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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广告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黄冈作为
武汉的近邻，迅速成为全国第二重灾区，形势异
常严峻。

1993年出生的冯彼德，家住湖北黄冈。因
寒假返程在武汉有停留，回家后他一直处于自
我隔离状态。等自我隔离期一到，在确保身体无
恙后，他立刻去村委会报到，成为村委会疫情防
控志愿者团队的一员。“我作为学生干部，在社
会需要我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冯彼德说。

冯彼德准备加入志愿团队时，家人并不支

持，担心他有被感染的风险。但在冯彼德的坚持
下，家人最终尊重他的决定，希望他在这次战

“疫”中得到历练。
加入志愿团队后，冯彼德认真工作、仔细排

查，向村民讲述疫情防控要点，得到不少村民的
认可。家里有大学生的村民也想让小冯带上他
们的孩子一起，帮着村里做些事情。

很快，冯彼德的志愿者团队一下子壮大起
来，一股年轻的血液融入村委疫情防控工作组。
冯彼德做好带头作用，带领新加入的志愿者有
序地进行一系列疫情防护相关工作。

近日，一封来自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石盘咀村民委员会的表扬信寄到浙江万里学院。“冯彼德
同学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当代大学生代表，积极参加村级各项防疫志愿服务。同时带
动本村4名在家大学生参与村级志愿服务，在体温测量、疫情宣传等方面表现突出。”

冯彼德，浙江万里学院物流工程领域18级研究生。自2月25日加入村级防疫志愿工作开始，
至今仍坚守在志愿岗位，为家乡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陈妤涵 向娴华

湖北黄冈发来一封表扬信
点赞宁波抗疫返乡大学生

除了排查村民健康状况外，冯彼德和他的
团队还要对村里出现的人群聚集进行疏导和劝
阻。起初他学着网上那些官方术语进行劝导，发
现村民们并不理解也不配合，于是他研究一套
接地气的劝导方式。

面对孩子，他们用“大魔王”吓唬他们，让孩
子安心呆在家里。面对大人，列出村里有疑似病
例和密切接触人员被送去隔离的情况，一方面
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营造一点紧张的
氛围，让大家警觉起来。

在冯彼德团队的努力下，村民们越来越配
合疫情防控工作。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有知识有

文化讲科学，这样的大学生投入到疫情防控一
线来，值得大家点赞。

此外，冯彼德与工作组的同志们想方设法，
通过各种途径满足被隔离村民的物质需求。每
隔几天他就要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卸下好几百斤
重的猪肉，并且按纯肉和排骨分好类，再按村民
需要进行分发。

第一次干完搬运物资的体力活，着实把冯
彼德累得够呛。但次数多了以后便逐渐适应。他
把这些工作当做体育运动，“大家都说‘每逢佳
节胖三斤’，在这个特殊的寒假，我的体重不增
反降。”冯彼德笑着说道。

“接地气”的劝导法很有效

返乡大学生争当“排头兵”

一直戴耳机工作，耳朵“生病”了
“被困”湖北的女教师
边治疗边上课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罗潇）她在湖
北老家坚持给孩子们上网课，手机里600多条
学生视频舍不得删，还因长时间戴耳机引发耳
廓炎症。她叫黄明明，是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
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口语教师，常年任教高三。

在老家，黄老师的家俨然成了一所“小学
校”。三名亲戚家的娃，都念初三，他们听网课
的声音此起彼伏。为了互不干扰，黄老师就在
家中的一个小角落开辟“高三讲台”。电脑不
够，手机来凑，想尽办法解决困难。

黄老师教的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为了
确保网课效果，黄老师总是先集中授课，然后
由学生消化知识点，理解后拍成视频发给黄老
师单独指导。在她的指导下，即便不能开展“面
对面”教学，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也丝毫不减。

自二月初以来，黄老师已收到孩子们的视
频600多条，一度把手机存储空间占满。家人
劝她看完后删除，但黄老师认为，这些视频见
证了孩子们“特殊时期的成长”，弥足珍贵，应
好好保存。

由于长时间戴着耳机听学生的回课，黄老
师右耳红肿疼痛，经检查为耳廓炎症。但她也未
因此“停课”，一边打针消炎治疗，一边继续坚持
授课。学校老师和学生得知此事，心疼又感动。

记者了解到，在古林职高像黄老师这样的
老师还有很多。他们虽没奋战在抗“疫”前线，
却在抗“疫”后方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
教育教学的“最大后盾”。

黄明明老师在线教学。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