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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放下大勺做志愿者
有的继续做菜为大家送餐
这些大厨都在为疫情奋斗着

2月12日晚上8点，慈溪市长河镇长
丰村的厨娘符银珠，正在自家厨房忙活。
跟前几日一样，这个晚上，她又将为村里
两个卡点的志愿者和村值班人员送去夜
宵，晚上9点去一个卡点，13日凌晨2点，
再去另一个卡点。

这个春节，作为农村家宴厨师的符银
珠过得并不顺心，由于疫情影响，推掉了
村民们预订的家宴、酒席，损失了不少钱，
但符银珠并不在意。

“疫情不退，夜餐不停”
自从村里设卡排查开始，每天晚上，

符银珠都坚持为志愿者和值班人员送餐，
晚上9点，她主要会准备一些饺子、汤圆
等点心；凌晨2点，通常都是四菜一汤的
家常菜。

每天晚饭过后，她就在自家厨房忙活
了起来，“大家值夜班非常不容易，肚子会
很饿，既然我不做生意了，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就为大伙儿做点吃的。”

考虑到每天购买食材需要花费至少一
两百元，长丰村的村干部提出付她一些食材
费，不过符银珠婉拒了：“如果收钱的话，我
就不做这事了！”

“疫情不退，夜餐不停”，这是符银珠
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年轻男厨师推掉生意做志愿者
同样在长河镇，沧北村有个“远近闻

名”的年轻男厨师——袁雪栋。
2月11日晚上11点，他又一次来到

了芦庵公路和邮电路路口卡点，准备开始
他的志愿者工作。

27岁的袁雪栋有着一手好厨艺，但这
个春节，他前后共推掉了100多桌农村家
宴和酒席的生意。从2月1日起，袁雪栋
便和沧北村的志愿者一起，守护在防疫一
线，为来往人员做体温测量、发放告知书
等工作。

因为年纪轻，小伙子还主动承担起了
后半夜守夜的任务，每晚的11点至次日
清晨6点，他一天都没有落下，成为了沧
北村疫情防控的坚实后盾。

农村大厨们各显身手奋战疫情
记者从长河镇食安办了解到，在此次

疫情期间，有些厨师放下了手中的大勺，
换成指挥棒、温度计，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比如垫桥村的严炳飞、大牌头村杨福权、
宁丰村范珍、范松立等厨师，主动加入了
志愿者队伍，成为了防控一线不可缺少的
一员；有些厨师又拿起大勺，正如符银珠
和劳美华等，用一技之长为抗疫人员提供
后勤保障；还有一些大厨，积极响应、配合
政府部门的要求，主动停办、劝退农村家
宴和酒席，停止承接家庭聚餐服务，并退
还预付的定金，据统计，仅长河镇，就停办
了酒席300多场。

大厨们说，愿战胜疫情、春暖花开之
际，大家能来品尝自己的手艺。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孙旭东 谢燕彬

由王君亚牵头，一共11名
志愿者组成的“疫情志愿小组”
承揽了大榭街道三个社区居家
隔离居民的采购重担。

居民们把采购清单发给对
接的社工，社工转给王君亚，王
君亚再转到“疫情志愿小组”的
群里，让大家“抢单”。最多的
时候，一天要接10余单。

采购，看起来稀松平常，在

这个节骨眼上，干起来并不容
易。在超市，方便面这种属于

“硬通货”，基本是买不到的，如
果有居民在采购清单中列了这
一项，志愿者就得一个地方一个
地方去找，跑两三家能找到，已
经算是顺利。遇到更紧俏的物
品，像医用酒精之类的，甚至跑
上十几家店都不一定能买到。

隔离在家，有人想吃点新

鲜的换换口味。志愿者曾在采
购清单上看到过“马兰头”的要
求，可眼下还没到上市的季节，
志愿者只能通过社区跟居民商
量换个菜。

各种各样的事遇到多了，
志愿者有时候也会有点想法，
王君亚总是劝大伙儿：“他们被
关在家里，心情肯定很郁闷，我
们就体谅一下。”记者 石承承

终于能为战“疫”做点事，这位志愿者说：

“那天，我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2月13日上午10点多，大榭街道海文社区的志愿者王君亚骑上电动车，准备把刚刚从各个超市

“搜罗”来的新鲜蔬菜送到居家隔离的居民家中。
王君亚在三江超市上班，给居家隔离的居民买菜、送菜的活儿，都得安排在工作之余完成。这

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大半个月，预计还得继续。

“志愿者王君亚随时候
命！”这是王君亚发的一条朋友
圈。可当时她压根不知道自己
该从何处着手。回忆那种感
觉，她说：“心里很无助。”

“一辆浙B牌照的车逃出
来了……”在疫情发生之初，很
多人的朋友圈里都曾被这样一
条谣言“刷屏”。不少人可能看
过就算；也有人会转发到其他
群，提醒大家留意。王君亚看

到这条消息后，却选择辟谣！
“现在网络那么发达，而且

路上的卡口那么多，如果真的
有车逃出来，一定会有权威说
法，你们不要乱传播谣言。”对
46岁的王君亚来说，她无法预
估在网上和人论战可能带来的
后果。

“你怎么知道不是真的”
“你凭什么出来指手画脚”……
不出意料，反驳的声音接踵而

至，王君亚一时有点懵。
那天刚好是1月25日，大

年初一。新年第一天就被人
骂，王君亚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有想过算了吗？”记者
问。

“没有。我想通了，辟谣也
是一个志愿者应该尽的义务。”
王君亚自己也没料到，她会以
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她的
战“疫”。

A.她的战“疫”，从“网上辟谣”开始

“那天，我第一次有了笑
容，感觉我有一点点用处了。”
这是王君亚写在日记里的一句
话。

那天是1月28日。为加强
疫情防控，大榭二桥进口封闭，
大榭一桥实行24小时交通管
制。大榭党工委从基层和机关
抽调人员，组成专班对所有入
岛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

“君亚姐，一桥要设卡了，
我们要不要想想办法做点什
么？”海文社区党总支书记韩月
仙找王君亚商量。

“我想想，天那么冷，要不
送点姜茶暖暖？”王君亚说。

王君亚在志愿者群里发出
召集消息时，心里有点忐忑不
安：会有人参与吗？

疫情爆发的非常时期，没
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不
怕。”王君亚心里也怕，她的家
人也对她“找点事情做”的想法
表示不理解。

在接下来近一个星期里，丈
夫始终阴沉着脸，甚至还赌气要
跟她分被子睡，还要在两人中间
隔一个枕头，取名“隔离墙”。

这本是家里的“小秘密”，
王君亚能够笑着说出来，是因
为丈夫最终还是接受了她做的
事，“作为一个志愿者，关键时
刻不挺身而出，就对不起志愿
者这几个字。”

让王君亚感到欣慰的是，
志愿者最懂志愿者的心，召集
消息发出后，有8个人报名加
入到送姜茶的队伍中来，有的
负责买姜、买红糖，有的负责
联系单位食堂提供场地，执勤
人员终于能在深夜喝上烫手
的姜茶了。

B.委屈的丈夫曾用枕头做了一堵“隔离墙”

C.帮居家隔离居民采购，其实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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