副公筷或分餐夹。
有的面铺还提供一次性手套给顾客
夹菜使用。

“爽快！一碗小菜面吃完后，感
觉一天能量满满。”3月15日上午，正
在“嗦面”的居民朱建表示，以前虽然
小菜面上放了公筷，但是公筷数量没
有这么多，且以前还有个别市民“不
讲究”，偶尔会出现用自己的筷子夹
菜的现象，但现在这种现象彻底消
失，相信以后大家外出就餐的好习惯
会全方位形成。

村里接单“书香外卖”
为留守儿童送去精神食粮
◇吕静 本报记者 戴丹丹

“阿姨，我想看昆虫、小动物的科普书，书屋里
有吗？”“有，中午给你送去，再给你带本《少年博
览》。”“好的，谢谢阿姨。”

3月11日，在郎溪县凌笪乡侯村村一处农家
书屋里，图书管理员接到这样一则电话，原来，打
电话的正是村里的一名学生小雨（化名），小雨是
一名孤儿，父母去世后便一直跟随着年迈的爷爷
奶奶生活，村里的娱乐活动少，闲暇时间看看课外
书是小雨最大的爱好。

放下电话后，管理员便开始从书架上挑选小
雨喜爱的图书，认真进行消毒、打包，趁着午休时
间，又将打包好的图书送到小雨家中，接到这份

“书香外卖”，小雨的嘴角也不自觉地露出了微
笑，其奶奶说：“谢谢你们还为他送来这些书，他
很喜欢看。”

据悉，早在2017年 3月为了丰富全乡孤儿、
留守儿童、贫困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凌笪乡便在
每个村都建立起农家书屋，小小的书屋虽然面积
只有20平方米左右，图书的种类也不多，但都是
孩子们喜欢的童话类、科普类书籍，每个书屋的书
本数量在300本左右，基本能够满足孩子们的课
外阅读需求，平日里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地在书屋
里阅读或借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孩子们在家无法外
出，但为了保证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间断，凌笪
乡文广站联合各村农家书屋发起“停课不停学、送
文化入户”服务月活动，将“农家书屋”扛在肩头，
走进农户门，为有需求的孩子送上“书香外卖”。
通过对农家书屋书籍进行筛选，挑选出适合未成
年人阅读的图书，整理制作成电子书单，小朋友及
家长根据需要通过村微信群、朋友圈、电话进行

“点单”，书屋管理员接到订阅后，对图书消毒、打
包并送货上门。

“本次活动中所有借阅书籍待疫情结束后再统
一归还，消毒后再重新放入书架。活动以来共开展
送书10余批次，借阅图书300余本，制作电子书单
11份，为65户留守儿童送去了他们喜爱的精神食
粮。”凌笪乡文广站站长朱俊介绍说。

3月9日一大早，
家住郎溪县十字镇双
铺村的贫困户吴尔平
开着三轮车，将装好
的几百斤肥料从家中

运到自家茶叶地里，开始田间施肥春季管理等工
作。站在吴尔平家的茶山远眺，碧绿葱翠的茶山上
薄雾弥漫，近处的茶园青翠欲滴，绿油油的茶园里，
一丛丛茶树整齐地排列着，茂密的茶叶紧紧地挨在
一块，淡淡茶香沁人心脾。

“这几天可能都会有雨，下雨的时候施肥能让
肥料加快溶解，有利于茶叶的生长。”记者看到吴尔
平的时候，他已经把肥料全部撒完，正准备回家休
息。吴尔平告诉记者，去年因为妻子生病，没时间
采摘茶叶，今年准备好好地打理自家的茶园。“现在
正是茶叶生长的关键期，我得去修剪茶树、施肥，过
些天还要准备去除草，现在修剪茶树主要是为了一
个月后的春茶采摘，修剪后的茶树高度方便采摘，
新冒的嫩叶品质也好，二月份把老茶叶卖到茶厂做
茶砖还挣了5000多元呢。”

今年50岁的吴尔平在2013年驾驶三轮车干
农活时出了交通事故，在家里休养了一年多时间。
因为无法干活，加上治疗的债务和子女的学费，一
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4年他家被确定建档立
卡贫困户后，在扶贫政策激励下，他起早贪黑在茶
园里忙碌，使茶园逐渐焕发生机。“我们这里的茶叶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还有人从外地过来买。这几年
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依靠党的好政策和自己
的一双手，精心管护好我家的这片茶园，每年都有
不错的收入。”吴尔平扳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正常年份，一亩能采摘春茶鲜叶百把斤，刨去人工
费和管理费，一亩纯收入近2000元，家里的茶园让
我家摘掉了‘贫困帽’。”

自开展脱贫攻坚行动以来，十字镇将包括茶
产业在内的特色种养产业扶贫，当成助推脱贫攻
坚的重要举措。不仅鼓励适合种茶的贫困户种
植茶叶，更为其提供选种、种植、管理等方面的技
术支持；同时鼓励茶叶企业优先雇佣贫困户，促
进贫困户就业；鼓励企业吸纳贫困户入股，获得
分红收益。在十字镇，像吴尔平这样的贫困户还
有很多，他们把茶叶作为自身脱贫致富路上的

“金叶子”，通过辛勤劳动发展产业,奔向脱贫致
富的康庄大道。

施翼用手机拍下与妻子杨明珠相见一刻。

餐饮恢复堂食：

重逢舌尖美味 防疫仍不松劲

吴尔平：
把茶种成脱贫“金叶子”
◇余克俭 本报记者 余庆

3月10日，我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
布通告称，自即日起，允许全市餐饮经营场所开展堂食服务。
一时间，这条令“吃货”们心情大好的消息，刷爆了市民们的“朋
友圈”。

餐饮门店防疫措施落实得怎么样？堂食秩序是否规范？
食客们多不多？大家吃得是否安心？连日来，记者带着这些问
题，走访了市区多家餐饮经营场所。

“你好，请出示您的安康码，佩戴
好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请伸出
双手，喷洒免洗洗手液或酒精”……

3月15日，记者来到市区万达广
场，发现这里的人流量比未开放堂食
时增加不少。餐饮楼层里，食客们
都主动严格执行“绿码+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进店消费，“黄码”和“红
码”人员不得进入，此外未测量体
温、不戴口罩者不得进入。在每家
餐饮店门口的体温记录本上，除进店
的食客外，还仔细记录了每一位员工
的体温。

记者发现，每家餐厅的大堂桌椅
布置比原先都有了明显变化。有的
将桌子间的距离拉大，有的撤销了部
分桌椅，有的则将桌子变成“隔板”让
顾客吃饭保持一定距离，基本都做到
了我市对目前堂食标准做出的规
定。即：大堂减少桌椅摆放，餐桌实
际使用数量不超过平时的50%，餐桌

间距不小于1米；大堂长条桌同排隔
位相坐，对面错位相坐；圆桌隔位相
坐，面对面距离不少于1米；包间（包
厢）只开一桌，顾客隔位相坐，面对面
距离不少于1米；不得拼桌，每桌人数
不超过10人。

看到店里又有了食客光顾，万达
广场内的一家餐饮经营者胡林十分
高兴。“我们在营业之前，对场所进行
了全面消毒，并对所有员工进行了上
岗培训，确保防控制度、员工排查、防
疫物资、场所管理、宣传教育、食品安
全等六个到位。”他坦言，只有防疫措
施到位，才能让顾客吃得放心、开心。

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部分早餐
店和大排档。记者发现，这些餐饮店
的防控措施依然严格。有的店里，每
隔一张桌子就摆放着一块牌子，上面
写着“此桌禁坐”的字样。有的则直
接撤销了部分餐桌配套的椅子，防止
顾客落座。

“除了日常消毒，现在客人一吃
完，我们马上还会对餐桌椅进行消
毒。”市区柏庄小区附近的一家早点
经营者肖燃说，目前就餐人数比以
往少了七成，大多还是以外卖打包
带走为主。

餐饮店恢复堂食，除了防疫要到
位，食品安全更不允许有疏忽。

3月12日，宣州区敬亭山市场监
督管理所的骆鸿飞等工作人员，来到
辖区各餐饮店，督促检查各餐饮店铺
采购、加工等环节的工作，确保各类
食材、食品来源可溯，全面禁止非法
食用、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督促各
餐饮店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对不
同类型的食品原料进行分开储存、分
开加工、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同时，
向各餐饮店发放《致广大餐饮业主的

一封信》，对复工进行指导。
记者了解到，目前宣州区敬亭山

市场监督管理所、鳌峰市场监督管理
所、双桥市场监督管理所等9个市场
监督管理所均每天两次，对督促经营
主体抓好从业人员管理、场所环境消
毒、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避免人员聚
集，确保防控要求宣传到位，食品安
全检查到位，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到
位。针对夜晚烧烤店等容易发生人
员聚集的现象，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还
加大了对各店的夜间巡查力度。

餐饮陆续营业 防疫措施严密A.

吃货“蠢蠢欲动”尝鲜“小心翼翼”B.

执法人员“上门”督促力度“不减”C.

◇本报记者 刘畅/文 戴巍/图

顾客在餐饮店按规定有序堂食顾客在餐饮店按规定有序堂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