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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春节“悄然而至”，是因为对于丽水
市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的职工而言，无论
是什么节日，都不放假。

和平常的每一天一样，院内 24小时确
保有工作人员轮班值守。出于疫情防控
需要，这个春节，院里的护理员、特教老
师、康复师需要连续上 7天班才能休息，期
间都和孩子吃住一起，一步也不能离开福
利院。

“备年”是全院一个开心又繁忙的“大
工程”。

职工和大孩子们一起，挂灯笼、贴窗
花，精心的布置，把院里装点得年味十
足。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福
利院营造了满满的仪式感：采购话筒，准
备开一场麦霸 K 歌会；购置篮球架、乒乓
球桌等娱乐设施，陪孩子健康运动；安装
崭新的大荧幕，一起看春晚、吃饺子；除夕
夜，为每个上学的孩子发一个新年红包，
一同守岁迎新；大年初一早上，把一个装
满各种小零食的新年大礼包送到孩子手
上……

为每个孩子挑新衣、新鞋的工作，早
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小杰穿红色衬

肤色。”“小美喜欢粉色。”“小亮穿纸尿裤，
裤子要宽松点。”“大海躺的时间多，薄一
点儿的衣服舒适。”“小东的鞋子，鞋口得
松点儿。”……护理员对孩子们的情况如
数家珍，仔细地给每个孩子挑衣、试衣，尽
可能让他们穿起来得体，还符合各自的特
殊需求。

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是一个大家庭，
全院共有大大小小 60个孩子，最小的刚刚
出生 3个月，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
的缺陷，因此“一天也离不开护理员的陪
伴”。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成立 7年来，不
少护理员都主动留在院里陪孩子们过
年。俞迁城便是其中一个，即便和家人同
在一座城市，可每一年的除夕，她都只能
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和家人“云团聚”。

“不是不想念家人，而是这些孩子更需要
我们的陪伴。”今年春节，俞迁城将又一次
值守在院里。

寒假里的福利院比往常更热闹——
在院外上学的孩子们放假了。随之增加
的，是职工的工作量和肩上的责任。每天
早上不到 6时，护理员卢永月便起床了，围
着孩子开始一天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厨师

则更早，5时刚过，食堂里便有了忙碌的身
影，一日三餐，丰盛可口；即便忙碌了一整
天，下班后的康复师依然喜欢和孩子们待
在一起，陪他们嬉戏玩耍。

孩子们早早地和院长妈妈约好：“今
年还要陪我们看春晚。”在院长楼雅佳心
中，每年和孩子们一起跨年是不变的约
定。说到新年心愿，她说:“孩子们的心愿，
就是我的心愿，2021 年，希望孩子们健康
快乐成长！”

在温暖的氛围里，有一群关心爱护他
们的亲人，对于福利院的孩子来说，就是
最好的新年礼物。

临近春节，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忙碌
依旧：康复师每天定时给孩子们做针对性
的康复训练；特教老师一如既往地讲解早
教课程、特教课程，组织孩子们开展有趣
的户外活动；护理员精心照顾孩子们的饮
食起居，给瘫痪在床的重残孤儿翻身、清
洁，洗刷晾晒换洗的衣物……一切都跟往
常一样。只有喜庆的灯笼、漂亮的窗花和
孩子们身上的新衣在告诉大家——春节
来了！

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陪孩子过年，给他们一个家
■本报记者 陈炜芬

“面对疫情，没有人是旁观者，只要有
需要，我就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尽一
份自己的责任。”前几天，19岁的莲都人潘
语琪郑重地加入莲都区疫情防控青年志
愿服务预备队的微信群，成为一名防疫志
愿者。

潘语琪是丽水学院口腔专业的大二
学生，现在已经放寒假。她本来早就和同
学约好假期去哈尔滨旅游，但在放假前
夕，国内出现了零星散发的病例甚至局部
聚集性疫情，出游计划只能搁浅。

前几天，潘语琪在家上网时，偶然看
到一则招募丽水青年防疫志愿者的信
息，号召广大青年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
中去，发挥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

“我看到信息后非常激动，马上就扫了微
信码准备入群。”就在准备提交的时候，
她稍稍有了迟疑，“因为姐姐正在家里坐

月子，外甥女还很小，抵抗力不强，如果
我当了防疫志愿者，怕对外甥女的健康
有影响。”这几乎是一闪而过的念头，马
上，潘语琪就做出了决定：加入微信群。

“我是一名大学生，应该有责任、有担当，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做一些事
情。只要在志愿工作结束后，认真做好
消毒工作就没什么问题。”

其实，这不是潘语琪第一次参加志愿
者活动。去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汹涌来
袭，放寒假在家的潘语琪内心十分焦虑。

“刚好学校的老师在群里号召大家去做志
愿者，共同抗疫。那时候，我在第一时间
就主动报名了。与其在家里焦灼不安，还
不如做出实际的行动，在人员紧缺的关键
时刻，尽一份微薄之力。”但是，母亲知道
后，表示了担忧，女儿这个举动，不仅辛苦
劳累，感染风险也高。潘语琪耐心地劝导

了母亲后，毅然穿上红马甲，来到市区的
灯塔菜市场。每天，她从早上八点半到下
午五点，给进出菜场的人查看健康码、测
量体温。期间，她也碰到过不少困难，比
如，她虽然是丽水人，但方言说得并不好，
和一些老人沟通起来会慢一点，而大家买
菜的时间段都比较固定，高峰的时候，人
流涌过来，会手忙脚乱，生怕有漏网或者
出错。一个多月来，潘语琪靠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圆满完成了志愿活动。

春暖花开后，疫情形势不断好转。但
没想到，今年春节，疫情形势再一次变得
严峻。“疫情其实离我们很近，和我们每个
人都息息相关。我参加过一次志愿活动，
对如何做好防疫工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
验，这也是我今年想再一次当志愿者的原
因。”潘语琪说。

防疫志愿者潘语琪：作为大学生，时刻准备为防疫出力
■本报记者 潘凤群

“除夕夜啊，我们肯定在路上的。”当
被问到除夕怎么过时，杜根法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杜根法和妻子叶仙洪是浙江波普环
境服务有限公司缙云分公司的环卫工
人。4年前，夫妻俩一起帮着远在上海的
儿子看鸭棚、带小孩。后来，儿女都回到
了缙云。“我们身体都还行，所以想着干点
活儿，补贴补贴家用。”杜根法说。

连续 4年，夫妻俩的除夕都是在上班
中度过的。他们的清洁范围大致在同个
片区，但两人却很少能碰上。杜根法的上
班时间主要在白天，而妻子则主要在下半
夜。“没空做年夜饭，也没有能凑在一起吃
饭的时间。”

夜，是属于叶仙洪的。
凌晨 3时 30分，缙云县城的人们还沉

醉在梦乡里，叶仙洪已经开始清扫路面
了。夜晚的街道四下无人，安静得只有扫
帚沙沙的声音。“这时不用戴口罩，等到天
亮有人走动就得戴起来了。”叶仙洪说。

太阳一点点升起，叶仙洪却无暇观
赏，她更关心的是垃圾是否都已经清扫完

毕。
6 时左右，叶仙洪一路扫到了菜场路

段附近。她从口袋里掏出口罩戴上，“菜
场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她麻利地挥动
着扫帚，要赶在人多起来前结束第一轮清
扫。

这也是疫情以来，公司对他们提出的
要求，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公司要求
他们尽量错峰清扫，避开高峰人群。

在叶仙洪清扫的不远处，同事正在对
水沟、果壳箱等进行消毒。浙江波普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缙云分公司项目经理叶顺
升介绍，缙云老城区基础设施旧，人员又
密集，他们每天都安排专人早晚各一次进
行全面消毒。

7 时 20 分，在打扫完最后一点垃圾
后，叶仙洪和同事一起来到菜场门口的
早餐店。在这家店里，她们每天可以吃 5
元的早餐，由公司出钱。一碗豆浆，几个
包子。两人搭坐在一起，安静快速地吃
完。此时的菜市场，已经是喧闹一片。
与四周的热闹相比，叶仙洪的脸上，写满
疲惫。

7 时 30 分，叶仙洪的普扫班结束了。
如不是轮到上午的班，叶仙洪可以回家
休息，13 时 30 分再出门打扫，直至 17 时
结束。而杜根法则是 7 时 30 分出门工
作，一直到 22时，收完商户的垃圾才算结
束。算起来，夫妻两个一天之中，只有早
上 7 时 30 分和 17 时 30 分会在县城步云
桥转角短暂相遇，这是属于他们的“打
卡”时间。

杜根法的工作与妻子不同，他要开着
三轮车不断地循环在路上，看到垃圾就要
捡起。“我们要求垃圾落地不超过 30 分
钟。”

除了路面整洁，杜根法还要上门收集
垃圾。看到有商户把废弃口罩和普通垃
圾混在一起，他也会善意提醒他们分类，

“特殊时期嘛，还是注意点好”。
尽管除夕夜夫妻俩吃不上年夜饭，但

每年的正月初一是固定休息日。有时他
们会去儿女家补上一顿团圆饭。今年，杜
根法和妻子说好了，哪也不去，两人就在
家好好休息一天。

环卫工人夫妇：除夕夜，我们在路上
■本报记者 曾翠 刘斌 通讯员 吴敏超 蓝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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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 守岗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