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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名小学生做完核酸检测，礼
貌地对医务工作者说了一声“谢谢”，没
想到“大白”回话说：不用谢，我是你
爸！男孩仔细一看，果然是爸。众目睽
睽之下，男孩有点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他骄傲地告诉同学，做核酸采样的是
我爸。

这 段 视 频 ，今 天 被 网 友 顶 到 了
“热搜”，一是因为巧合，二是因为实
在让人感动。穿防护服做核酸检测
的，是月湖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
医生吴岳祥。穿着防护服，儿子认不
出，这不是父子之间不亲切、没默契，
而是疫情之下医务工作者马不停蹄
的工作状态使然。

前几天网上也有一段真实的视频
画面，真实到让人心疼、心酸。一名男
子挨家挨户敲门送食品，送到一户人家
时，一个女孩开门之后很习惯地说了声

“谢谢叔叔”。没想到门口的“叔叔”说

了一句：我是你爸爸！女孩回头对屋里
的妈妈说：妈妈，他骂我！

看这样的视频，网友先是忍俊不
禁，但是很多人还没笑完，眼泪出来
了。疫情之下，天下哪个孩子不希望
爸爸妈妈更多的陪伴？但是当抗疫
需要的时候，为人父母的很多医务工
作者、很多党员干部志愿者，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有时候来不及跟妻子
孩子打声招呼就奔赴“疫”线，然后就
突然在工作的岗位上与孩子相遇了。

儿女相遇不相识，不只是因为一身
的防护服，更是因为大人忙到不顾家，
孩子压根儿想不到会突然相见。这是
无数抗疫一线人员辛劳奋战的真实写
照，虽无奈，却很温馨。所以网友感慨
地说：孩子，值得骄傲啊！

是的，骄傲的不只是孩子，更多的
是疫情下每一个得到保护的守望相助
的同胞。儿女相遇不相识，道是无情更
有情。不躺平、不退却，每一个抗疫一
线的战士和家庭，都值得骄傲，都值得
致敬！

儿女“不相识”，抗疫齐进退
刘雪松

儿女“不相识”，抗疫齐进退
刘雪松

有感而发

画中话

近日印发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贯彻 2021-2030 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实施
方案》指出，到 2030 年，适龄妇女宫颈癌人群筛查率达到 70%以上, 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
降到 2%以下，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生达到 1.12 名、床位增至 3.17 张。

图文均据新华社

强化医疗保障

评 弹快快 慢

这几日，疫情依然“咬”得很紧。围绕着“动
态清零”总方针，大家都在拼在搏、在咬牙坚
持。每个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与疫情脱不开
关系。官方发布、媒体报道之外，我们的微信朋
友圈也在以特殊方式，记录着疫情胶着状态下
普通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汇聚成战疫叙事的组
成部分。

一位 3 岁孩子的“宝妈”，申请去小区门岗
做志愿者，帮助核验健康码。她在微信朋友圈
发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她捂得严严实实，穿着红
马甲，一手拿着“场所码”，一手牵着同样捂得严
严实实的孩子。她说小区防疫工作人手不够，
能帮一点是一点。之所以带着孩子，是想让孩
子从小培养社会责任意识。有邻居看到了，马
上提醒她不应带孩子去高危岗位，她第二天就
把孩子交给老人继续上岗。疫情期间，很多人
有了志愿者的初体验。相比平时，这份工作更
累、风险系数更高，却不乏其人。业主群里每次
征集，很快就会报满。

与其说这是个体觉悟使然，不如说步步紧
逼的疫情让人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没有人是
一座孤岛，我们必须用最本能质朴的方式链接
彼此、守望相助，才能在心理上、物理空间上抱
团取暖，共御“外敌”。

我所居住的小区，很多人因为时空伴随的
原因被赋“黄码”，并且被要求“三天三测”。第
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很多居民不了解怎么做、去
哪里做，便发微信朋友圈求助。很快，其他业主
分享了详细攻略，细致到嘱咐大家注意外面气温过高，准备好防
暑降温用品再去排队。这些信息的汇总转发和动态更新，很好
地弥补了社区工作的力不从心。并且，针对老人不会用智能手
机、有娃家庭无法脱身等特殊状况，业主们充当起“野生客服”，
想对策、伸援手，迅速调动了社群自助的功能。

作为一个来自江苏、有不少亲友在上海的新浙江人，我
的微信朋友圈必不可少地带着点“长三角属性”。一位妹妹
正在孕期，能不能吃上营养均衡的食物是家族群里这段时间
最活跃的话题，她的“朋友圈”几乎隔天就会分享物资储备情
况，家人的担心因此减轻了些。这边，上海朋友检测核酸时
拍到了浙江援沪医疗队医生的高大背影，在线“磕颜值”；那
边，一位援沪医生拍下了凌晨 3 点的丰盛早餐，并且为背后起
得更早的大厨点赞。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对很多“长三角
人”来说，在疫情面前，这“八个字”有了新的含义，带来了更
深的体会。

分享阳台种菜攻略，搜罗社区团购资源，居家隔离学会了
自己剪头发，创作为货车司机送物资的漫画⋯⋯“朋友圈”的
疫情生活日记无所不包。我想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体验。有
人说疫情是一面镜子，它其实更像是很多面镜子组合成的“万
花筒”，照出世相百态，照出人心虽万种、悲欢却相通的共时
感。那些艰辛、温情、执着的个体生活碎片，或许不足以占据
史书太多笔墨，但它们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疫情面前，我们中
间萌生的那股不屈力量，对新冠病毒的同仇敌忾，对同行伙伴
的守护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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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战疫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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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推动新
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更加规范化、常态
化、长效化。此前，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也印发《关于依法惩治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荣誉违法犯罪的意见》，进一步
明确英烈名誉、荣誉保护范围和办案
标准。

今年清明节前夕，海南省三亚市城
郊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
罗昌平涉嫌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罪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罗昌
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这些都彰显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以
法治之剑捍卫英烈荣光的坚定决心。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
的生命开鲜花。”千万英烈用生命夯成
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座，无数英魂用信
仰铸就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革命战
争年代，2000 万烈士为民族独立献出
宝贵生命，有名可考的仅 196 万余人。
无数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
知晓，但他们那一股子忠诚担当、英勇
无惧的英雄精神一脉相承。正是有无
数像他们那样的英雄的无私守护、在危
难之际的挺身而出，才换来我们今天的
岁月静好。

对英烈的缅怀，体现一个时代的温
度。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打着“戏说”“解构”“还原历史”的幌子，
明里暗里嘲讽抹黑英烈，言论极具迷惑

性、煽动性。对这种试图歪曲历史真
相、瓦解民族精神的败德行为、违法行
径，必须旗帜鲜明反对、毫不手软打击。

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
侮辱诋毁英烈的行为，我们拥有了更为
有力的法律惩戒依据。《英雄烈士保护
法》明确要求，“全社会都应当崇尚、学
习、捍卫英雄烈士”。《刑法（修正案十
一）》将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纳入
犯罪，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这为捍卫英烈名誉、荣誉提供了法
律武器。近年来，“辣笔小球”等网络大
V 或普通网民因侮辱英烈言论而被判
处有期徒刑，为广大网民正确对待英烈
提供了法律准绳。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

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但是，侮辱诋
毁英烈的行为，不管发生在现实生活还
是网络空间，都是违法的，也是违背良
知和正义的。一些人享受着英烈守护
的岁月静好，却仍以冷漠甚至戏谑心态
口不择言，诋毁、贬低英雄烈士。这些
案例和现实告诉我们，法律是维护秩序
的根本，是道德的底线。我们需要用法
律武器捍卫英烈名誉、荣誉，让违法者
付出代价，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形成震
慑、以儆效尤。

如何对待英烈，折射出社会的文明
程度和法治水平，体现着民众的道德水
准。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用法治之剑捍卫英烈
荣光，在全社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
学习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才会
有更多英雄挺身而出，我们的国家才会
更强大，我们的民族才会更有凝聚力。

以法治之剑捍卫英烈荣光
方立华

·资 讯·

梅出稽山世少双，情如风味胜
他杨。柯桥区湖塘街道，是江浙一
带重要的杨梅产区，也是当地村民
的支柱农产业。为更好带动农民
创收，做大做强杨梅产业，推动乡
村振兴，湖塘街道探索以强村公司
为龙头，党建引领，市场化运作，赋
能经济薄弱村，开拓杨梅产业多业
态发展，浇筑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
兴之路。

说起湖塘，相较于人们常知的
中国黄酒产业集聚地，湖塘杨梅的
名气相对较小。但事实上，杨梅是

当地的惠民产业。湖塘目前拥有
1.2 万亩杨梅种植面积，杨梅产量
超过 1600 吨，60%以上的村民直
接种植杨梅，几乎每户家庭都和杨
梅息息相关。近年来，湖塘杨梅种
植蒸蒸日上，据湖塘街道社管办负
责人徐冉天介绍，从 2020 年以来，
湖塘杨梅种植面积合计增加 20%
左右，梅农种植意愿较高。与不断
增长的杨梅种植热情相比，湖塘杨
梅产业存在收购率较低、收购价不
高等困境。近年来，由于旅游、物
流等受到大环境影响，杨梅采摘交

付出现不确定性。为杨梅产业赋
能 ，成 为 湖 塘 街 道 的 一 项 重 要
工作。

市场的事情，要交给市场去
做。2021 年底，在区委组织部、区
农业农村局指导下，绍兴醉美湖塘
乡村产业发展公司（下文简称强村
公司）注册成立，今年第一季度，公
司整体架构搭建完成，如今强村公
司已经开始实际运作。“强村公司
通过党建引领，为经济薄弱村助
力，为杨梅新业态赋能，助力探索
新业态。”湖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王紫华介绍说。
有着较为宽裕现金流的强村

公司，首先助力湖塘街道四个经济
较为薄弱村实现村集体经常性收
入达到100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
增加了，就有更大的能力完善杨梅
种植基础设施建设，为梅农共富做
好铺垫。”王紫华说。

黄酒+杨梅，会产生怎样的化
学反应。事实上，近些年，许多果
酒成功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并获
得了广阔的年轻人市场。作为中
国黄酒产业的重要产区，湖塘拥

有会稽山、塔牌等一批龙头黄酒
企业，与此同时也拥有众多的杨
梅种植地，可谓珠联璧合。目前，
湖塘强村公司已经与塔牌等几家
龙头酒厂商讨了合作模式，并有
了初步合作意向和方案。“过去杨
梅 有 6~7 成 没 有 采 摘 浪 费 在 地
里，有了酒厂的收购，可以大幅度
提高采摘率，增加广大农户的收
益。”强村公司总经理倪一清介绍
说。有了酒厂的合作意向，强村
公司还要做酒厂与梅农的桥梁。
酒企对杨梅的质量等都有较高要

求，梅农需要适应高质量标准化
种植和采摘的要求，不断提档升
级。此外，强村公司还计划与瑞
丰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合作
开展针对湖塘低收入杨梅种植户
的“认领一棵杨梅树”活动，为这
些低收入村民托底。

如果说，帮助梅农解决产销问
题是湖塘街道兴农的第一步，那
么，打响杨梅品牌，推动农文旅融
合，则是湖塘街道更为宏大的目
标。目前，湖塘强村公司已经注册
了“湖塘红”“鉴湖白”两个杨梅商
标，将结合湖塘原有的黄酒工业旅
游、大香林风景旅游等成熟资源，
盘 活 闲 置 农 房 ，促 进 湖 塘 共 同
富裕。

柯桥湖塘强村公司：赋能杨梅新业态 浇筑乡村富裕路
马可远 傅 正

完成隔离点紧急通电 1 处、处
理封控区居民抢修 3 处、上门派发
物资包 800 多份⋯⋯自 4 月 2 日海
宁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国网海宁市
供电公司的党员群里，这样的数字
每天都在更新。

非常时期，国网海宁市供电公
司响应“我是干部我先上，我是党员
我在前”的号召，一手抓电力保障，
一手抓志愿服务，做到行业本职和
社会责任两手抓、两手都硬，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先冲先上
290多名党员干部勇做先锋

4 月 8 日凌晨 1 时，海宁市体育
馆外灯火通明，来自金能实业、硖石

供电所的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
敷设电缆、安装应急照明灯、搭头接
电⋯⋯

一个小时前，国网海宁市供电
公司接到命令，海宁市体育馆方舱
CT车急需通电，红船共产党员服务
队闻令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

“疫”就此打响。
不到一刻钟，红船共产党员服

务队和物资便到达现场，立刻对现
场进行勘察，制定接电方案。

凌晨 2 时，当最后一把闸刀推
上，CT车终于通上了电，在场的“大

白”向“红马甲”竖起了大拇指。
电是打赢这场战“疫”的基础保

障。为了方便通电，硖石供电所班
长李峰主动从家里搬了出来，吃住
在所里，24 小时连轴工作。为了给
新设的 6 个防疫卡点通电，抢修班
田雪华则穿着闷热的防护服从中午
忙到傍晚，汗水浸透了工作服。

Ⅰ级响应以来，公司在三区范
围内，出动抢修 60 余次，顺利为近
50 个防疫卡点通电。290 多名党
员汇聚成一股红色力量为防疫保电
注入最强动能。

志愿有我
500多人次奔波在服务一线

疫情暴发以来，几乎每天天刚
亮，赵玉勇就会来到风和丽苑社区，
穿上防护服，连续工作 10 多个小
时。作为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的党
委副书记也是“战时第一书记”的
他，每天在几幢楼之间上下奔走，上
门检测、楼道消毒，及时解决居民的

“急难愁盼”。
“下楼做核酸啦，佩戴好口罩，

保持一米距离。”在居民楼下，青年

志愿者李春鹏每天步以万计，举着
话筒喊楼，嗓音沙哑；在管控区，居
民无法出门，供电公司员工吕爱民
和同事挨家挨户送物资包；党委党
建部的老志愿者郭明将核酸检测队
伍维持得井然有序⋯⋯关键时刻有
组织在，关键岗位有党员在，电力红
船志愿者成了疫情防控的坚强前哨
和居民的贴心人。

据悉，自 4 月 2 日以来，国网海
宁市供电公司冲在电力保障一线的
电力党员、职工达到了 2000 多人
次，主动参与各类志愿服务超过了

500 人次。在海宁疫情防控的关键
点上，电力黄、党员红、战疫白齐心
协力，为夺取战“疫”的全面胜利全
力奋战。 （张晨 陈俊华）

海宁电力：展现红色力量 冲锋战“疫”一线

·资 讯·

4 月 8 日，海宁供电公司员工吕爱
民和志愿者在风和丽苑社区发放防疫
物资包。 姚海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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