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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生活

2020 年新年伊始，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在
这场抗击疫情战役中，四
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梨树

“辽河农民画”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钱洪满，用手中的
画笔创作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用文化的力量提振大
家士气，表现出一名文艺
工作者的文化自觉和职责
担当。

大 年 初 一 ，钱 洪 满 和
妻子王洪梅、女儿钱璐在
网 上 组 织 农 民 画 学 员 志
愿者第一时间创作，他们
利用微信群辅导作者，并
且 开 始 编 写 制 作 农 民 画
防 疫 宣 传 资 料 。 他 们 以
笔作“枪”，文艺抗“疫”，
用文艺的形式，礼赞在防
疫一线的英雄人物，为时
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截至目前，钱洪满及志
愿者们共创作抗击疫情农
民画作品 80 余幅，儿童作
品 100 余幅。

同时，钱洪满组织编辑
《四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众志成城抗疫情”民间艺
术品线上展》《梨树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民画基

地“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农民画作品网络展》《梨树
县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

“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民 间

美术作品网络展》《梨树文
化馆抗击疫情农民画线上
展》等作品，展出他和志愿
者们创作的作品 50 余幅。

剪纸作品《众志成城》
参加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组织的吉林省艺术家在
雅鉴艺术网《疫无情亦有
情》慈善拍卖会，将所得善
款捐献给武汉。

画笔、画纸、色彩，虽
不能驱散疫情阴霾，但它
是每一名文艺工作者心声
的表达：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

短时间内创作的作品
或许不太成熟、不够完美，
但表现的是广大文艺工作
者对奋战在一线英雄的崇
敬和礼赞，表达的是广大
文艺工作者朴素真挚的
情感，也是广大文艺工
作者们以己之专长
为英雄而唱的赞
歌。

画笔当“枪”文艺抗“疫”
□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您好，我是疫情防控督导
检查组的工作人员，想向您了解
一下防疫工作情况。有几个问
题需要问一下……”这是在双辽
市落实农村“十户联防”制度现
场督导考核会议上，检查组的负
责人接通电话后的开场白。

“现在村民可以小范围聚集
开展文体活动吗？”

“现在还不可以，我也在引
导负责的十户村民少集聚……”
辽西街巨丰村户长李淑媛说。

“村民家里有外省返乡人员
来该怎么处理？”

“首先要在村里登记，签订
居家隔离承诺书，隔离 14 天，
并向返乡人员说明隔离注意
事项……”农场鹿场分场党组
织书记李忠良回答。

“第一书记在岗吗？”

“在岗，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要求一直在岗。”双山镇元吉村
包村干部李岩刚说。

……
这次会议把话筒对准了农

村开展“十户联防”的户长、村党
支部书记和乡镇街包村干部，直
接提问，现场回答，变面对面督
导考核为电话连线考核。借助
手机终端，市委疫情防控6个督
导组对农村“十户联防”具体实
施、联防户组织协调、外省返乡
排查登记、居家隔离、村屯人员
管控、巡逻队工作开展及第一书
记到岗等情况，首次开展了“不
见面”“零距离”的突击检查。

看似平常的一个个问题却
能真实地反应出“十户联防”措
施的实际效果。双辽为什么要
实施“十户联防”制度，并且还要

对此进行现场督导考核呢？
村民们平时交往密切，农闲

时经常串门聊天，而且有些村民
有湖北亲戚。另外，村里路口
多、防外输入战线长。针对这些
实际情况，双辽提出了这一制
度。

“十户联防、邻里守望”。
每 10 户组成一个联防小组，每
个联防小组确定一名户长。联
防小组通过建立微信群等方
式，互相监督，人防人、人盯人、
户看户，小组负责人每天逐户
检查，发现小组成员外出、外来
人员进入或异常情况立即报
告，坚决防止疫区人员进入村
屯。在农村实行“十户联防”制
度，是双辽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精准把握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结合农村防疫工作实际作出
的科学决策。

现场督导考核是双辽创新
疫情防控考核模式、深入推进农
村疫情防控工作的一次成功尝
试。采取现场督导考核的方式，
亮点就在于，疫情防控特殊时
期，既减少了和村屯干部直接接
触，同时又能督导“十户联防”制
度具体落实情况，使党委和政府
的“嗅觉”灵起来、“触觉”佳起
来、“听觉”敏起来、“视觉”明起
来。

第一次探索、创新性地开展
此项工作，双辽就收获不小。

督导效果见细见实，通过现
场提问、现场解答的方式，及时
掌握“十户联防”制度是否到位，
明确还存在哪些问题。

督导效率显著提高，在两三
个小时内就能了解全市各乡镇
（街）场“十户联防”制度的落实
情况，提高了工作效率。

基层“疫”线近在眼前
——双辽市电话督导考核农村“十户联防”工作侧记

□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备耕在即，
因为疫情原因，我们农机技术人员
不能够面对面为您提供技术培训，
近期我们将把一些先进适用的农
机化新技术及农业机械安全操作
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微信进行‘线上
培训’，欢迎大家参与学习……”

眼下正是农民备耕的关键时
期，赵丽娜作为长春市九台区农机
推广站站长，创新工作模式，带领
技术人员提前谋划、提早行动，利
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技科普服务
平台”，成立网络课堂，积极开展科
普活动，建立“不见面”的农机技术
服务站，实现农机化专业知识互联
共享。

截至目前，赵丽娜已经组织建
立“农机从业者交流微信群”“基层
农技人员能力提升群”等4个微信
群。累计推送农机服务信息、农机
惠农政策宣传信息等2312条，网上
指导农民、新型农机经营主体进行
农机具检修和保养共3200次，推送
新技术、新模式、视频讲座12期，培
训农民近 2000 人。她还通过网上
互动随时随地解答农机化技术难
题，让农机化技术交流更便捷、更
顺畅，真正做到了防疫、备耕两不
误。

“赵姐白天要在疫情防控岗位
执勤，只能晚上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培训课件，前些天
胆囊炎和肾结石一起发作，疼得她冷汗直流，但是吃
了两片止疼药又投入到工作中，我们看着都心疼。”面
对同事的担心和身体上的疼痛，赵丽娜丝毫没有犹
豫，在已经坚守了卡点20多天后，又带领推广站的15
名志愿者迅速进入“角色”，赶去支援营城街道4个小
区350户居民的核查与出入登记工作。

“请出示您的出入证、身份证……”在执勤期间
除了完成登记排查工作外，赵丽娜还带领党员志愿
者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帮助清理院内积雪、
帮老人跑腿儿买菜。就在前几天，街道有一名从韩
国返回的 17 岁小女孩，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哭，赵
丽娜听说此事后，急忙给小女孩打电话安慰劝抚，
还派人送去食品，让异国返乡的她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等疫情结束了，我想给父亲道个歉。”这是赵丽
娜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情。赵丽娜夫妇都在抗疫
一线工作，父母难免会有些担心，有几次父亲去看她，
她“狠心”地将父亲“拒之门外”，父亲没有进屋，只是
把做好的饭菜放到门口，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看着
父亲蹒跚离去的背影，她禁不住泪流满面。

活跃在网络直播、奔走在街道小区、心系在防控
“疫”线……这就是赵丽娜的真实生活写照，她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情怀，彰显防疫一
线工作人员的大爱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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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
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
努力保障村民生活平稳
有序。为了有效减少村
民流动、最大程度降低接
触感染的风险，同时保障
村民生活物资需求，三家
子满族乡以东岗子村为
试点，开展“菜篮子”保障
工作。

东岗子村委会附近的
便民服务商店，以前仅经营成品商品，如今已经是果蔬生鲜琳琅
满目。疫情发生后，为了让村民在不出村的情况下也能购买到
青菜、水果、鸡蛋、粮油等生鲜食材，乡党委、乡政府带领各村干
部集思广益，研究出保障“菜篮子”的有效方法。利用各村食品
商店集中进货、集中销售的优势，与有条件、有意愿的商店负责
人协商，由他们每两天到批发市场购进各种生鲜食材进行分
销。在保证商品种类齐全、蔬果新鲜、质量可靠的前提下，销售
价格不能高于市内平均价格，让村民不出村也能购买到需要的
商品。

通过这种方式，既满足了百姓生活需求，降低了人员流动带
来安全风险，也减少了车辆出入给卡口带来的工作量，同时带动
了村内超市增收，有效保障了村民的“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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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吗 ？”
“ 不 冷 ，姐 姐 ，你

冷吗？”坚守在抚松县北
岗镇北岗村登记点处暖炉旁

“烤手”的双胞胎姐妹李焓、
李炜互相问候着冷暖。姐妹
俩自大年三十听说北岗镇政
府发出疫情防控号召后,便随
父亲李茂术志愿投入新冠肺
炎 疫 情 防 护 中, 一
个月以来她们每天
都会按时到达指定
登记处进行值守。

“ 这 俩 小 闺 女 ，这
么冷的天也是不怕
吃苦，跟着她爸妈
就出来站岗。”“大
娘 ，我 们 是 志 愿
者 ，疫 情 防 控 ，人
人有责！”像这样毫无怨言的
志愿值守，对于他们一家五
口，更像是家常便饭。

“姐，李义国，晚 9:30，开
车。”“朱先贵是女同志，给她
排 早 一 点 吧 ，毕 竟 天 太 冷

了
。”双 胞 胎

姐 妹 每 天 除 值 守
外 都 会 和 姐 姐 李 磊 一 起

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那就是
为北岗镇 300 多名志愿者进
行值守排班。因需要考虑
男、女，天气，是否成家，是
否开车等因素，姐妹们每天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
电话沟通、微信协调，面对
大爷、叔叔、阿姨等人，她们
都是礼貌有加，认真负责，
甚至连部分志愿者的电话

号码以及家中有几口志愿者
都能够熟记，其目的就是确
保将各个参与志愿的人员都
能够合理的进行值守，避免

“冲突”。
如今，各大、中、小学纷

纷宣布延迟开学的通知，两

姐妹并没因上“网课”而耽搁
志愿行动，“课外”时间她们
佩戴袖标，前往各大、小路口
巡逻，提醒百姓们少出门，戴
口罩等；面对年岁较大的老
人，她们主动上前讲解防疫
相关知识；面对返乡隔离人

员，她们自愿前
往其家中、为他
们 购 买 所 需 生
活用品。

她 们 虽 然
年纪小，却有着
为 家 乡 人 民 服
务的一腔热血；
她 们 满 怀 赤 子

之心，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用
实践践行着“00 后”们的担
当与责任；用实际行动拒绝
着任何一处“有可能”带来
的“不安”；用“路灯下”的自
己照亮着前方的路。

抗“疫”一线的姐妹花
□ 迟晓婷 本报记者 郭小宇

钱洪满和妻子王洪梅、女儿钱璐正在创作

超市品种齐全，充分满足村
民生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