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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又一位
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
老兵走了，享年91歲。老兵名叫劉貴如，
1929年生，山西省原平市人，15歲參軍，
從基層戰士做起，隨部隊轉戰南北，榮立
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離休前任中國
人民解放軍某幹休所所長。
14日下午四時半，正在石家莊市抗擊

疫情基層一線忙碌的老兵孫女劉妍手機
突然響起，是家人打來的。還未接起電
話，劉妍的淚水已經盈眶，醫院此前已
下過兩次病危通知，爺爺的離開，她早
有預感。
老兵晚年罹患阿爾茨海默症，住院治療

多年，根據醫院防控疫情需要，只允許一

位家屬從旁照料。今年春節，除了老兵的
兒子、女兒，孫輩們都沒能見到老人。
老兵走時，兩位外孫也都正在各自單

位按照疫情防控需要緊張工作。大外孫
楊濱從小和老兵一起生活，爺孫感情很
深，得知姥爺永遠地離開了，楊濱淚流
滿面，他心裡無比遺憾，沒能看姥爺最
後一眼。「醫院的防疫規定，我們得遵
守。」

不設靈堂一切從簡
當夜，老兵家中擺放老兵年輕時的黑白

照片，未設靈堂，一切從簡。除直系親屬
外，家屬並未通知其餘親朋好友。孫輩們
因為基層一線防疫任務重，均未能守靈。

老兵生前所在部隊領導對家屬進行慰問。
16日一早，老兵的遺體火化。根據石家

莊市殯儀館的規定，疫情防控期間，不舉
行遺體告別儀式。火化時，只有老兵的3
個子女參加。「中國人講究百善孝為先，
但現在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作為軍人
家屬需要服從大局，相信父親能理
解。」老兵的兒子劉旭峰說。
火化完成後，老兵的骨灰被直接送往陵

園。抵達時，墓已提前挖開，放入骨灰
盒，家屬每人三土，三鞠躬。安葬過程
只有半小時，僅直系親屬10人送行。
老人彌留之際已經昏迷，沒有留下隻言

片語，留給家屬們的是掛滿軍裝的各種榮
譽勳章和無盡的追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哈
爾濱報道）近日，黑龍江省齊齊哈
爾市梅里斯達斡爾族區達呼店鎮巨
寶山村黨支部書記張立輝的微信接
到這樣一組信息：「我在最困難的
時候得到了國家的照顧與關愛。現
在在疫情面前，我總想做點什麼，
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回報國
家。」「我不會網上捐款，我把錢
交給你，你替我捐給武漢人民。」
「我節省一點，就可以給武漢人民
添置幾十個口罩。」巨寶山村五屯
的6戶已實現脫貧的貧困戶微信轉
賬捐款380元（人民幣，下同），
為疫情防控獻出自己的愛心。在他
們帶動下，巨寶山共有 112人捐
款，捐款總額5,321元。
張立輝表示，接到後真的很感

動，這6戶貧困戶原是梅里斯區達
呼店鎮巨寶山村建檔立卡貧困戶，
在國家政府的幫助下，他們通過公
益崗、養殖、打工等方式自力更

生，2018年末實現脫貧。2019年，
這6戶貧困戶人均收入在9,000元以
上。「他們也是剛過上好日子，心
裡就裝着別人，讓我特別感動。」
如今，張立輝已經悉數將鄉親們的
捐款轉到黑龍江省青少年發展基金
會賬戶。

近百人加入義工隊伍
與達呼店鎮巨寶山村一樣，在臥

牛吐鎮東臥村，村裡的貧困戶也用
自己的方式支援疫情防控。6日，
東臥村貧困戶王占義給村部送來了
兩箱方便麵，說是給每天巡邏的工
作人員，並表示「不要嫌少」。
此外，近百名貧困戶也加入義工隊

伍，他們也想在這場與疫情的戰鬥中
盡自己的一份力。達呼店鎮長發村的
張鳳也成為了一個義工，他堅定地
說：「我能做的就這麼多，沒有錢那
就出一份力，大家也都經常幫助我，
總不能一直欠別人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哈
爾濱報道）「沒有事不要出門，有
事告訴我，在家最安全。」從大年
初二開始，黑龍江省虎林市楊崗鎮
副鎮長、富國村第一書記張敬東一
刻不得閒，每天通過走訪、電話、
微信把這句話挨家挨戶通知到位。
疫情剛發生時，勸說老百姓不讓

出門，成為了張敬東最大的難題。
當時還有很多人對疫情重視程度不
夠，他就和村裡的幹部對300多戶
村民進行排查，還有不聽勸阻的，
就在家門口等着，等人出來後，再
勸說回去。
面對疫情，消毒檢測錄體溫、為

心理波動大的群眾進行心理調節、
把守入村路口、分配防疫物資、給
老百姓當採購員等等成為張敬東新
的工作內容。平時忙完村裡的工
作，張敬東作為楊崗鎮副鎮長還要
處理鎮上的工作。與香港文匯報記
者連線時，張敬東的聲音有些僵
硬，詢問得知是因為戴口罩工作總
是出汗，而東北室外的氣溫較低，
一到室外，口罩裡很快就會結成一

層薄冰，一宿夜班下來，有時嘴會
凍得說不出話來。剛剛值完一個夜
班的張敬東說：「這幾天有些企業
復工，來往的車輛明顯增多，昨晚
一直在檢查來往車輛。」

「疫情過去再過情人節」
平時工作特別繁忙的張敬東，總

被妻子抱怨是「鋼鐵直男」不懂浪
漫。因工作負責的楊崗鎮與自己的
家距離有五十多公里，所以一周才
能回家一次。剛剛過去的情人節，
張敬東早上給妻子發了一個
「1314」的紅包，還對妻子說：
「當戰勝疫情，我一定回去陪你過
情人節。」
「以前總覺得他不會說話，不浪
漫，現在真的面臨考驗，從這些細
節中，越來越覺得他非常在乎自
己。」張敬東妻子表示，「平時我
們每天都會發視頻，給對方打打
氣，叮囑對方做好防護，但時間都
很短，情人節那天早上，雖然只看
到他發來一條信息，但在自己的心
中勝過千言萬語。」

黑龍江貧困戶捐錢：
我想出一份力

「一天總問個沒完，體溫不正常就
告訴你了！」電話那頭不耐煩

地掛斷了電話，于建雲卻要硬着頭皮繼
續再打一個，這種場景在防疫工作開展
初期很常見。「現在工作捋順了很多
了，要說基層工作最難的，就是讓農戶
理解疫情的嚴重程度，讓他們主動配合
工作。」說起遇到過的種種為難情況，
于建雲表示：「最開始，村民都不相信
有疫情，從外地回來的人怕麻煩，就瞞
着不上報，還有我們一天兩次詢問體溫
的時候就有村民不接電話，這時候就得
想辦法。」

一人一天走七八十戶
在村裡工作十餘年的她，想到通過
村民舉報、親戚聯絡的辦法，「不接電
話，那我就讓親戚聯繫他，總能找到這
個人。」每個人都要落實，每天都要有
記錄。于建雲說，儘管相處了幾十年的
村民對自己不理解讓她感覺非常委屈，
但她相信，踏實細緻的工作最終會迎來
理解。「我們冒着風險過來逐戶排查登
記，不也是為了你們好，為了五龍背鎮
好嗎？特殊時期，咱們所有的努力不都
是為了守住咱們自己的家嗎？」這是于
建雲向村民解釋最多的一段話。

20 平方公里、9個村小組、1,055
戶、2,730名農戶——從大年初二開
始，于建雲、王曉丹和楊澤庚3人在防
疫初期每天都在用雙腳丈量着這片土
地。「敲門、問候、詢問、登記，早上
7時開始到天黑，一個人一天能走七八
十戶。」五龍背的山包多、農戶又分
散，這也為排查工作增添了難度，中午
得空泡一碗方便麵就算是歇了一下。從
1月底挨家挨戶下發疫情提醒卡，到逐
戶講解疫情的嚴重程度，這個3人小組
漸漸得到了村民的接納和理解。

全村沒確診疑似病例
「我們村現在沒有確診病例、也沒

有疑似病例，從外地返回的80多人也
都嚴格進行了居家隔離。」踏實的排查
讓于建雲對保證「零疫情」增添了信
心。最近一周，重點排查主要在村口進
行，「我們最近又挨家發了出入證，告
訴村民做到不出村、少出門。」
顧得了大家，還要顧小家。「家裡

養了78頭豬，12頭牛，我抽不開身，
現在我家孩子都『上崗』養豬了。」于
建雲笑說，哪怕半夜結束了工作，她也
要去牛舍、豬舍再看一看這些家裡的經
濟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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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于珈琳 遼寧報道）

在全國基層疫情防控

一線，有一群人他們

起早貪黑逐戶排查，在衛生保障最薄弱的廣袤鄉村築起防護屏

障。今年58歲的于建雲就是其中一員，她是遼寧省丹東市振安

區五龍背鎮五龍背村的村主任，和全國萬千基層工作者一樣，從

疫情爆發至今，堅守一方平安。于建雲、村書記王曉丹和第一書

記楊澤庚3人從防疫初期開始逐戶排查登記，給村民普及防疫知

識，每天都用雙腳丈量着這片土地。于建雲說，如果每天的嘮叨

能守護好鄉村，「我就一直嘮叨下去。」

遼寧村幹部起早貪黑不懈防控：

駐村值班查車輛 嘴凍到不能說話

孫輩奮戰抗疫一線 無緣老兵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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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雲給村民講解
防疫知識。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于建雲于建雲（（中中））的工作漸漸的工作漸漸
得到了村民的接納和理解得到了村民的接納和理解。。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民眾通過微信轉賬捐款。 受訪者供圖

■張敬東（右一）在卡點值守。 受訪者供圖

■劉貴如生前榮
獲的「抗日戰爭
勝利70周年紀
念章」。

網上圖片

■劉貴如解放戰爭時期的戎裝
照。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