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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勇士》　　吴冶

发往湖北的快递
|| 宋婉宁

2 月 10 日傍晚时分，在瑟瑟寒
风中，顺丰的快递小哥又一次来到航
空工业沈阳所取快递。他已经记不清，
今天是第几次跑沈阳所了，还有些纳
闷，这么多包裹，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其实，这已经是今天第 11 个发
往湖北的快递了，这一个个饱含真情
与温暖的快递，将带着沈阳所干部职
工的关心与爱意，送到抗疫一线湖
北——沈阳所职工及其家属的手中。

急需的 20盒高血压药

2 月 10 日，是沈阳所复工第一
天，所工会刚上班便逐一联系所里的
19 位湖北籍职工，询问他们现在生活
及工作存在哪些困难，并已为他们准
备好了口罩等物资。

叶迎西和李海霞夫妇都在沈阳所
工作，年前疫情状况还没像现在这么
严重时，他们也没太在意，便回了湖
北老家，不想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
如今两人被隔离在了老家荆州。据李
海霞介绍，他们所在的湖北省荆州市
石首新场镇已经交通管制，现处于封
村状态，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
疫区口罩物资紧缺，他们急需却又买
不到，得知所里能帮忙解燃眉之急，
她说话的语气都轻快了许多。而后，
李海霞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问党群工
作部工会工作办公室主任梁宝丹，能
不能帮忙买一些治疗高血压的药。原
来，现在村子附近的药店基本全部关
闭，而李海霞爸爸的高血压药已经吃
完了。

梁宝丹爽快地答应了，立即让她
发来药名、品牌、数量，当下就跑去
了药店。因为高血压药的品牌不同，
梁宝丹反复与李海霞核实，帮她代买

了硝苯地平缓释片、琥珀酸美托洛尔
缓释片、心脑清软胶囊等治疗高血压
的药 20 盒，连同所里为夫妻俩准备
的口罩，装了满满一大箱，用最短的
时间把这些急需用品快递至湖北。

“快件已经在沈阳飞往武汉的航
班上了”“快件在武汉吴家山集散中
心已装车，准备发往荆州沙市集散
点”“快件到达荆州石首横沟市镇合
作点”“快件已签收”。接下来的几天，
梁宝丹总会时不时打开微信公众号查
查，惦记着发往湖北的包裹到哪儿了。

“疫情无情人有情”，李海霞在朋
友圈里这样写道，借助村里开具的证
明，他们夫妻俩已经收到了口罩和高
血压药。“在特殊时期，收到所党委
和工会的帮助，真心特别感谢！”李
海霞还通过微信私聊表达感动与感
谢，她的老父亲亦借着微信语音，操
着荆州方言，说了句“谢谢你们啊”。
字不多，音难辨，然外放时，办公室
里好多人都说感觉很暖。

10 张快递单的背后

沈阳所 19 位湖北籍职工中有 10
位职工今年没回老家过年，但他们在
湖北的家人现在急需口罩等防疫用
品。所工会为他们每人发放了 70 只
口罩，这 10 位职工拿到口罩后，都
第一时间给家人寄了回去，把所里的
关爱送到远在湖北的家里。于是，有
了发往湖北的 10 个包裹，有了发往
10 个家庭的 10 张快递单。

这 10 位职工中的刘静，她父母
现住在湖北武汉，所在的小区已实行
封闭式管理，一户两天只能出去一人
买菜，且要进行身份核实、体温测量
等工作。两位老人前几天还叨咕家里
的口罩快用完了，为买不到口罩而发
愁。1700 多公里外，刘静的心一直悬

着，老年人的抵抗力不如年轻人，口
罩更得戴好。得知所里给家属发口罩，
刘静特别高兴，她说，所里真是“雪
中送炭”，把口罩寄回去，自己也能
把心放下些，安心工作。

赵忠锐的老家则在湖北咸宁，年
前他和妻子还商量着准备回家看看，
一场疫情阻断了他们的回乡路。这些
天，一家人每晚都会开视频会议，夫
妻俩担心着远在湖北的爸妈，爸妈又
特想看看在沈阳的孙儿。得知赵忠锐
给他们寄来了单位特别为湖北籍职工
家属准备的口罩，两位老人特别惊喜，
“你们单位还给我们准备了口罩呀，
真挺不错的，帮我们也谢谢你们单位
啊！”听到这些话，赵忠锐很开心，
他计算着这 70 只口罩，顶一两个月
应该没问题，心中更多的是感谢与放
心。

一个个口罩，一包包快递，寄去
的是沈阳所儿女的孝心，饱含着沈阳
所对职工家属的关怀。

一份来自全所的爱

这次疫情发生后，沈阳所迅速成
立了疫情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全方位
组织开展防控工作。所领导强调，要
进一步加大对职工群众的关爱力度，
而且很牵挂湖北籍职工，特别嘱咐在
严峻的疫情面前，要让他们在物质上
和心理上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关
怀。

沈阳所工会立即行动，于 2 月
10 日复工首日，与 19 位湖北籍职工
进行电话联系，了解他们及家人的身
体健康和生活情况，代表沈阳所对他
们致以诚挚慰问。同时针对职工面临
的口罩极度缺乏等主要困难，所里早
就着手，想尽办法购买口罩等防护用
品，并向湖北籍职工及家属发放了口

罩，用于帮助他们及家人做好防疫工
作，并在第一时间通过顺丰快递及时
发出。

为此，各个部门也是想尽办法。
疫情当前，为了提早准备，采购供应
部春节期间就开工采购口罩、消毒液
等各种防疫物资。北方供应商没货，
去找南方供应商，国内没货，去国外
进口，他们就这么一家一家地寻找，
东拼西凑。大年初三，采购供应部员
工薛俊昌接到口罩采购任务后，打了
十余个小时电话，联系了上百个厂家，
还在次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开车自提，
终有沈阳所的第一批口罩。

所内几个基层单位有因疫情滞留
在湖北、无法复工的职工。基层单位
也做好了工作安排，电话与几位职工
沟通，让他们放宽心，不必担心工作
上的问题，做好防疫工作是第一要务。
疫情过去之后，等他们平安健康地返
回工作岗位。

隔离病毒，但隔不断关爱与牵挂，
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一起。没有一
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来临。

父母的背影
春节回成都父母家，因为疫情，基本出不了门。

母亲惦记河边她种的菜园子，每天我陪母亲要去看看，
也采摘些新鲜蔬菜回来吃。父亲腿脚不便，在家每天
变着花样做好吃的。

我返回北京是早上 7 点最早的一趟航班，父亲 5
点就起床为我煮汤圆。我叫了滴滴，父母说要将我送
到机场。我说不用送，机场人多不安全。他们说，你
带的东西多，我们还是送送吧。是啊，头一天母亲就
忙前忙后，为我准备带走的东西。和往年一样，她早
早做好了香肠、腊肉、酥肉，还有特别为我做豆腐乳，
装上了父亲做的小包子，这是熬制猪油后的油渣，和
着粉条和白菜做的，加入母亲自己做的花椒油，香味
扑鼻。还有母亲地里种的青菜，瓢儿白、冬寒菜……
母亲说，有疫情，回北京买菜不方便，带的这些可以
顶好几天吃的了。他们还把家里口罩装了一半在我包
里。

他们坚持送我到机场，等我办完登机手续，快进
安检处了，我说，这个春节很特别，我们都戴着口罩，
我来拍张照片吧。从来不爱照相的爸爸第一次这么配
合，当看到手机镜头里三人的头像，眼睛湿润了。我
背过身说 ：“你们回去吧”，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落泪
的样子。当他们离开后，我回过头去看他们时，父母
已在下楼的扶梯上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泪水不由自
地流了下来了……� （张玉芳）�

一场从南京到襄阳的
温情传递
|| 殷耀君

2020 年 2 月 6 日，随着武汉封
城后已至第 14 天，第一轮“潜伏期”
过去，疫情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战
“疫”的第一线也从武汉蔓延至整个
湖北省，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数据，
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作为航空工业南京机电二动力
部的一名普通员工，1 月 18 日我带
着一家三口从南京自驾返回湖北襄
阳探亲，刚抵达襄阳不到一星期，
武汉疫情告急，湖北省各市相继封
城控制疫情。

考虑到探亲随行的女儿刚刚 20
个月大，自驾带回的奶粉和尿不湿
只够支撑到二月初，我随即第一时
间在京东订购了相应物资，本预计
能在一月底送达，怎料疫情严重导
致湖北道路交通受阻，京东物流无
法抵达。

眼见女儿的奶粉和尿不湿储备
日渐消耗，进城采购也受到了封村
的阻碍，焦急万分之下，我将困难反
馈在二动力部疫情防控群中，随即
问题受到了部长王学静的重视，电
话中王部长详细询问了我家中的物
资欠缺情况，并紧急联络了单位襄
阳管理部书记陈宜。当天中午，陈
书记赶去襄阳市区综合超市进行相
关物资采购前，尝试与我取得联系，
而我却因农村信号问题未及时接听
到电话，短短十分钟间隔，当我再
次拿起手机查看时，满屏都是未接

来电，其中不乏南京的领导同事亲
友，这一刻的我惊讶、歉疚与感动。
电话接通后，针对孩子奶粉和尿不
湿的品牌选择，陈书记全程与我保
持视频通话，在超市的售卖范围内
择优选购，所有物资当天下午就送
达了村口。当我从陈书记手中接过
奶粉和尿不湿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回到家中，牙牙学语的女儿围着刚
到的奶粉、尿不湿转个不停，崭新
的事物总能令她爱不释手，新鲜的
故事也能引她侧耳倾听，懵懂的一
句“谢谢叔叔阿姨，武汉加油，湖
北加油”，我仿佛看到了所有为之奔
波的身影，他们口罩手套全副武装，
他们精诚奉献无怨无悔。

在疫情空前紧急的关头，居家
隔离的我仍能感受到单位如“及时
雨”般的关怀帮助，7 个小时的火速
响应，从跨越南京、襄阳 800 公里
的远程求助，到距离 15 公里的襄阳
市区采购，最终隔着一道封村大门
将物资送到我的手中，这场温情传
递更强化了我居家隔离的信心。事
后，王部长和陈书记还不忘关照我，
居家隔离期间要格外注重屋内消毒
和个人卫生，重点保护易感人群。

也许我不能像前线医生护士那
样“冲锋陷阵、救死扶伤”，但做好
力所能及之事，动员全家进行彻底
的居家隔离，也算是为战胜新冠病
毒尽了绵薄之力，相信每个人的努
力终将汇聚成夺目的骄阳，照亮被
病毒迷雾笼罩的希望！

武汉伢在成都
|| 万芹

虽然离开武汉 13 年，但脑海中从未忘
记它的模样，哪怕是仅仅看到“武汉”这
个名字都会让我想起街道口、户部巷、黄
鹤楼、长江大桥以及灿烂迷人的樱花，热
干面、糯米鸡、豆皮以及各种唇齿留香的
味道。只是此刻，看不到以往熙熙攘攘的
热闹街头，但有全国人民在疫情面前的与
子同袍，和一声声“武汉，加油！”

作为生活在成都的武汉伢，我的疫情
防护工作是从母亲回武汉那天开始的，母
亲 1 月 10 日从成都回武汉，虽然家离火车
站很近，但当初考虑到母亲胃不好，乘飞
机可能比乘火车时间短，母亲路上舒服些，
便执意选择了飞机，并叮嘱哥哥接母亲到
武昌休息两天。母亲下飞机立即告诫我出
门一定要戴口罩，取消 22 日回武汉的行程，
含含糊糊地说着武汉可能有一种传染病，
当时的我只关心母亲平安抵达，至于传染
病的事情压根就没放在心上。1 个小时后，
母亲又打电话庆幸自己乘坐的是飞机，并
唠唠叨叨地说着距离汉口火车站不远的华
南海鲜市场有传染病，并督促我去买口罩，
我敷衍着答应了，没想到下午 2 点母亲再
次打电话过来追问我买口罩没，飞机票退
了没，我终于忍不住了便回了一句 ：“武汉
比成都冷，自己不要感冒了，口罩我一会
去买。”晚上父亲发视频问我是否将口罩备
足，是否取消机票，我回答：口罩买了 2 包，
机票没退。父亲忙说传染病的事情谁都说
不清楚，你还记得非典那时的事吗？生命
安全重于一切……

17 年过去了，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再次席卷而来，当时在特殊时期因感冒被
要求回家观察，那段喝板蓝根喝到吐的日
子怎么会不记得？在与父母一起小心度过
的 15 天里，我用力地写满了两个笔记本的
文字，生怕来不及与这个世界告别，后来
感冒痊愈解禁上学，在特意笔记本上留下
了“生而为人，敬畏生命”几个醒目的大字。

于是我转身出门又去买了口罩、板蓝
根等防护用品和医药品，并在当天退了回
武汉的机票，随后的十余天，我陆陆续续
接到武汉亲朋好友的问候与叮嘱，无一例
外的都是建议今年不要回来，我郑重地回
答 ：不给春运添堵，春暖花开以后再相聚。

1 月 23 日我得知武汉“封城”的消息，
感觉心在流泪，我父母不是学医的，我不
知道他们是如何提前判断疫情的，但我知
道父母爱子女，会将有可能出现的危险认
定为危险，我频繁地叮嘱父母提前购置生
活用品以备不时之需，反复叮嘱外婆不要
置办酒席留着食材过年，再三叮嘱爷爷奶
奶不要频繁出门给我邮寄特产……或许置
身武汉的亲人们比我更懂得防护，比我做
得更好，但是身在成都的我，每天沉迷于
疫情新闻的沉痛中不能自拔，只能从自己
亲人口中报出的平安才能得到短暂的心安。

原以为疫情暴发后，远在武汉的亲人
和疫区人民生活会特别困难，直到在视频
中看他们吃着各种外省菜时，我明白了在
疫情面前，人心是最强大的力量，一句“与
子同袍”、一声“武汉加油”让所有武汉伢
在这个湿冷冬天都感受到了中华儿心连心
的温暖。

独居老人摔伤　多方协力关爱
|| 刘灿萍

2 月 2日上午 9点多�，�正在家里
和面准备包饺子的航宇 b 区离退休
管理办公室主任陶梅的手机突然响
了起来。�

从事多年离退休管理与服务工
作的陶梅，本能地意识到这个时候
有电话，肯定又是有什么急事。

果然，电话里得知 89 岁高龄的
独居老人段秀娥在家摔伤，急需料
理与处置。�

大年初九，加之疫情非常时期，
全城封锁，航班取消，高铁不通，�高
速与市内交通管制，段秀娥远在深
圳的两个儿子即使想料理，也无能
为力。

挂了电话，陶梅立刻约了离退
休七党支部书记徐遂禄一起到老人
家中了解情况、协调处置后续安排。�

“段阿姨，我们来了。”不到 5
分钟，陶梅和徐遂禄就赶到了段秀娥
老人家中。老人告诉他们，2 月 1 日
下午，段秀娥在冰箱拿豌豆时不慎
摔倒，因为年龄大，爬不起来，于
是就给平时有个头痛脑热一直帮忙
照料的何成良、裴宗秀老两口和两
个儿子的同学冷战英夫妇以及刘红
打电话，�请求帮助。尽管何成良和裴
宗秀也都 70 多岁了，而且两个人还
分别在春节前住过院，目前正处在
恢复期。但一听到老工友摔伤，还
是二话没说，跟冷战英、刘红等一
起跑到家里帮老人换纸尿裤、做饭、
料理生活。�

可是，冷战英夫妇第二天就要
离开襄阳，刘红自己家还有一摊子
事要处理。照料老太太的事，就落
到了何成良老两口身上。怎么办，
老两口自己身体还在康复中，连上
楼都费劲，经再三考虑，何成良提
出送医院治疗与护理的想法，可一
听要送自己去医院，段老太太坚持
称“我又没有伤到骨头，只是扭筋，
不用去医院，养养就好了”。没办法，
陶梅他们只能拨通了汉北社区工作
人员和公司相关部门领导，请他们
来做工作。�

第二天，当陶梅和徐遂禄再次
来到老人家里，�看到何成良老两口和
冷战英正在替老人收拾衣物，两人
忙问 :“老人同意住院了？”�

“不是的，准备去养老院，社区
工作人员已经着手给老人联系养老
院了。”何成良说。�

可是大伙一直等到中午 12 点也
没有任何消息，社区工作人员的电
话一直占线无法打通，于是陶梅就
让徐遂禄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和何
成良两口子继续等。�

眼看就到下午一点了，可还是
没有一点儿消息，陶梅想先回去处
理一下其他的事情。一看陶梅要走，
老人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紧紧拉
住陶梅的手说 :“姑娘，你一定要来

呀，别让阿姨一个人在家里。”
“不会的阿姨，我手头有几个急

事要处理，处理完了我马上就回来”。
陶梅安慰老人说。�

下午 4 点，陶梅端着煮好的饺
子来到老人家。一进门就看到裴宗秀
正在给老人下面条，陶梅连忙问 :“裴
阿姨，有消息了吗？”�

“没有，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也
一直打不通，真是急死人了。”�

“别着急，裴阿姨，我再问问情
况。”�

陶梅赶紧拨通了离退休管理办
副主任张黎的电话，张黎告诉她：由
于目前疫情形势严峻，襄阳市所有
养老院都不允许接收新的老人，还
是想办法动员老人去医院吧。�

可无论大家怎么做工作，老人
就是不同意，说自己前几年因为骨
折住医院已住怕了，现在只想待在
家里，哪都不去。�

“段阿姨，您看三六四医院离我
们这么近，您住进去以后，也方便我
们经常去看，而且医院里好多医生护
士我们都认识，他们也可以照顾你。
另外，何叔叔、裴阿姨年纪也大了，
身体不好，两人年前刚刚出院，正
在恢复期，这样照顾您肯定也受不
了……”在陶梅的一再劝说下，老
人终于答应去住院。�

陶梅立即将消息报告给张黎，�希
望能尽快联系三六四医院。�

经协调，三六四医院反馈的消
息是 ：不收治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因为没有护工。但可以联系转到医
院爱馨客去。�

于是，陶梅和何成良又反复做
老人工作，告诉老人爱馨客是三六四
医院办的，那里是集养老和医疗一
体的专门机构，就在原宏伟厂家属院
内，现在是非常时期，各个养老院
都不让收新人。一直到晚上七点多，
老人才勉强同意。�

2 月 3 日一大早，陶梅和何成良
就来到了老人家，本想着一起把老人
送到爱馨客去，可突然又接到通知 :
医院将段秀娥老人的事情上报了襄
阳市新冠状病毒领导小组，�他们不同
意医院爱馨客接收老人。此事已报
告公司领导孟延军，�孟书记正在想办
法，并安排航宇党建文宣部经理吴
之明负责老人问题的协调。�

2 月 4 号上午，经过吴之明反复
与医院、爱馨客、老人的儿子沟通
联系，医院领导同意先收治，待老
人腿伤治好后转爱馨客护理。期间
老人的护理由儿子委托何成良落实。�

经过各方三天的不懈努力，老
人于当天上午 11 点半成功办理了入
院手续。目前，经医院拍片检查，老
人胯骨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治疗，
院方已联系了老人的两个儿子，但
由于非常时期回不来，何成良师傅
和医院还在积极为老人落实护理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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