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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均：身残志坚的养鸡大户
本报记者 赵青

疫情中“盛放的康乃馨”
——致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妈妈”

（上接1版）
5月 4日，济南市民吕先生与

好友在一家酒店小聚。餐桌的公

共区域空荡荡的，本该整盘上的

菜品，此时被均分成 6 等份摆在

每人面前。济南市自复工复产按

下“播放键”，餐饮业陆续恢复堂

食，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适应这

种“分餐”模式。“分餐制不仅是应

急之举，更应是长久之计。”吕先

生说。

“我们的公勺公筷都是一次

性的，绝无重复使用，请大家放心

就餐。”在成都邛崃市的一家西餐

厅里，运营经理廖秋萍主动为顾

客送上公勺公筷，并告知使用公

勺公筷的好处。

从“一盘菜”到分餐制，从混

用餐具到“个人专属”，疫情之下，

筷来箸往、围桌而食的餐桌文化

被打破，“分餐制”的就餐文明新

风正在各地上演。从拒绝“舌尖上

的任性”到呼唤饮食文明，人们更

加尊重、保护和敬畏自然。

志愿服务
筑牢“心理防线”

经历过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人们对爱国卫生运动就会有

更深刻的理解。据悉，当前各地爱

国卫生志愿服务队伍正不断壮

大，在做好健康生活方式“宣传

员”的同时，也在努力做好防控矛

盾纠纷的“调解员”、精神卫生健

康的“守门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爱

卫部门通过各种形式，为民众提

供“暖心”服务。

杭州市全面畅通心理援助热

线17条，截至目前已安慰、开解、

帮助来电人员 600 余位。及时对

基层一线人员、隔离人员、广大市

民群众专送心理状态测评和心理

援助，目前全市累计现场心理危

机干预2万余人次。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济南

某中学教师曲怀英的朋友圈里，

有个特殊的组群，名叫“波罗峪温

暖一家人”，群友都是她在疫情期

间曾进行过心理疏导的隔离留观

人员。在这个群里，所有的疑问都

会得到合理的解答，所有的沟通

都充满了真诚和善意。

“疫情防控期间，经常会遇到

嫌麻烦不愿意配合的居民，我们

志愿者上去解释，他们更愿意

听。”深圳宝安区新安湖社区义工

队队长王丽丽说，几个月来，随着

爱国卫生志愿服务的不断深入开

展，越来越多社区、市民、企业从

“被动配合”转为“主动参与”。

在许多城市的“基层细胞”

里，都活跃着爱卫志愿者的身影。

一代接一代的社区卫生宣传员，

退休不退岗的“老娘舅”“老舅

妈”，还有防疫青年先锋号，爱国

爱卫“红领巾”……

“我们努力让基层治理更精细，

服务百姓更贴心，大家按部就班、各

司其职，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战

胜。”杭州小营巷社区党委书记曹琛

在谈起城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

时，分享了一段珍贵的记忆：

“那是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

我走在空空荡荡的巷子里，没有

看到一个人，但我闻到了饭香，听

到了婴孩的啼哭声和妈妈轻声的

抚慰，甚至听到了池塘里金鱼跃

出水面的声响”“很多时候，这就

是我们要守护的美好。”

（新华社 俞菀 王志 董小红
刘良恒 赵丹丹 颜之宏 王丰 安
路蒙）

◆ “把你的名字写在
防护服上”

汗水浸湿了衣衫，护目镜在脸

上勒得生疼……无论在武汉的工作

多辛苦，看到防护服上儿子的名字，

31 岁的刘晓萌觉得有一股强大的

力量支撑着她。

刘晓萌是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

院的主管护师，也是天津首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成员，在定点医院武汉

市武钢二医院工作时，她用马克笔

在防护服上写下“刘润贤妈妈”。

“儿子是我的力量源泉。”刘晓

萌说。

“刚开始不敢和他视频，怕他哭

闹，只能在和家人视频时偷偷看一

眼在一旁玩耍的他。”得知3岁的儿

子无论吃饭、睡觉还是玩耍，都必须

把她的睡衣带在身边，刘晓萌心里

一阵酸楚。

刘晓萌把想对儿子说的话写成

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妈妈特意把

你的名字写在防护服上，就像你时

刻在我身边。等你长大了，希望你会

为此感到光荣。因为，妈妈在武汉的

经历，你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

这次驰援湖北的经历让刘晓萌

对母亲这个角色有了新的感悟。“母

亲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希望孩子长

大后为我感到自豪。”刘晓萌说。

◆ “长大后我愿变成
你的样子”

3月 8日，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正

式宣告休舱。这天，在方舱医院连日

奋战的王义凤通过微信收到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11 岁女儿发来的

一幅儿童画，上面写着“女神快

乐”。

“孩子对我说，想以这种方式帮

妈妈庆祝节日，祝贺妈妈顺利完成

方舱医院的工作，我感动极了。”每

次看到女儿发的这幅画，王义凤都

湿了眼眶。

今年 39 岁的王义凤是天津市

永久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也是天津

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疫情

暴发后，虽然不舍得孩子，但她还是

主动请缨，毅然踏上驰援湖北的

征程。

清洁医护人员“出舱”通道环

境、收集新入院患者各项信息、为

患者采集咽拭子标本……进入方

舱医院“红区”后，作为巡回护士

的王义凤工作忙碌。感到疲惫时，

视 频 中 孩 子 的 问 候 总 能 让 她

放松。

“我时常会把医疗队队员和患

者互动的视频发给女儿，向她介绍

我的工作情况。孩子说要以妈妈为

榜样，我听了心里特别自豪。”在和

女儿的互动中，王义凤不仅倾注了

温暖的母爱，也将一线医护工作者

无私奉献、冲锋在前的“超级能量”

传递给了孩子。

“我的妈妈，我永远的天使，长

大后我愿变成你的样子，做一个敢

为祖国牺牲的天使。”从武汉返回天

津后，女儿在给王义凤的诗中这样

写道。

◆ “希望像妈妈一样
承担起生命之重”

严密筛查发热病患，与院内专

家组视频连线会诊……从1月21日

医院启动发热门诊开始，55岁的陈

桂君一直奋战在发热门诊一线。

陈桂君是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

院传染科主任，疫情暴发初期的 2

个多月里，她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只是偶尔打个电话或者通过视频看

看女儿。

女儿时慧华在医院的微信公众

号上看到了许久不见的妈妈的照

片。“她戴着口罩，显得很疲惫，我

有些心疼她。”作为天津医科大学的

一名医学专业的学生，时慧华理解

母亲的付出。

19 岁的时慧华当起了母亲的

“助手”。她时刻关注新闻，浏览医

院公众号，查看发热门诊候诊人数，

并用打电话或发信息的方式告诉妈

妈疫情的最新进展。

“孩子在疫情期间成长了许多，

我希望她对医生这个职业能有更深

刻的认识，能够永怀医者仁心。”陈

桂君说。

“我打算在母亲节送妈妈一支

口红，希望她摘下口罩后，抹上红

唇，露出最美的笑容。”时慧华说，

“未来如有需要，我也希望像妈妈一

样承担起生命之重，‘逆行’而上，

这是‘白衣战士’的光荣。”

（新华社 栗雅婷 宋瑞 刘惟真）

开启“规范化”养鸡模式

13 岁时，曾德均因左腿髋关

节化脓，导致左腿肌肉萎缩致三

级残疾，坚持读完初中后只能在

家务农。婚后育有一子，却因脑瘫

后遗症，只能靠双拐行走，夫妻因

此离异。

曾德均虽然身有残疾，但脑

子灵活，胸怀大志。无法外出务

工，他就靠零散养鸡赚钱生活。

“一两只鸡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建

个养鸡场”。渐渐地，他萌生了通

过养鸡致富的想法。2011 年，曾

德均东拼西凑了 3 万元钱，租下

一间约 800 平方米的旧房，改装

搭建了一个简陋的鸡棚，开启了

“规模化”养鸡的奋斗岁月。

鸡棚成形后，各式各样的难

题相继出现：进鸡苗、进饲料、进

药品、管理病鸡……每个难题都

敲打着从零起步的曾德均，但内

心强大的曾德均没有妥协。他通

过朋友介绍，带着病鸡长途跋涉

至成都，走进省农科院求助。他还

多次前往眉山市彭山区接受养殖

技术指导。几番周折后，曾德均把

自己培养成了养殖技术员。边养

殖、边学习，干劲越来越足。

2016 年，曾德均申请到 2 万

元钱的残疾人创业补贴，增建了

9 间幼鸡培育室，并申报成立了

甘洛县永祥养殖专业合作社、凉

山州残疾人创业示范基地，正式

开启“规范化”养鸡模式。

在逆境中努力前行

正当养鸡事业越来越好的时

候，因为缺乏经验、条件有限，曾

德均的鸡棚因为“气味儿”遭到了

周边居民投诉，被迫停产歇业。

曾德均也因此犯了愁。幸运

的是，他得到了广东佛山对口帮

扶工作组的关注。2019 年，曾德

均在工作组和县残联的帮助下，

搬迁了鸡棚，并协调到10亩土地，

建成了三厂一池：5000平方米的

成鸡厂、800平方米的幼鸡厂、700

平方米的蛋鸡厂、200立方米的沼

气池……总投资达 98万余元。其

中，工作组注入产业帮扶资金 60

万元，挂牌广东（佛山）对口凉山

扶贫协作扶贫车间，吸纳周边贫

困建档立卡户共同发展。

“从鸡场选址、土地协调到政

策支持、资金帮扶、补充手续，政

府给了我很多帮助。”曾德均感激

地说。

2020 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甘洛县交通受到管制，永

祥合作社陷入了饲料、药品进不

来，鸡出不去的“尴尬”处境。令曾

德均感动的是，在疫情稍有缓解

后，政府部门为他办理了通行证，

允许他把鸡带到各村售卖。心怀

感恩的曾德均无偿为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鸡肉，

并主动要求检测部门前往合作社

对所捐鸡肉进行检测。

助力贫困户脱贫

在曾德均的带领下，合作社

形成了一条从鸡苗到成鸡的养殖

产业链。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提

升，基础设施条件也在不断改善，

新型生产、监控、管理等标准化设

备的采购相继启动，屠宰场、冷凝

室等工作车间也开始筹建。此外，

合作社还将继续拓宽内外线销售

渠道，把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不

少人慕名而来，购买鸡蛋、鸡苗、

成鸡等。“目前成鸡销售还有困

难，当务之急是打通成鸡的销售

渠道。”曾德均说。

作为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属，

曾德均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内心

对残疾人及其家庭充满同情，也

更能理解残疾人家庭生活的不

易。目前，合作社有30户股东，其

中25户有残疾人，曾德均十分愿

意聘请残疾人到合作社务工，并

动员残疾人参与发展生态鸡养殖

产业。

曾德均还有一个想法——吸

纳更多贫困户参与养殖，形成一

条“1+N+1”的养殖销售模式：由

合作社提供鸡苗，让贫困户养殖，

再由合作社销售。“技术有指导，

销售有保障，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的贫困户加入。”曾德均对未来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

2019中国西部
文化指数出炉

本报讯（记者 赵青）5 月 8日，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中国西部文

化指数（2019）新闻通气会，会上发布

的中国西部文化产业指数（2019）显

示：四川居西部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综

合指数第一、重庆居西部文化消费综

合指数第一。安逸四川、网红重庆占

据西部文化产业供给和需求两极。

据了解，该指数由中国人民大学

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四川文化创意

产业研究院共同研发，综合反映了我

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

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为新冠肺炎疫

情之后西部文旅产业的复苏和文旅

消费的重振提供政策参考。中国人民

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

洋洋解读该指数结果时表示，西部地

区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进一步缩

小。四川高居西部省市文化产业发展

综合指数第一，排名前五的其他省市

依次是陕西、重庆、内蒙古、广西。总

体来看，西部地区文化消费综合指数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由去年的

3.6%缩小至2.9%。

专家指出，当前西部文旅产业呈

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初步形成以川、

陕、渝为龙头的产业布局；西部地区

文化和旅游融合趋势进一步凸显；文

化产品内容质量的提升成为西部消

费者重要诉求；文化消费优惠政策影

响力日益扩大；文旅金融创新、营商

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对外文化交流

等文化产业生态环境需要继续健全

和完善。

成都高新区
出台政策
助力科技创新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近日，成都市高新区出台《关

于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政策分为提升创新能力和创

业活力、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促进开放创新和国际竞争三部分内

容，涉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投

入、科技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高

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等19个方面。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高

新区旨在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

优化服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让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近

年来，成都高新区不断加大科技创新

扶持力度，积极鼓励各类企业加大研

发，并实施“金熊猫”人才计划，出台

促进人才资源向创新动能转化若干

政策，为各类人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

四川开展
救助管理服务质量
大提升行动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为切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合

法权益，推动救助管理服务水平明显

改善和提升，四川省民政厅、省委政

法委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

大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开展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

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共分动员部署、组织实

施、巩固深化三个阶段进行，将聚焦

照料、寻亲、安置、巡查和源头治理等

重点环节，通过实施照料服务达标行

动、救助寻亲服务行动、街面巡查和

综合治理行动、落户安置专项行动、

源头治理行动、救助管理干部队伍素

质提升行动六大行动，围绕开展“大

爱寻亲，温暖回家”主题救助寻亲、持

续做好“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

专项救助以及重点帮扶易流浪走失

人员等，全力保障流浪乞讨人员人身

安全和基本生活。

四川省第12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线上
科普宣传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5月 9日，

由四川省减灾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

厅牵头主办，四川省防灾减灾教育馆

承办的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线上

科普宣传周正式启动。市民可以通过

线上窗口，了解到四川省基层一线应

急能力建设、森林防灭火、汛期抗洪

抢险紧急救援、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技

能科普等。

据了解，四川省第 12 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线上科普宣传周活动以“提

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

的人民防线”为主题，以线上活动、

远程科普、全民宣教为主。活动旨在

向社会大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进一

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

高度关注，切实提升社会公众对各类

灾害事故的防范应对能力。

启动仪式上，四川省应急管理

厅-四川大学综合减灾研究中心、四

川省防灾减灾教育馆、川大灾后重建

与管理学院联合省内多家单位共同

发起“四川省安全教育培训基地联

盟”。该联盟的建立旨在打造和提升

四川省立体式、区域化、情境化的应

急科普教育基地群，促进四川特色安

全教育创新品牌，各基地将在宣传周

期间展开防灾减灾系列行动。

启动仪式当天，由国家应急管理

部新闻宣传司指导，四川省减灾委办

公室、省应急厅主办的“城乡安全公

益大讲堂”面向群众线上开讲。全省

应急科普教育也将采取“非聚集、多

媒介、全受众”方式在各地有序展

开。在接下来的科普周期间，各市州

减灾委、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还将

组织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和服务

活动。

她 们 是“ 战

士 ”，新 冠 肺 炎 疫

情暴发后，披上白

色“战袍”，承担起

生命之重。她们也

是 母 亲 ，离 开 孩

子 ，“ 逆 行 ”奔 赴

“战场”，展现出大

爱担当。

“曾师傅，今天我们一家人是专门开车来买你的鸡的，就图个放心！”5 月 2 日，钟女士来到

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永祥养殖专业合作社，挑选了几只生态鸡准备用来招待客人。看着喜笑

颜开的顾客，合作社负责人曾德均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曾德均是甘洛县田坝镇殷家湾村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殖大户，他靠养殖、销售生态

鸡，不仅自己顺利脱贫，还带动了身边一帮人成功摆脱贫困。

青羊区总工会举行
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连日来，

成都市青羊区总工会举行了“劳动创

造 不负韶华 聚心战疫 使命担当”主

题宣传系列活动，展示广大职工群众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正能量。

据了解，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分为

《凝心聚力·防控篇》《创新服务·复

工篇》《劳动创造·复苏篇》3个篇章，

融合了图片、摄影、诗歌、打卡等众

多元素，全方位多角度回顾了青羊机

关干部、医务人员、公安干警和广大

劳动人民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

济复苏中展现出的坚守担当、平凡奉

献的无数个精彩瞬间。

此外，活动还结合云展览、云展

播等方式，同步在园区、街道、社区

进行巡展，深入辖区企事业单位、职

工群众和社区居民中进行宣传，进一

步凝聚了全区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