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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快递还安全吗？
看邮政快递业如何把好防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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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网购成为不少居民
生活必需品的来源主渠道。快递小
哥的防疫措施严格吗？我收到的快
递安全吗？这是很多人在收快递时
的疑问。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服务，
来看看邮政快递企业是如何把好防
疫关口的。

1月 11日早上6点半，中通快
递石家庄桥西网点快递员杨艳峰穿
上工作服、戴上口罩来到网点。上班
的时间跟往常没有变化，不同的是，
今天进小区的方式比过去严格了不
少。“咱们快递员属于优先放行群
体，现在只需要提供‘三证’就可以
去上班了。”杨艳峰说，三证是指由
快递公司出具的工作证、身份证、核
酸检测通过的健康码。

目前，中通快递石家庄桥西区
的这个网点共有16名快递员，均已
符合复工条件并全部到岗。正式开
工前，该网点负责人会依程序安排
测温登记、口罩发放，并提醒每个人
注意寄递时的防疫安全。同时，每个
送件的快递员均配备了一个消毒喷
壶，快件交付给客户前，还会再次进
行消毒。

针对石家庄的特殊情况，顺丰
速运对每班次进出港快件全面进
行消杀，场地、车辆每两小时消杀
一次，快件到港后先进行一次车厢
消杀，卸车后再内外消杀一次，在

联系客户派送前会再次进行快件
消杀。同时，要求员工每天上班前
测量体温、查看绿码进行健康登
记；每位小哥配发口罩、护目镜、手
套、消杀喷雾喷壶等防疫工具，要
求严格自我防护，且每人每72小时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确认安全后
上岗。

申通快递在石家庄的20多个
网点、近300名一线快递员经过核
酸检测后，已开始配送。这些网点每
天环境消杀至少2次，所有人员上
岗前必须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上
岗需佩戴口罩、护目镜、手套，并随
身携带酒精消毒液，相关人员每72
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在申通快递的北京网点，实行
“七个100%”举措：即100%实行闭
环管理，100%进行防疫宣传培训，
进出人员100%登记，确保100%员
工佩戴口罩，100%进行体温检测，
外地返岗人员100%进行隔离，办公
场所100%每天消毒。

在圆通速递上海市三林分公司
内，负责装卸的工作人员对传送带
上的快递进行统一消毒。在处理和
运送包裹的过程中，他们全程佩戴
口罩和手套，平均每天要对15000
个包裹进行消毒。包裹装车前，网点
工作人员还会对空车车厢先喷洒消
毒液，完成这些流程后才会进行

投递。
中国邮政对所有国际邮件在进

出口运输环节进行消杀，对邮袋和
运载工具分别进行喷淋及紫外线照
射消杀。

河北省邢台市邮政分公司为确
保无接触投递，想出了“周转箱”的
办法。城区寄递事业部揽投站配备
有大、小两种型号周转箱，投递员电
话预约客户后将邮件放入大小对应
的周转箱内，并对周转箱和邮件进
行消毒。通过“快递员触摸周转箱、
用户触摸邮件”，有效完成无接触投
递，投递完成后对周转箱进行二次
消杀。

圆通速递对营业场所每日进行
场地、车辆、快件消毒，并对冷链、国
际进口和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
邮件快件、运输工具、操作设备进行
100%检测和100%消毒。对返乡过
年的高中低风险区域返岗人员，将
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隔离完成后再
上岗。

申通快递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规定有序开展业务运营，积极做好
人力、运力等资源的调配，调整快
件路由规划和末端配送，强化对各
个环节人员疫情防控举措的落实，
全力保障快件寄递通道的安全
顺畅。

（新华社 赵文君）

立德树人
播撒正能量

“世间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英
雄正以普通者的模样，在我们需
要他们的时刻，逆向前行……”
2020年4月13日，沉寂已久的龙
华镇中心学校迎来了开学第一
课，全体师生怀着崇敬的心情，在
阔别已久的德育课堂上，向奋战
在疫情一线的逆行者致敬。

立德树人，德育先行。近年
来，龙华镇中心学校注重学生行
为习惯养成教育，将思想道德教
育融入学科教学各个环节和学生
生活各个方面。学校不断优化课
程配置，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设
德育课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教育，以升国旗、征文、
演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等活动，
践行“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不
断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张
竞文、陈雯俐等4名学生被评为屏
山县“新时代好少年”，在全校掀
起学习优秀少年热潮。

在注重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的同时，学校还高度重视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师生心理辅

导室，每天安排两名有经验的教
师在心理辅导室为师生进行心理
疏导，并设置有专门的留守儿童
关爱室，组织开展亲情视频、集体
郊游、为留守儿童过生日等活动，
用心关爱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活动育人
让学生快乐成长

“过去（家乡）的房子都是低
矮的小平房，常常好几个人挤在
一间（屋子里），装修也很简单。但
现在几乎每家都盖了小洋楼，住
着可宽敞了，房间设计得可精致
了……”这是龙华镇中心学校学
生邓慧琳在参与学校举办的“颂
歌献祖国”征文活动中所写的《家
乡巨变》一文中的话语。

2020年 9月 23日至10月 10
日，龙华镇中心学校在全校范围
内开展了“迎中秋，庆国庆”主题
教育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爱国歌
曲诵唱，制作以“讴歌祖国伟大建
设成就，展现家乡巨大变化”为主
题的手抄报，以及“颂歌献祖国”
征文活动、“我们的节日—中秋”
花灯制作比赛等。“活动的开展旨
在进一步推进学校德育工作扎实
开展，对广大师生进行深入的爱
国主义教育，引导教职工创业、创
先、创优，激励学生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龙华镇中心学校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

近年来，龙华镇中心学校紧
紧围绕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开
展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有教师

“上晚自习”“走教活动”“师徒结
对”活动，有学生最喜欢的校园
活动“四大节”——艺术节、体育
节、礼仪节、读书节，有每天的

“两操”和大课间活动，有每个星
期精彩纷呈的“社团活动”，有利
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的“我们的
节日”活动，还有独具特色的书
法进校园、环保小卫士、法庭开
放日、生态文明教育、到敬老院
看望老人等各类主题活动……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把学生培养
成了“自信、阳光、博学、厚礼”的
孩子，让学生享受到了教育的快
乐和幸福。

以文化人
精心编织成长摇篮

“心有礼则心泰，身有礼则身
修，家尚礼则家大，国尚礼则国
昌。”在龙华镇中心学校的操场中
央，一面以“礼”为主题的文化墙
矗立在那里，引导师生要学文明、
知文明、行文明，做有礼之人。

这面文化墙是龙华镇中心学
校以特色“礼”文化为主题开展校
园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学校着力
打造了以“礼”为主题的操场文化、
楼道文化、班级文化、功能室文化，
精心编织学生成长的摇篮，营造浓
厚的“礼”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将
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中。

学校还设有校训、校歌、校徽
等校园文化标识，彰显校园精神；
建有专门的图书室、阅览室、微机
室、科技室，每天向师生开放，打造
了校园广播站，每天定时播放新闻
时事、文明礼仪、文学沙龙、生活小
妙招等内容，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是育人的摇篮。获评全
国文明校园的龙华镇中心学校将
以强烈的进取心和不竭的创造
力，进一步深化文明创建工作，继
续提升办学水平，努力凸显办学
特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让校园
文明之花常开不谢。

新华社南京1月24日
电（记者 陈席元）“小朵，
看我们给你带什么来了，
有你喜欢的公主裙。”24日
8点多，在江苏省泰州市海
陵区苏陈镇大冯甸村，海
陵团区委书记徐静来到小
朵家，为她添置过年穿的
新衣服。

小朵刚上小学一年级，
父亲重度肢体残疾，母亲精
神残疾，全家靠71岁的爷
爷打工维持生活。之前，小
朵在餐桌上写作业，和奶奶
挤一张沙发睡觉。2020年
11月，海陵团区委联合苏
陈镇政府和青年商会的企
业家，将小朵纳入“梦想改
造+”关爱计划。

徐静告诉记者，得知小
朵喜欢粉色，施工人员给小
屋刷上粉色的乳胶漆，购置
了粉色的书桌、衣柜、窗帘
和小床，给她一个独立的生
活和学习空间。“这个房间
太好看了，就像公主的城堡
一样，我要请好朋友们来
玩。”小朵说。

小朵是江苏目前已经
住上“梦想小屋”的 80 名

“事实孤儿”之一。这些孩
子的父母虽然健在，但由于
残疾、服刑、失踪等特殊情
况，事实上无法为子女提供
监护和照料。除了生活困
难，一些孩子在长期缺乏亲
情关爱的环境下，还出现自
卑、抑郁等心理问题。

记者从江苏团省委了
解到，在前期摸排建档基础

上，2021年江苏全面启动
“梦想改造+”关爱计划，预
计两年内筹款1.2亿元，按
每人1.2 万元的标准，为1
万名“事实孤儿”改造“梦
想小屋”。

“孩子们需要的不仅是
一间小屋、一笔资助，他们
还需要面对面关心和交
流。”江苏团省委书记司勇
表示，江苏团组织将建立

“1+3+6”项目支持体系，由
一名团干部、一名少先队辅
导员、一个社会组织结对联
系一名“事实孤儿”，每年
定期组织“暖冬行动”“悦
读计划”等6项关爱活动，
长期跟踪帮扶，引导孩子培
养良好习惯，为身心全面健
康发展“护航”。

冬日的南国，艳阳高
照。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
县富禄苗族乡归述村的
山坡上眺望，一座座具有
苗族特色的木楼鳞次栉
比。村里叮咚作响，不少
村民装潢新居，道路两
旁，孩童嬉戏玩耍，不时
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归述村位于海拔约
600米的山坡上，贫困发
生 率 曾 一 度 高 达
44.23%。新一轮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在一批批帮
扶力量的带动下，村屯的
道路、饮水、住房、产业等
发生巨大变化，如今贫困
人口全部清零，不少村民开启创业
之路。

“欢迎你到我家玩，佳肴美酒相
招待。燃起篝火同唱跳，阿哥阿妹等
你来……”寻着歌声，笔者走进村民韦
兰花的家中。身穿苗族服饰的韦兰花
一边唱着民歌，一边在直播间展示新
制作的民族服饰。

“我制作民族服饰有8年了。做网
络直播后，服饰卖得更好了。”40岁的
韦兰花说，2019年底，她注册了直播
账号，平均每天直播6个多小时，如今
拥有7000多个粉丝，民族服饰远销四
川、贵州等地，年收入超5万元。

一部手机、一匹布、一台缝纫机、
一把剪刀……这是韦兰花工作时的

“标配”。在直播间，她不仅推销自己制
作的苗族服饰，还向网友展示服饰制
作过程，讲述苗族风俗习惯。

“我没有想到，民族服饰可以卖得
这么好，最多一天能赚3000多元。”韦
兰花说，现在道路越来越宽，快递物流
越来越方便，产品也越卖越好。目前她
手上有6个订单，正忙着赶工期。新的
一年，她想扩大生产规模，带动其他村
民增收。

随着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越
来越多像韦兰花一样的村民返乡创
业，为乡村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2019年，富禄苗族乡岑洞村村民
姚仕辉返乡养殖了2000多只鸡鸭和
10多只羊。“村里交通便捷，可以直接
把家禽运到柳州的交易市场销售，今
年准备扩大羊的养殖规模。”姚仕辉
说，以前在外务工无法指导孩子学习，
现在可以更好地关注孩子的教育。

“现在家家户户住新房，年轻人开
始回流，村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大家
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岑洞村驻村第一
书记王迅说，如今村里因地制宜发展
油茶、杉木、优质稻及辣椒等特色产
业，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

走进岑洞村，一排排传统的木质
楼房映入眼帘。在脱贫户滚老定家门
口的空地上，木匠正忙着打磨木制架
构，为他装潢新房。“以前6口人住在
狭小的木房里，进门都要弯着腰。”滚
老定说，2019年，他获得5万多元危旧
房改造补贴，缓解了一家人的经济
压力。

曾经一把锄头两只手，干罢春夏
与秋冬；如今产业发展促增收，生活更
上一层楼。

曾经陋居深山无人知，衣食不暖
人尽出；如今青年返乡争创业，教育成
为新关注。

……
午后的暖阳洒遍富禄苗族乡的山

丘，孩童的嬉笑声在山间回荡。富禄苗
族乡换了“新装”，苗族群众走上“富
禄”之路。 （新华社黄庆刚林凡诗）

2020年浙江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首次突破5万元

新华社杭州1月24日电（记者 林
光耀 黄筱）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浙
江调查总队获悉，2020年浙江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52397元，比上年增加
2498元，名义增长5.0%，扣除价格上
涨因素后实际增长2.6%，首次踏上“5
万元”台阶。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的数据
显示，2020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62699元，比上年增加2517
元，名义增长4.2%，扣除价格上涨因素
后实际增长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1930元，比上年增加2054元，
首次踏上“3 万元”台阶，名义增长
6.9%，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实际增长
4.0%。

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96，自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
已连续8年呈缩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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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屏山县龙华镇中心学校

建于 1923 年，占地面积 12300 余平

方米。学校为寄宿制中心学校，现有

17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750 余人，教

师43人，其中高级教师8人。

多年来，学校秉承“为教师成长

助力，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

思想、“上善若水，厚礼做人”的办学

理念、“教师站前排，让校园充满微

笑”的管理主张，以“礼”为主题的校

园文化，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全力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获得四川省

文明校园、宜宾市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示范校园等称号。2020 年

11月，龙华镇中心学校获评“第二届

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四川省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巡礼四川省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