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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九江镇下西社区

党委书记一条信息“抓紧时间去

采购口罩和医用物资，以备防控

疫情所需……”一下子把下西社

区工作人员从准备过年的

状态“拉”回了工作岗位。

原本准备回娘家

吃团圆饭的社区党

委委员、居委委员

邝嘉颖，接到采购

医用物资的通知

后，来不及通知家

人，拉着弟弟帮忙，

一路奔走周边采

购。短短的10个小时

内，抢购了9万只口罩，

并赶在1月24日晚上7时

前，全部发放给社区1600多户

居民家中，每户50个。

为何能如此快速提前准

备？“应该归功于书记的好眼

力。”邝嘉颖说，从疫情消息传出

开始，张仕成书记就非常关注，

并根据自己的经验预判，马上开

始防疫工作的布置。“很多人买

不到口罩的时候，我们居民却收

到了社区的‘大礼包’，看到大家

幸福的笑容，我觉得一切辛苦都

值了。”邝嘉颖欣慰道。

然而，缓口气的时间还未

到来，口罩问题解决了，张仕成

随即又想到了最基本的“菜篮

子”问题。

原来，在下西社区，这里有

九江镇最热闹的农贸市场，每

天约有1/3的九江人会到洛浦

市场进行采购。

疫情面前，摆在张仕成面

前的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一边

是生活物资供应不能断，一边

是进进出出的人流为疫情防控

埋下的“定时炸弹”。

此时，张仕成又一次用“好

眼力”投向了技术防控管理。

尽管春节期间热成像测温仪一

台难求，下西社区依然想尽办

法联系购买。

2月13日，下西社区洛浦

市场内，一台花费16万元购置

的热成像测温仪正式投入使

用，旨在更快速、高效检测群众

体温。该市场也成为九江乃至

南海首个安装该检测设备的农

贸市场。

海寿岛不大，不足4平方公

里，海寿小学有232名学生，岛内

岛外都有。张永辉对每个学生

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由于岛上学生家庭分布零

散，需要针对每个家庭制定不一

样的解决方案，老师就要提前做

大量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家

访，着力解决孩子们存在的一些

问题，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

曾经是张永辉学生的区晓

红，三年前当上了海寿小学的一

名语文老师。从3月2日线上教

学启动后，她利用周末、平时的

课余时间上门探访，询问学生在

家的身体状况、作息时间、学习

安排和对学校需求等方面的情

况，并协助线上学习有困难的学

生解决终端设备和网络问题。

同时逐一解答指导，并根据具体

情况给出切实有效的心理调整

策略以及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

老师们发现，学生往往会表现出

有些枯燥和厌倦的情绪，因此学

校及时调整教学策略，采取多种

上课形式让孩子们爱上学习，有

点播、录播和推送优质资源等。

课后也设计了一些小游戏让孩

子们进行挑战，如脑筋急转弯、

猜字谜、成语接龙、趣味数学等，

利用校本课和综合实践课开展

家务劳动、手工制作、诗歌朗诵、

英语配音等，缓解学生的学习心

理压力，从而保障孩子们身心健

康，提高孩子积极学习的兴趣。

3月23日晚，从排

查的最后一户家庭出

来，邝嘉颖习惯性地又

掏出手机看了下微信

群。爱心代购群里，志

愿者正有序登记着明天

准备采购的食材清单；

出租屋群里，有业主正

向社区报备外省返回人

员信息；复工复产群里，

有企业商户正联系社区

沟通明早的防疫措施检

查……在过去两个多月

时间里，像邝嘉颖这样

的党员干部始终活跃在

社区防疫一线。

九江镇下西社区常

住人口过万，作为九江

镇人员构成最复杂、商

家店铺最集中的社区之

一，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至今零确诊。

筑起这堵坚固的防疫城

墙，下西社区的秘密武

器是什么呢？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南海

各个村居都实行了封闭管理，但

封，只是疫情防控的第一步。全

面摸底排查，弄清底数，才是阻

击疫情传播的关键!

下西社区近5平方公里，社

区内路口四通八达，且出租屋众

多，如果仅仅靠封堵路口，显然

效果杯水车薪。

疫情期间，巡夜岗成为张仕

成的工作之一。寒冷的冬日，张

仕成常常大衣一披，就去各卡口

查看值守情况，凌晨2时巡查一

次，4时再去巡逻，基本上一整晚

都没法睡觉。这让他更清晰地

认识到，只靠社区工作人员值守

根本不够，必须要一起上！

危急时刻，更多基层党员和

社区志愿者站了出来!义务值守、

巡逻“扫楼”、爱心代购、爱心送

餐……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街

坊志愿者一呼百应跟着上，一支

支社区党员志愿者队伍相应组

建起来。

“扫楼”时遇到居民不理解，

怎么办？政策再讲细、讲透。

作为社区疫情信息员，邝嘉

颖印象非常深刻。大年初三，有

一个租客返回社区，由于当时没

有相关政策法规，这个租客也一

直抗拒居家医学观察，她只能靠

着一张嘴，从下午3时到晚上8时

一直做租客的思想工作，都快把

自己说哭了，最终才让租客答应

居家隔离期间绝不出门。

居民隔离期间生活物资要保

障，怎么办？服务更细致、贴心。

疫情初期，下西社区跟出租

屋主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从一开

始的“事不关己”，到最后主动承担

物资代购。如今，在党员、社区志

愿者的凝心聚力下，下西社区爱

心代购队已经组建起来。

在党群合力的一系列得力

举措下，下西社区终于掌握了疫

情防控的主动权。

按下暂停键容易，重启新生

活却不是那么简单。

一旦重启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形势能不能稳得住？这又是

对下西社区的一大考验。

下西社区多年来产业结构以

商业为主，平日里车水马龙，商业氛

围浓厚。管好这些小商铺不容易，

但显然摆在张仕成面前，还有一个

更大难题——社区还有超80家小

规模厂企，他们以外来务工者居多，

这些小厂企面临着防疫与人手不

足，难以复工复产等多重压力。

在下西社区两委干部杨树

雄手机里，多个微信群几乎每天

都在开着远程会议。“我们对所有

厂企老板进行分类管理，每天都

有社区工作人员对接沟通，密切

留意他们的需求和动向。”

事实上，杨树雄的胸有成竹

建立在他的未雨绸缪上。早在疫

情爆发初期，下西社区就考虑到

了后续复工复产的压力，提前对

社区内所有无营业厂企贴上封

条，并留下社区联系方式，在微信

群每天滚动公告复工复产方案。

时至今日，社区人员每天的沟通

和防疫检查力度丝毫不减。

“企业复工我们都会第一时

间掌握，同时对还未复工的单位，

提前沟通，指导他们落实厂房消

毒防疫措施，提前开展安全生产

排查，在做好防疫排查保量的同

时更保质。”杨树雄说。

社区的一系列硬核防疫招

数让居民有了更强的安全感、归

属感。在社区党委的带领下，下

西社区的一股红色浪潮正引领

传递正能量，齐心协力吹响防疫

的集结号角。

书记“好眼力”
抢购9万个口罩送居民当机立断！

跟我上!九万口罩送居民
爱心代购送上门
下西社区党群合力筑牢防疫城墙

党群团结
冲锋在战疫第一线

见招拆招！
硬核防疫
保量更保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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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社区爱心代购队帮助居家隔离住户购买生活物资。

“张校长，见到您太好了，我们都期待早日回校跟老师们

在一起！”3月25日中午，九江海寿岛上，海寿小学校长张永

辉来到小建家，一对一帮扶线上教育遇到各种困难的学生提

升学习效率。预计到本周内，该校15名老师将完成岛上100

名学生的家访工作。

张校长，我们很想早日回校
海寿小学校长老师上门家访，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方案

15名老师
对100名学生展开家访

海寿岛是西江上的江心小岛，常住人

口2000多人，海寿小学全校师生有251

人，岛上学生有100人。由于环境特殊，

平常岛上绝大多数家长都会乘坐渡船，早

出晚归，到对岸的九江镇上务工，不少孩

子白天成了“留守儿童”，跟爷爷奶奶在一

起生活和学习。

自南海开展线上教学后，孩子的

学习进度最让老师们牵挂。在线上教

学一周后，海寿小学老师们通过每天

对授课后台数据的收集，发现很多的

学生学习情况并不是那么理想。家长

反映，主要是学生自觉性和自律性不

够，硬件设施不足，以及网络运行时存

在一定的困难。有时候家里的爷爷奶

奶监管不到位，极个别学生还产生了

严重的厌学情绪。

“岛上的孩子学习环境较为特殊，针

对线上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进行

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张永辉表示，经过

学校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包括校长在

内，学校15名老师按学生的实际情况分

批开展家访活动。但由于防疫期间，在

安全的前提下，学校只能对岛内100名

学生进行走访，目前老师们已走访完80

多名学生。

25日，张永辉、区晓红分头来

到小建和小芬的家。远远看到老

师的身影，孩子们总会飞奔而至，

先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当收到老师

们送来的练习本、笔、橡皮擦等学

习用品时，总会开心大半天。最令

孩子们激动的，还有一张大红的

“勤奋自律好学生”奖状。

线上开学后，海寿岛的孩子

们“宅”家学习，学习用品和文具

不一定齐全。张永辉发动爱心

企业，为学生募捐了一批文具，

老师们则利用家访的时机，及时

为学生送过去，“我们不想学生

因为文具不足的问题，乘坐渡轮

到镇上买东西，这样有些风险。”

张永辉表示，除了给学生送文具

外，他们还制作了一批奖状，特

殊时期为学生加油鼓劲，让孩子

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老师们就

在身边陪着他们。

“在这个特殊时期，老师还时

刻惦念着孩子，开展暖心的家访

活动，非常感动。”小建的家长说，

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用

父母的心态解决学生线上学习困

难，家长应积极配合好学校，一起

帮助孩子在家认真学习。

为学生定制高效学习方案

特制奖状为学生加油鼓劲

文/图记者区辉成■老师上门家访，为学生辅导功课。

■下西街坊

会成员派发防疫宣

传单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