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 歌
责任编辑/熊先军 编辑/何洪金 美编/曾晓华 校对/郑国耀

072022年4月18日 星期一

品读诗词

呢喃的燕子，啄醒了
沉睡的土地
她们把一粒粒的尘土堆起来
便迎来了春天……

雪化了、树绿了、花开了……
暖暖的春，落了一地
我们在大地上与春一起舞蹈

美丽的春景里
一片繁忙的景象，唯有
精灵般的鸟儿们自由飞翔……

春来了，宛如一幅画
挂在天边，越看越美
却又触不可及……

母亲

天没亮，母亲就下地了
穿着厚厚的夹袄
给园子里的树授粉
每年春天都是如此……

勤快的母亲
给园子换了新篱笆
那些盛开的花枝
懒懒地躺在篱笆上晒太阳

望着，园子里的这些树
我，羡慕极了
好想变成树上的一根花枝
让母亲再摸摸我……

春如画（外一首）
刘治军

油菜花海

春天的衣服上
母亲连夜缝出
大片金黄色补丁

春雨

憋了一冬的话儿
细细撒落
世间万物 静心倾听

春笋

童年的青涩和懵懂
在拔节声中
昂首挺立

垂柳

几声鸟鸣跌落湖面
无数双嫩绿小手
争相打捞

蛙鸣

它们用自己的战鼓
演绎情感
滋润所有黑暗

老家

雁阵路过故乡时掉落一粒种子
坎脚下绿油油的秧田
是它的身份证明

桃花

几片红晕
在小溪旁顾影自怜
惊皱一池春水

候鸟

飞越过千山万水
从未迷路
头雁 功不可没

与春天有关（八首）
谢勇

画中游 张德华 摄

思索山水的风韵，偏爱浮生
或随小桥流水，或醉平潭春月
有温度，有距离，有渴望
朦胧中倾诉岸影婆娑
有幸结识不知名的昆虫

忘了夜的寂寞，泉水倾泻
波光粼粼酿出春酒
醉了时光，不负切切心期
我跟随自然畅快呼吸
一阕春词道出真意

不辜负眸子的深邃
等待桂树下的汉子醒来
在岁月的长河里留下踪迹
在故事中盼望着，寻觅，寻觅
一阵雷鸣，任由赤足走过翠影

山村春事

雨打春枝，是一汪春水涵养生灵
让氤氲的水气将人间包裹
所有秘密藏于寂静中，需要细寻
想让来者知道幽兰的君子气
想让归客拈朵桃花，寄回暖暖的心

农耕者最惜湿润的春泥
跟着牛铃儿与牧笛，踩下痕迹
传承习俗，在村歌中诉说远方
直到晚霞混着那缕炊烟
悬浮在云层深处，捎去村庄的讯息

当东风拂过发丝，耳边响起叮嘱
在花间，透亮的露珠映出醉意
精魂悠然醉酒，落入春的怀抱
做一个相信梦的使者，约定终身

我是自然的孩子

夜空寂静，月光洒落床头
需要一个梦被星星装饰
调出七种颜色，在东风中温暖
在银河徜徉，与十二星座对话
点燃神话留给心的明灯

回忆便是时光，未知与懵懂
调和成每一天的经历
当花香飘至最高的树梢
钟情自然，等待怦然心动

呼吸中循着自然的规律
虔诚地守望，是记忆中的春事
点燃诗意在口中吟哦
将所有故事归于长亭风尘
在笔尖滑落古今热切的心绪

漫步春夜
（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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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13日，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集团）疫情防控督查检查组来到
乐山市新区医院和乐山高新区城市综合体等项目现场，进行
常态化疫情防控检查。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项目的入口处都设有防疫监测
点，配备了隔离室和防疫物资储备室等。

“除了对集团在建项目工地进行检查外，我们还把园区
企业、乐山市第二污水厂、结对帮扶的安谷镇敬老院和代管
的星河苑、惠安苑小区等，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内容。”
据高新投集团督查检查组人员介绍，为切实履行疫情防控责
任，从4月1日起，检查组的党员同志们均放弃了休假时间，
坚持每日督查、每日通报。

据了解，本轮疫情发生后，高新投集团立即组织召开了
疫情防控紧急部署专题会，迅速成立集团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各部门、子公司负责人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分别
组成信息传递、人员排查、物资储备、工地管理、园区管理、物
业管理、监督检查等工作小组，严格执行来（返）乐人员报批
手续，坚决落实关键措施，严肃逗硬防疫纪律，进一步织牢、
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和“监督网”，做到疫情防控和项目建
设“两手抓”和“两手硬”，全力保障发展大局。

织密防疫“安全网”
确保项目施工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鲁倩文）4月16日下午，在金
口河区，一辆标有“浙川东西部协作绍兴市上虞
区捐赠”字样的移动核酸检测车停靠在该区永和
镇红华工人俱乐部广场，该区疾控中心检测人员
正在车舱内对采样点送检的样本进行检测。

“感谢上虞区的真心帮扶，有了这辆移动
核酸检测车，将大大提升金口河区的疫情防
控能力。”据金口河区卫健局局长卢庭丽介
绍，此前由于医疗资源限制，全区单管核酸日
检测能力仅为1440人份/日，如今单管检测能
力可达5000人份/日，将有效提升全区核酸检
测应急处突能力。

据了解，该辆移动核酸检测车搭载高精尖
检测设备和数字化处理技术，可迅速开展户外
流动采样，并对采集样本进行快速检验、检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特别是当前国内疫
情多点散发的严峻形势下，金口河区可利用该
车的机动调度优势实现对重点区域就近检测。

作为金口河区2022年东西部协作的9个
重点项目之一，金口河区疫情防控能力提升项
目共安排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750万元，除安

排450万元购置移动核酸检测车及相关设备
外，还将投入300万元助力新建防疫隔离用
房。同时，金口河区防控办在上虞区帮扶专技
人才指导帮助下，借鉴上虞工作经验，成功开发
上线“金口河区外来（返）金人员防疫信息报备”
系统，在本轮成都及乐山疫情期间摸排管控区
外来（返）金人员工作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这是最温暖的互动。”在金口河区挂职
帮扶的上虞前方工作组相关负责人说，自新
一轮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启以来，上虞与金口
河两地交流不断深入，全方位、多领域、深层
次的协作格局逐步形成。2021年以来，上虞
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金口河全方
位帮扶的同时，陆续向金口河捐赠了部分防
疫物资。2021年12月，在上虞疫情爆发全区
封控的最吃紧时刻，金口河区紧急调拨85吨
土猪、土鸡和高山有机蔬菜等生活物资驰援
上虞。如今，上虞区投入750万元助力金口河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生动诠释了守望相助、共
克时艰的兄弟深情，将进一步促进两地东西
部协作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东西携手齐抗疫 温暖互助战疫情

温
暖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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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小”牵动千万家庭，关乎民生福祉。
疫情期间，犍为县的老弱病残群体，特别是封

（管）控区和集中隔离点内的失能、独居、留守老人及
特殊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

自疫情以来，犍为县相关部门就“一老一小”情
况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县范围内共有困境儿童
164名，留守儿童2900多名，失能老人408人，独居
老人601人，留守老人479人。根据摸排情况，当地
专门建立台账，加强关心关爱，开展了系列生活服
务保障工作，为“一老一小”撑起了防疫“保护伞”。

餐食贴心 生活服务很温暖
“王婆婆，今天的饭菜还合口味吧？平时有没

有啥忌口……”在犍为县玉津镇南盐社区，每到饭
点时间，78岁的封控区独居老人王婆婆，都会从社
区志愿者手中收到热腾腾的饭菜。

王婆婆的孩子在外地工作，她所居住的南屏小
区，是一个没有门卫、无人看守的老旧小区，于4月
3日被划为封控区。“南盐社区纪委书记周剑也住在
小区里，大家内外联动，立即组建起临时党员先锋
志愿服务队，开展防疫保障各项工作。”玉津镇纪委
书记吕小英说。

经过上门排查，南屏小区有3户共4名无人照
料的老人，年龄都在75岁以上，由于小区进行管控，
他们的生活需要社区提供支持。

“我们把需要送饭的老人楼栋号贴出来，大家
换班后，首先关注的就是老人的吃饭问题。”周剑介
绍，社区将老人和孩子放在首位，根据他们的实际

需求，采取针对性贴心服务。“比如小区里的学生开
始上网课，为了不耽误学习，就让他们优先进行核
酸检测。”周剑说。

关心关爱“一老一小”，温暖体现在点点滴滴每
一个细节。

在封控小区东方花园与翠湖公园，出现了婴儿
奶粉短缺的情况，且所需的奶粉品牌较为少见。了
解情况后，玉津镇一线管控工作人员在商户关门、
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多处走访询问，第一时间联系到
商家，为婴儿家庭提供奶粉等补给。

在多个集中隔离点内，隔离人员里有老人、小
孩、病人、孕妇等群体，对餐饮有非常具体的特殊需
求。“2份老年餐不要豆制品、海鲜类、花海椒”“4份不
辣儿童餐、多加蔬菜”……综合保障组开展“个性化”
定制服务，让特殊群体吃得饱、更吃得好。

“菜单式”的用心保障、贴心服务，让“一老一
小”群体感受到犍为的防疫“温度”。

看病不愁 医疗服务有保障
80岁的广秀珍是一名透析病人，4月3日，她所

居住的小区被划为管控区，如何透析治疗，成为家
人最着急的事。

好在，犍为县专门安排了定点医院，对广婆婆
这样的特殊重点人群提供医疗救治服务。“我们把
广婆婆设为‘末班’透析病人，在其他病人结束治疗
后再开始治疗，前后都会消毒，确保整个环节的安
全。”在犍为县中医医院透析室，护士罗雅萍介绍，
这样的“末班”病人，科室里共有3位。

疫情期间，犍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服务保障工
作，针对封控区、管控区和集中隔离点以内的“一老
一小”等特殊重点人群，建立了临时医疗点，开展上
门服务、互联网医疗服务、转运服务等。

封控小区众恒中央公园E区有多名儿童，需要
日常看病问诊。小区住户、犍为县人民医院外科医
生徐吉平主动亮明党员身份，组建小区特殊患者微
信群接受咨询，并积极对接医院，为小区住户提供

“线上”医疗服务。
新兴酒店集中隔离点内有一名高龄糖尿病患

者，用药需低温保存，但隔离点的设施无法满足需
求。得知情况，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积极和有关部门
沟通协调，及时将冰箱运送至隔离房间内，解决了
病人在隔离期间的用药难题。

记者了解到，自疫情以来，犍为县持续加强“一
老一小”服务，针对排查出的困境儿童落实81个部
门和国有企业实施帮护“一对一”，切实解决疫情期
间生活、就医等问题；针对排查出的留守儿童，充分
发挥203名“儿童主任”的作用，逐一落实帮护措
施。

“针对老人的实际困难，严格执行养老机构封
闭管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根据老人的实际需
求，按需配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并邀请专业老
师对工作人员和老人开展线上心理疏导服务，保障
老人身心健康。”犍为县民政局局长张林介绍，目前
已落实民政临时救助金50余万元，全力做好“一老
一小”的生活服务和保障工作。

记者 宋雪

各项目入口处都设有防疫监测点 记者 唐诗敏 摄

上虞区捐赠的移动核酸检测车
金口河区委组织部供图

为“一老一小” 撑起防疫“保护伞”

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特殊重点患者的医疗救治 记者 宋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