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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平稳降落了，请
大 家 散 开 一 点 ，不 要 围 观
……”2 月 10 日上午，在武冈
市邓元泰镇蔡家塘村村部前，
谢四平正全神贯注地操控无
人机，随之向周围的村民发出

“指令”。不一会儿，一架黑色
的植保无人机缓缓从空中降
落，稳稳当当地停在场地中
间，谢四平的助手迅速上前打
开机盖填装消毒药水。

操控无人机的憨厚汉子
谢四平是蔡家塘人。当天上
午，他已经 20 次起降无人机
喷洒消毒药水了，下午还要开
展 20 次消毒药水喷洒，力争
为 全 村 撑 起 巨 大 的“ 保 护
伞”。同时，他倡议更多的村
民自觉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乡
村疫情联防联控。

40岁的谢四平住在蔡家
塘村11组，近年来先后创办了
资建粮食专业合作社和峰勇植
保专业合作社，主要为成员提

供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及粮食加
工、销售等服务，并开展技术培
训与咨询服务。以合作社为平
台，他悉心指导乡亲们科学种

田，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成为了
大家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面对突袭的新冠肺炎疫
情，谢四平毅然投身防疫志愿
者队伍，为疫情联防联控贡献
力量。得知村里打算进行全
面消毒，他立即与村支书杨恢
臻联系，主动请缨操控合作社
的植保无人机，无偿喷洒消毒
药水。

在得到邓元泰镇政府的
大力支持后，谢四平将25公斤
消毒液原液按比例配比后均
匀分成40份，计划用一天时间
为全村喷洒药水。“作为蔡家塘
的一分子，这是我应该做的。
下次村里如果需要喷洒消毒
药水，我一定还会使用无人机
作业。”谢四平的平实话语里，
带着一份热忱、一种坚毅。

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谢四平操控无人机为全村喷洒消毒液

爱洒乡土 护卫平安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关杨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
昌泉） 2月14日，市人社局组织党员干部职工
开展“共战疫情、人社有爱”无偿献血志愿活动，
为社会公益事业作贡献，为抗击疫情加油助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邵
阳市中心血站血液库存不足，市人社局主动与
其联系，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特殊时期，血液弥足珍
贵。”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更多
符合献血条件的爱心市民，在确保防护措施到位、
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积极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
中来，用爱心抗击疫情，用热血挽救生命。”

无偿献血活动现场，来自市人社系统的14
名党员干部职工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依次填
表、录入个人信息、测量各项指标、抽血。他们
用热血彰显党员本色，展现党员风采，给他人带
去希望。

“珊珊，这几天你在家学习了吗？身体好吗？
还有没有需要我帮助的事情？”2月14日上午，“红心
林”志愿者何小梅又一次给结对帮扶的孩子打电话
询问情况。

自我市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市红
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的200多名志愿者，没有像往
常一样上门去开展爱心服务，他们利用“空中服务”
方式，持续帮扶困难人群，做到了“人隔距离，服务不
中断”，让几百名困难人员在非常时期感受到了非同
一般的关爱。

目前，市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共结对帮扶
130多名困境儿童、200多名血友病患者和40多名困
境老人。春节以来，志愿者每隔几天就会给结对帮
扶对象打电话、发微信，嘘寒问暖，得知对方或其家
庭有困难时，志愿者们都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2月9日，志愿者马飞轮、何少飞听说结对帮扶的
小夏家里种的菜受疫情影响不能及时上市销售，快
要烂在地里。他们迅速打电话、发微信，发动朋友购
买。第二天，志愿者们开车把菜运进了城，帮助小夏
一家解困。

2月6日下午，红心林志愿服务血友项目专员琪
小小突然收到隆回血友病患者小白的紧急求助信
息：“我的舌头刚才出血了，止不住，一只手臂也肿
起来了，家里的药已全部用完。”

血友病是一种先天性出血疾病，病人要靠定期
注射凝血因子来控制出血，若不及时打凝血因子，就会危及生命。

救人，时间非常紧迫！琪小小赶忙向病友和医院打电话、发信息帮助
小白借药。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隆回的几位“血友”，借到了凝血因子，
并迅速送到小白家，及时解救了小白。

2月7日市疫情防控心理咨询志愿服务热线开通以来，“红心林”防
疫心理咨询志愿者团队的志愿者们，已经为市民提供了100多次心理援
助。前几日，志愿者段玉芳了解到结对帮扶的孩子小文因为长时间在家
隔离，心中产生了强烈焦虑情绪。她每天打电话安抚、开导孩子，孩子的
情绪终于逐渐好转。

疫
情
防
控
期
，﹃
红
心
林
﹄
志
愿
者
关
爱
困
难
人
群
服
务
不
断

非
常
时
期

非
常
关
爱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欧
阳
德
珍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姚红） 岁末年初，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袭
来，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生
产及流通企业等防疫资金需
求激增，中国农业银行邵阳市
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全力以赴做好
金融支持疫情防控保障服务
工作。疫情发生以来，该行向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投
放贷款2 笔、共1150 万元，向
15家药品零售企业共计发放
贷款673万元。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农
行邵阳分行在农行湖南省分
行的支持下，开辟了疫情防控
贷款审查审批绿色通道，对涉

及疫情防控融资需求的信贷
业务简化流程，对防疫信贷业
务实行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优
先办理、即来即审，切实提高信
贷办理效率。同时，市、县两级
实行“一把手”靠前指挥，带头
对接医院、医疗设备生产企业、
医药流通企业等，组织业务骨
干整理产品全流程操作要点，
提高信贷运作效率。自接到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需
求到贷款投放，该行仅用了一
天时间，用“农行速度”诠释了
大行担当。此外，该行还专门
配置疫情防控专项信贷规模，
适当给予利率优惠，足额保障
抗疫前线医院和医疗、医药企
业的金融需求。

农行邵阳分行投放抗疫贷款1823万元

“闪电”放贷彰显抗疫金融担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吴军民 王希文）
2月11日，市交通运输局调研
组先后前往邵阳火车站、邵阳
汽车南站等地进行调研指导，
要求全市各大客运车站进一
步升级防疫措施，确保疫情防
控举措落实、责任到位。

2 月 9 日起，我市陆续恢
复班线349条（其中省际班线
52 条、市际班线 95 条、县际
县内客运班线 202 条）、933
台客车，恢复公交运营线路
54 条（其中市区线路 2 条、各
县市线路 52 条），车辆 320
台。随着客运班线逐渐恢
复，连日来，各大车站旅客量
逐渐增加。

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市

各大客运车站根据实际情
况，纷纷出台措施，严防死
守，坚决阻断新冠肺炎疫情
在交通运输战线蔓延。汽车
南站在入站口设置了出入车
辆及人员登记点，并针对外
来车辆和人员采取了严密监
控；邵阳火车站在检票处增
设了红外线测温仪，出入站
区域安排专人对来往乘客进
行体温检测，多重检测确保
万无一失；在汽车东站，工作
人员对每一台车辆都采取了
细致的消毒措施，并联合公
安部门对来往人员进行信息
登记；汽车北站则充分利用
各大宣传平台进行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提升广大旅客的
防范意识。

客运站严防死守阻击疫情

“各类餐饮场所一律不得接待聚集性
用餐，严防聚集性疫情发生……”2月14日，
隆回县桃花坪街道竹山塘社区党总支书记
张雄飞开着自家的车，在社区不停地宣传。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后，凭着两
大“法宝”，张雄飞带领社区干部筑牢了一
线防疫屏障。

一部“移动”热线电话
竹山塘社区现有8个居民小组，常住

人口 4000 多人，社情相对复杂。为全方
位、全天候掌握社区情况，该社区开通24
小时热线电话，白天安排工作人员值守，
晚上则呼叫转移到张雄飞的手机上。

“张书记，我们鞋店能不能开门营
业？”2月13日，张雄飞接到社区桃洪中路
一租户的电话后，立即上门了解情况。该
门店店主刚从怀化开车过来，准备开门做
生意。张雄飞告诉店主：“按照规定，你们
要居家隔离 14 天，确认无异常以后才能
开门营业。”随后，他拿出社区设计的承诺

书让店主签订好。
热线电话同时也是举报电话，外面有

人返乡，有什么风吹草动，社区都能通过
热线电话了如指掌。张雄飞说，他接的最
晚的一个电话差不多夜里 12 时了，当时
有群众反映来了一辆湖北牌照的车。他
马上赶到现场，得知车主正月初三曾从外
地开车去武汉办事，但因封城没能进去，
只好开了回来。张雄飞当即要求他隔离，
对方拒不配合。张雄飞慢慢做车主的思
想工作，并自费为对方买来生活物资，对
方最终答应居家隔离。

“热线电话有点热啊，这是好事，在
抗疫过程中，让我们掌握了不少情况。”
张雄飞说。

私车变成宣传车
如何让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深入人

心？张雄飞知道，宣传必不可少。但怎样去
宣传呢？张雄飞想了一个办法，他在自己的
车上安装了一个喇叭，然后在网上录制了一

段宣传录音，他的私家车就成了宣传车。
张雄飞每天都要开着宣传车，在社区

内的大街小巷、家属楼间走一遍。他一路
播放着宣传录音，一路巡视着每个角落。
哪里卫生搞得不好，哪里有人员聚集，哪
里有人没戴口罩在外行走……他都会停
车下去做工作。

有一次，张雄飞开车巡查时，发现一
居民区有栋楼下面堆了不少垃圾。他随
即下车，在小区里找相关人员清扫垃圾。
大过年的，很少有人出门，他几经周折花
了几十分钟才找到相关清扫人员。还有
一次，他开宣传车巡查时发现，有几个居
民聚在一小区楼下玩牌，他足足劝了十多
分钟，才把大家劝散。

“每天开着自己改成的宣传车到处宣
传，还是很有效果的。”张雄飞说，“辖区内
的环境卫生好了，也很少有人聚集打牌，
大家都很配合了。”

在张雄飞和社区干部、网格单位及全
体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竹山塘社区防
控措施得力，迄今未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和
疑似病例。

一部“移动”热线电话，一台“私家”宣传车

社区书记张雄飞的抗疫“法宝”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肖大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小 幸 通讯员 何 湘
兰） “有位从武汉回来的
亲戚今年大年初一到我家
拜年，目前他虽没有确诊，
但我从昨天开始感觉胸闷、
紧张、焦虑，担心是不是感
染了……”2 月 10 日，新邵
县的何女士拨打市疫情防
控心理咨询热线，向在线的
专业心理咨询志愿者、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小芹倾
诉她的焦虑和担忧。刘小
芹马上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经过 20 分钟的交流，何女
士的情绪逐渐平复。

2月11日中午，市疫情
防控心理咨询热线工作人

员电话回访何女士后得知，
她已在家人的陪护下到医
院做了相关检查，医生建议
她居家自我观察，这个结果
让她感觉心里踏实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为帮助群众积极预防并减缓
焦虑、恐慌、不安等心理压
力，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
妇联、团市委等单位整合社
会力量，开通了疫情防控心
理咨询热线0739-5164006，
招募150余名具有国家资质
和一定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
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组成心理
咨询志愿服务队，在线为有
需要的个人或家庭提供心理
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服务。

心理咨询热线助“减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赵先科）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市社会福利院认真制定心
理健康服务预案，为福利院
老人开展心理辅导，戴好疫
情防控“心理口罩”。

2月10日，市社会福利
院心理咨询科工作人员李
梅、张红辉再次来到各个房
间了解老人们的生活状况。
受疫情影响，个别老人因不
能外出与他人接触，心情郁
闷、低落，脾气也变得异常暴
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李

梅和张红辉立即对老人们进
行心理疏导，给予情感支
持。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几
位老人慢慢打开了心扉，从
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情绪
渐渐稳定，并表示理解不允
许外出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安
全，愿意配合工作。

李梅表示：“在疫情防
控面前，信心和药物同样重
要。健康心态是防控疫情
的‘心理口罩’。希望通过
我们的服务，帮助老人拥有
健康乐观的心态，共同抵御
疫魔。”

戴好“心理口罩”抗疫魔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奉献热血 助力抗疫

▲谢四平（左）指挥助手向植保无人机填装消毒药水。

◀ 市 人
社局系统党
员干部职工
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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