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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上午10点，在家打了一套太极拳
的薛春华又坐不住了。

戴口罩、出门，在联杨新村小区转了一圈，
未发现异常后，薛春华安心了。

“现在形势比我做志愿者时好多了，但还不
能放松。”回到家中，薛春华摘下口罩，笑着对
记者说，“不能前功尽弃啊。”

听了薛春华的话，家中正在洗菜的老伴笑着
“呛”了一句：“就你牛！”

薛春华确实“牛”——2月1日参与疫情防
控，直到3月15日下午被社区党委书记沈国民

“劝离”岗位，74岁的他才回家休息。44天默默
付出的他，成为龙河社区参与疫情防控时间最长
的一名志愿者。

3月18日，吴江图书馆重新开放。昨日，风和日丽，不少书迷前来阅览、借阅图
书。图为记者拍摄的“24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前一景。

（杨隽文 李勇杰摄）
感受书香

大年三十，与女儿、女婿，儿
子、儿媳们一起吃了年夜饭，其乐
融融，后由女儿开车送我们回家。
鉴于新冠肺炎迅速蔓延，从此我大
门不出、二门不迈，宅在家里。荤
菜、蔬菜、油盐酱醋米，老伴大多
在“叮咚买菜”上购，儿女们也常
来电话、视频，嘘寒问暖，时不时
捎来可口食物。

我家住在南门街一幢两层楼的
房子，南门街虽说是条街，但是没
有一爿店，好在有机关食堂，午餐
前后十分热闹。年后一段时间，食
堂关门，偶尔向窗外望望更是冷冷
清清。有一次，从窗口向西眺望，
不远处有三位年轻人在闲聊着什
么，声音是听不见，但见他们三人
自觉地摆成一米长的等边三角形，
真正地遵守人与人之间距离保持一
米的纪律，成为一道风景线。

直至 3 月 7 日，那天风和日
暖，午睡后，老伴要我戴上口罩一
起外出走走，目的地是吴江公园。

想坐735路公交车，县府路车
站上已经贴着 2 月 25 日的告示，

“因疫情防护封路，本站台暂停使
用……”县府路东口封闭着，折向
西走，路口设有卡口，车辆、行人
都要接受检查，给每个人测量体
温，询问去向，必要时还需登记入
册（如图，邬品嘉摄）。

出了卡口，沿县府路一直往
西，不料庆丰桥堍也封闭了。重新
调头往东走，折向中山南路往南
走，只见沿街店铺外面都贴着“不
戴口罩 请勿入内 谢谢配合”的温
馨提示。生活必需的店铺可以正常
营业，药店就是其中之一。继续向
南，见莱福公寓外面挂着松陵街道
办事处 “万众一心迎挑战 众志成
城战疫情”的大幅标语，十分醒
目，还看到环卫工人正忙着喷洒消
毒药水。由于疫情的干扰，有些店
铺还是“关门大吉”，中山南路上的
千岛湖麻鸭店、宠物诊所等均暂停
营业，街面显得有些冷落。从农家
大院处，折向通虹路，边上的小道
也是封闭的。

走完通虹路，拐到笠泽路，径
直向吴江公园走去，当然路旁要拣
坐小憩。入得公园，蓝天白云，春
意盎然，令人心旷神怡。疫情防控
形势虽然积极向好，毕竟宅家没有
结束，游人锐减，人们自觉地间隔
距离竞走、活动，更有不轧闹猛
者，静坐看书，优哉！游哉！

吴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
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全区的疫
情防控防之于预，防之于密，实施
网格化、封闭式管理，方方面面做
得很好，我所看到的就可见一斑。
我要为他们点赞。

出门看“风景”
——防控期间松陵街道一瞥

特约通讯员 邬品嘉

本报讯（融媒记者沈卓琪）近
日，随着各类文体娱乐场所陆续开
放，江城大爷大妈们渐渐告别“宅
生活”，走出家门，到公园、文化
广场，重新跳起了广场舞。但疫情
尚未完全过去，专家建议大家当下
还是要“悠着点”。

3月23日晚上7点左右，吴江
公园旁的文化广场上传来了动感的
音乐声。来到广场，记者看到，不
少人已跟着音乐舞动起来。

家住太湖小区的姜官子今年
64岁，一个星期前，他也是“循
声而来”的。“那天晚上我听到楼
下有音乐声，就下楼到公园这边来
了，有七八个人，我就跟他们一起
跳了。过了三四天，人增加到了十
几个。这几天人更多了。”姜官子
说，毕竟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跳
舞的时候，大家都会戴好口罩，注
意保持距离，以防万一。

过了一会儿，广场上的人多
了起来。人群分成了四支队伍，
广场西边台阶上的、北边的、东

边的，跳的动作比较简单。广场中
间靠近西边台阶旁的，是跳技术含
量高一些的国标舞，周围围了一圈
人，市民看得津津有味。

今年72岁的陶良乘也是一名广
场舞爱好者，记者采访当天，他刚从
苏州工业园区的女儿家回到吴江，在
家里吃完晚饭，他就到公园来了。

“退休之后我就一直在这跳舞，今天
过来看看，挺开心的。苏州我女儿
那边，还没开始跳呢。”陶良乘说。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到广
场上跳舞、看别人跳舞是让人放
松、开心的事。疫情持续了近3个
月，在家里没事做都快“闷”坏了。

但疫情眼下进入平稳阶段，离
真正过去还有段时间，区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体育事业科负责人陆建强
提醒，人多的地方还是得少去。“在
广场上锻炼的朋友，一定要佩戴好
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就算是在空
旷的广场上，一些聚集性活动也不
要参加，在疫情完全结束前，再克
服一下，坚持一下。”陆建强建议。

每晚近7点，广场上人群渐多，有大爷已
经跳了一个多礼拜……

广场舞渐渐复苏
但还得“悠着点”

● 在青少年中开展环境教育，
汾湖高新区关工委已坚持了十多
年，并成为其关工工作的一个特色
项目。3月22日是世界水日，学校
还没有开学，汾湖关工委联合各校
党支部、关工委针对这次疫情，借
助网络平台，在学生中开展环境教
育，让学生懂得热爱自然，保护地
球是每个地球公民的职责。

（特约通讯员张俊）

透过厨房玻璃窗，楼下龙河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配岗位的一幕，薛春华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里。几分钟的时间，人员一批批出发，戴

着小红帽的志愿者越来越少，深知龙河社区有多个小区需要守护的薛春华有点坐不住了，于是他戴上口罩、冲下楼，对社区党委书记沈国民说——

“我也去，我也出一份力！”
融媒记者 徐海军

退休前，薛春华是村里的会计。
“初中毕业后就做了会计，大概是17

岁吧，一直做到了退休。”薛春华说，几
十年的会计工作，让他养成了无论大事小
事都细心对待的习惯。

“上岗”初期，在查验人员身份时，
薛春华主要依靠身份证，后来是查验准入
证，再到后来则是查验苏城码。然而，与
他人不同的是，薛春华不仅查进门的人，
还“查”出门的人。

“有的人出门不注意，忘了带身份证

或是准入证，出去后再进小区时，想证明
身份就麻烦了，所以居民出小区时，我也
会提醒他们一下，虽然有时会招人白眼，
但的确提醒了不少‘马大哈’。”薛春华笑
着说。

事实上，在守护联杨新村的 44 天
里，薛春华不仅仅招过白眼。

“有一次一个中年人进小区，身份是
没问题，但他没戴口罩。”薛春华说。见
中年人没戴口罩，薛春华追了上去，一句
提醒的话刚出口，中年人极不耐烦地回了

一句，“关你什么事！”
被怼的薛春华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讲

起了道理，为自己、为亲戚、为大家……薛春
华耐心地讲了十来分钟，效果就是他之后数
次见到那个中年人时，中年人都戴了口罩。

“其实，很多人还是理解和支持的。”薛春
华说。

薛春华曾遇到一位老太太，口罩已经蛮
旧了，于是就提醒她换一个。老太太说她仅
剩这个口罩了，于是薛春华便问其他志愿者
有没有暂时不用的口罩。

“老太太一听连忙摆手，说了一句至今
让我感动的话。”薛春华说，“那位老太太
说，‘现在你们更需要口罩，我戴这个就可
以了’。” （徐海军摄）

算了一辈子账的他，战“疫”时更加细心

“上岗”第二天，薛春华在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再次遇到了沈国民，两人聊起了
疫情。

时隔近两个月，沈国民已记不清当时
聊天的全部内容，但薛春华的一句话，让
他感慨至今——“你不让我走，我就一直
坚持下去”。

2月1日早上，一句“我也去，我也出一

份力”，让大家看到了薛春华服务、守护居
民的激情。而从2月1日到3月15日，长
达44天的志愿服务，则让大家看到了这
位老人服务、守护居民的恒心。

“在联杨新村小区，老薛坚持了44
天，直到3月15日形势转好后，他被我

‘劝离’。”沈国民笑着说，薛春华是社区
参与疫情防控时间最长的志愿者。

从龙河花园到联杨新村的路程很短，坐
公交仅有两三站。往日里，从龙河花园到联杨
新村，薛春华有数条公交线路可以选择，而在
公交尚未恢复运营的日子里，对于已有74岁
高龄的他来说，这段路变得漫长起来。

“走得快也要20来分钟。”薛春华的老
伴说，要是遇上刮风下雨，那就更难走了，

“有两三次遇到下雨，他走回来时袜子都湿
透了。”

“这都不是事。”薛春华哈哈一笑，挥手
说道，“只要大家平安就行。”

“就你牛！”老伴又“呛”了一句。

“你不让我走，我就一直坚持下去”

2月1日，年初八。
清早，透过厨房玻璃窗，家住龙河花园小区的薛春华，看

到楼下来了不少戴着小红帽的志愿者，很快，一些工作人员也
从对面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走了出来。

家住二楼的薛春华，很快从志愿者的聊天中，了解了他们
即将要做的事情。

按照社区党委书记沈国民的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批
批离开，走上各自的疫情防控岗位，而看着“小红帽”越来越
少的薛春华，心里却急了起来——龙河社区有众多小区，这些
小区都要有人来守护，薛春华怕他们人手不够。

想到这里，薛春华和老伴打了个招呼，戴上口罩，冲下了
楼，边跑边冲沈国民喊：“沈书记，我也去，我也出一份力！”

薛春华的出现，让沈国民觉得即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
中。“老薛是我们社区出了名的热心肠。”沈国民说，满头白发
的薛春华主动加入了疫情防控队伍，不仅充实了防控力量，更
坚定了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

几分钟后，薛春华离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赶往联杨新村
小区。

一场“说走就走”的志愿服务

薛春华翻看联杨新村疫情防控记录薛春华翻看联杨新村疫情防控记录。。 薛春华向居民介绍苏城码的使用方法薛春华向居民介绍苏城码的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