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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青
胡桂芳 实习记者 罗园)
新春佳节临近，受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委托，近
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
川省文明办，以及有关
县(区)党委宣传部、文明
办等相关负责人，看望
慰问了第六届全国道德
模范王家元、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吴永秀，转
达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领导同
志对道德模范的亲切关
怀，详细询问他们的工
作、生活情况以及身体
状况，向他们致以新春
祝福，并送上慰问金、慰
问品，鼓励他们继续发
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
作用，传播社会正能量。

“救水女侠”吴永秀
是成都市成华区白莲池
街道社区居民，自幼生
长在东风渠边的她，演
绎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
救人故事，先后救起近
30名落水者。吴永秀还
注册成立了“吴大姐爱
心互助会”，后更名为

“吴大姐爱心救助队”，
带领 1000 余名志愿者
积极开展阻泳救护、扶
贫帮困、环境维护、爱心
助学等公益活动。2月5
日下午，慰问组成员走
进“吴大姐爱心救助队”
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
吴永秀的身体状况和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看到
被救者送来的挂满墙壁
的锦旗，慰问组表示，吴
永秀多年来坚持见义勇
为的行为和开展志愿服
务的精神令人敬佩，“社
会需要更多像吴大姐一
样的人，这样的精神应
在全社会弘扬和传播，
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浓厚氛围。”63岁的
吴永秀笑着说自己人老
心不老，未来会一如既
往，把温暖传递给身边
更多的人。

王家元是四川省宜
宾市筠连县腾达镇党委
副书记，春风村党委书
记、村主任，他以顽强奋
斗的精神，带领群众“让
石头开出幸福花，结出
致富果”。全村村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2004 年
的 1800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0350 元。在王家
元家中，慰问组成员关
切询问了王家元爱人的

身体健康等情况，详细了解了王家元的
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感谢你，给我们
树立了这么好的榜样。你的敬业精神值
得全社会学习，要培训更多王家元式的
村干部。”王家元承诺一定带好头、起好
步，培养好年轻干部，探索出一条春风村
的乡村振兴之路。

四川省文明办相关负责同志还前往
成都市郫都区听涛园老兵俱乐部，看望
慰问了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董贵生。今年58 岁的董贵生是成都市
郫都区合作顺江二组村民，原是某军区
炮兵班长。退伍后，为了坚守战场上的一
句承诺，他数十年间一直坚持对牺牲在
战场的战友父母尽孝。董贵生还和战友
们成立了成都市郫都区退役军人公益志
愿服务队。他说，只要自己身体还允许，
将继续坚守承诺，发挥好榜样的示范引
领作用，教育引导身边的人尤其是青少
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奋斗。

四川省历来高度重视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的关爱帮扶工作，在大力弘扬道德
典型榜样精神的同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切实增强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2020年，四川
省文明办对64名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及
身边好人进行了帮扶，其中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2人、“中国好人”10人、四川省道
德模范14人、“四川好人”38人。今年1月，
省文明委出台《四川省礼遇帮扶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了10
项礼遇措施和7项帮扶举措，积极推动道
德模范等先进典型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中
享关照、社会上受尊重。

截至2月6日15时，全国疫情共有10
个高风险地区、48个中风险地区。春节临
近，年味渐浓，这些中高风险地区如何做
好疫情防控？当地老百姓的年货能不能有
保障？春节还能走亲访友吗？

如何做好疫情防控？

望奎县是黑龙江省此轮疫情的重灾
区，目前全域是高风险地区。近日，望奎县
疫情防控呈现向好趋势，2月6日新增确
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均为0。

望奎县惠七镇作为此次黑龙江疫情
的重点区域，共集中隔离惠七村和惠六村
两个村，包括五个自然屯389户1127人。
惠七村李景华屯村民贺尚影一家七口人，
除她之外全部感染。2月 2日，集中隔离
24天后，贺尚影回到家里，开始居家隔
离。据了解，2日起，部分集中隔离的人员
陆续返村。

连日来，在惠七村，消杀队员身穿全
套防护服，肩扛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和近
40斤重的消毒药水，深入各户进行全方
位、全覆盖消杀。惠七村党总支书记曾明
说，惠七村室内室外已经过多轮消杀，村
民回到家将居家隔离，每户发放医用外科
口罩、酒精和84消毒液等物资。

望奎县县长马天民表示，春节期间，
将严格执行村屯定期消杀、对村民进行

定期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发挥乡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所“哨点”作用，对发现的
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确保发热、干
咳、咽痛等临床症状病例和疑似感染病
例得到及时、规范处置，引导群众不聚
集、不聚会、不聚餐。

高风险区域石家庄市藁城区仍严格
实行封闭管控。机关单位人员在单位吃
住，各村、小区居家防疫，留出民生保障通
道，重点乡镇和集中隔离点每两天一次单
人单管核酸检测。同时，开展全域消杀工
作，对增村镇小果庄村等重点区域，逐家
逐户进行环境消杀。2月3日起，解除隔离
医学观察人员在政府组织下陆续返家。

石家庄市副市长孟祥红说，为进一
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确保大家度过一
个健康祥和的新春佳节，石家庄市倡导
就地过年、安全过节，高风险地区群众就
地过年，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
年，特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属地疫情
防控机构批准。

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社区是目前
北京市唯一的高风险区。大兴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春节临近，大兴区将继续严
格重点区域管控。2月 6日，天宫院街道
10余个社区全面解除封闭管理。目前，融
汇社区等5个社区尚未达到解封条件，需
继续严格落实各项封闭管控或封闭管理
措施。

老百姓年货有没有保障？

贺尚影回到家里，摸了摸炕“热乎乎
的”，屋里摆放着米、面、油。“20多天村里
没住人，屋里冰冷。这几天志愿者把各家
的炕烧起来，屋里电暖器开着，让回村的
村民一到家就能住上暖屋子。”曾明说。望
奎县为惠七村、惠六村集中隔离的每户发
放大米1袋、白面1袋、猪肉10斤、豆油1
桶，还有一些蔬菜、调料等。

“米、面、肉都有了，相当于置办年货
了。”贺尚影说。目前，望奎县仍实行严格
管控，为满足疫情期间农村居民的春节基
本生活需求，望奎县组织调运34万余斤

“暖心肉”，除集中隔离每户按10斤之外，
其它村按照每户6斤的标准，免费发放给
村民。

在望奎镇厢红五村，村干部开着三轮
车穿行在村子里的每条巷道，用高音喇叭
挨家挨户通知村民取肉。村民们则按照通
知顺序在家门口等待送上门的“暖心肉”。
截至2月4日，“暖心肉”已陆续发放到位。

在望奎县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中心，摆
满了各种民生保障物资，工人将物资装到
配送车里，然后运到各村屯。望奎县发改局
局长杨威介绍，疫情期间，望奎县农村地区
百姓的生活物资全靠这里来供应，临近春
节，配送中心已备足年货，保障老百姓需求。

“疫情刚开始时，在手机上下单，没有
人接单，家里都快‘断粮’了。幸好社区工
作人员及时协调、组建微信群，代为采买，
送至家门口，年货也不用愁了。”北京市大
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社区居民王先生说。
据天宫院街道党群办副主任任春红介绍，
春节临近，相关部门协调商超企业日均增
加2至3倍的供货量进行备货，采取点对
点的订单模式配送。

疫情发生后，不少农民工滞留在石家
庄。为做好外地农民工就地过年服务保
障，石家庄市向社会公布了外地农民工就
地过年服务保障专线电话，还启动“迎新
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鼓励引导
企业采取发放“留岗红包”、给予“过年礼
包”、改善就餐条件、安排文化娱乐活动等
措施，吸引外地员工尽量就地过年。

据石家庄市藁城区代区长王锦山介
绍，为保障春节物资供应，区里选定27家
应急保供企业，依托外卖平台，建立1197
个微信团购群，成立近万人的志愿者队
伍，实行“线上申报＋微信团购＋超市配
送＋志愿服务”的保供模式，让居民在家
就能备上年货。

“我负责送菜到小区，现在每个小区都
有值班的人，我们都是把菜放在值班人员
的桌子上，值班的人进行消杀后，由志愿者
再拿到各个住户家里去。”石家庄新乐市一
家大型超市的员工郑新军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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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初心、一份担当，践行自己的承
诺，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在四川成都天府
新区白沙镇有这样一位农民企业家，他
坚守 34 年，用真诚和汗水带领 60 余万
户果农种下一棵棵树苗，种出了甘甜美
好的希望。他就是成都天府新区宗富水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裴忠富。

誓带乡亲同奔致富路

在裴忠富的记忆里，小时候因为家中
太穷买不起水果。父亲便买了红橘和广柑
的树苗，种了几亩。“看着果树生长开花结
果，觉得新奇，慢慢就喜欢上了果树。”裴
忠富说，红橘甘甜的味道也给他留下了极
深的印象。

16岁时，裴忠富辍学打工。搬砖、修
车，为赚取每日2元的薪水，裴忠富常常
超负荷工作。空闲时去菜市场转转成了
裴忠富唯一排解压力的方式。一次，他在
菜市场转悠时发现一斤枇杷卖十元，但
一斤大米只要五毛钱。这让从小喜爱果
树的裴忠富找到了改变贫穷的“钥匙”：
种植水果。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1987年，裴忠
富种下了3亩枇杷并喜获丰收。“第一批枇
杷卖了2万元。”裴忠富发现，水果有卖头，
能赚钱。有一天，裴忠富骑着自行车去存
钱，看见许多乡亲还住着土房子。从那时
起，裴忠富便有了带领乡亲们共同种植水
果致富的想法。

裴忠富所在的天府新区白沙镇盛华
村有二三十户村民。他决定挨家挨户动
员大家一起种枇杷。“种水果能赚钱？”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种庄稼为生，万一
种水果赔了可咋办？”……村民们纷纷打
了退堂鼓。

于是，裴忠富打算先从年轻人着手再
次劝说。他找到了与他年龄相仿的吴朝
辉。经过裴忠富的耐心劝说，吴朝辉决心
跟着裴忠富一起种植枇杷。30余年过去
了，得益于种植枇杷的收益，吴朝辉在村
里盖了小别墅，还在城里买了楼房，开上
了小汽车。

在裴忠富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开始种植枇杷。如今，白沙镇的枇杷种
植已达 12000 亩，天府新区已达 80000
亩，天府新区的水果种植户年收入达10

万元以上。

潜心学习果树栽培技术

通宵达旦看书总结种植经验，报考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学习，四处请教果树种
植专家，34年来，裴忠富始终践行承诺，
不断提升自身果树栽培技术水平，力求
服务更多果农。

随着自身技术日渐成熟，裴忠富着
重推广果树种植技术，带动更多的果农
致富。服务地区延伸到了云南、贵州等
地。每次出门短则二三十天，长则四十
天。“刚开始没有车，就骑着小摩托到处
跑。”34 年来，裴忠富开展培训近 2000
场，累计为各地培训技术人员20余万人
次，向全国 18 个省、市回信 8000 余封，
免费提供资料10余万份，60余万户果农
在裴忠富的耐心指导下，依靠种植水果
发家致富。 (下转2版)

“果农教授”裴忠富:种出甘甜美好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李林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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