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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晓炜 殷晔）9月 16
日消息，市妇幼保健院保健支部党员、重症
医学科医务工作者一行 10 人走进市社会
（儿童）福利院，为这里的孩子们开展新冠
肺炎疫苗接种服务。

本次疫苗接种对象主要面向市福利院
12 岁以上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员。由于服
务对象的特殊性，接种工作有一定的难度，
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反复确认接种对象的个
人信息，并为接种对象开展体格检查。为

解决行动不便、无法前往接种点的残疾儿
童和成人的接种问题，医护人员在市福利
院工作人员指引下进入病房，为他们进行
点对点接种服务。

经过 3 个多小时紧张有序的工作，市

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顺利完成了此次新冠
肺炎疫苗的接种工作，共接种新冠肺炎疫
苗 266剂次。

市福利院适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讯（记者 司勇 通讯员 闫祥
峰）9月 16日小店区消息，小店区龙城街道
保利香槟社区从疫苗接种动员、接种摸排、
中高风险区返并人员管控、商户防疫措施
落实四方面，做好常态化网格工作，把好防
疫关口，守护群众安全。

社区网格员入职便在社区“两委”主干
协调下，第一时间跟物业取得联系，加入物

业业主群，接到有关疫苗接种通知，第一时
间转告居民，解答居民关于接种的问题。
对于有禁忌症不能接种的居民，提醒其提
供可以开具禁忌证明的医院名单，并协助
其解决。

在入户摸排疫苗接种时，由网格长带
领网格员，逐户走访，详细摸排每一户的接
种情况，拉近与居民的距离，收集真实有效

的信息。目前，疫苗接种摸排工作基本收
尾，摸排居民 508户，商铺 25户，793人已接
种，226人未接种（包括未成年人），接种率
达 80%。

对于中高风险区返并人员，采取社区
联合物业的方式，实现人员的闭环管理。
对于返并人员，社区认真落实居家体温检
测和核酸检测，对接物业，保障居家隔离人

员的基本生活无忧。
商铺是人员流动密集场所，网格员严

格按照要求，走访商户，张贴“二码”和《致
全体商户的一封信》，检查商户的防疫措
施。对于不合格的商户，协助其整改并回
访检查，督促整改落实。

把好防疫关口 守护群众安全

9月 15日晚 9时 20分，摄乐南街，市外国语学校（摄乐校区）北
门附近，又出现了几十位家长，他们不是来接孩子放学，只是来探
望刚入学在校寄宿的孩子。大人和孩子隔着校园的护栏，见一
面，聊几句，这一天基本就结束了。

刘先生、关女士的儿子，今年经摇号和考试，成了外国语学校
摄乐校区初一年级的学生。“小学 6年，孩子一直在身边。升初中，
我们想锻炼他自己学习和生活的能力，于是将小升初目标定在了
外国语摄乐校区。”

9月，家长和孩子都无比憧憬的初中生活终于开始。然而，把
孩子送进校园，真正开始寄宿后，大人和孩子都出现了明显的不
适应。刘先生和爱人惦记着儿子能不能适应学校，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事事牵肠挂肚……儿子想念父母，家里自由自在，学
校要求严格，处处记分考核，甚至还哭鼻子……

关女士表示：“其实我心里清楚，学校的条件非常好，但心里就
是放不下，大概我们和孩子都需要个过程，毕竟才开学第三周。”

于是，刘先生、关女士和儿子商量好，每周的周中探望一次。
初一年级每晚 9时 30分下课，学生们返回宿舍。刘先生、关女士
就在儿子从教室到宿舍的中间地带的校园护栏外等着。

9月 15日，周三，天气预报说有降雨，关女士给儿子带了件背
心，套在校服里，怕儿子冷；刘先生给孩子拿了香蕉，睡觉前吃一
根，怕半夜饿。

晚上 9时 30分，铃声准时响起。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学楼，学
校北门附近的护栏外，站了不少与刘先生、关女士一样的家长，有
的是来送衣服的，有的是来送台灯的，还有的是来送酸奶的。一
时间，隔着学校的护栏，家长和孩子开始了短暂的探望交流。

附近住户李女士说，她每晚都能遇到一些来看望孩子的家
长，周三最多，甚至周日还有，已经是校外街边的一道风景了。

刘先生、关女士和儿子在固定地点见面。隔着护栏，刘先生
将香蕉递给儿子，孩子打趣地说：“爸，感觉你在喂动物园的猴
子。”附近的家长们听到，一起笑了起来。

见一面，聊几句，三五分钟后，就是分别时刻，孩子快步往宿
舍走去，洗漱完毕，上床休息。刘先生和爱人也驾车离开，“见了
孩子，今天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

大约 10分钟后，校园护栏外的家长陆续离开，嘈杂转为宁静。
不少家长都表示，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对孩子，刚刚开始的寄

宿制，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正在适应，但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两节，来来回回，可能有

反复。国庆后还得适应，慢慢就好了，探望逐渐停下来。”刘先生
计划着。

对寄宿制，刘先生和爱人均表示非常满意，学校管理非常好，
孩子的自理能力已有提高，孩子自觉学习习惯也在养成，对此二
位感到很满意，很欣慰。

记者 申波 文/摄

夜间“探望族” 校外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郭晓华
通讯员 黄岩）一名旅客在太
原火车站遗失手提包，包内装
有多个证件、银行卡，还有八
万余元现金。民警通过视频
追踪最终找回，并对捡走失物
想要占为己有的旅客，进行严
厉的批评教育。9 月 16 日，为
了感谢民警，失主的朋友送来
了锦旗。

9 月 14 日晚 9 时许，太原
车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王
先生的电话求助，对方焦急地
说，他刚从太原火车站乘坐火
车离开，却发现手提包不见
了。通过回忆，他想起来，应
该是把手提包落在了第二候
车室的座位上。

手 提 包 里 装 有 人 民 币

82400 元、港币 1000 元、台币
300 元、银行卡若干，希望民
警帮助寻找。接到电话后，
民警十分重视，立刻兵分两
路，一路去第二候车室寻找，
一路去调取当时的公共视
频。民警到达第二候车室时
发现失主之前的座位已经没
有手提包的踪影。民警通过
公共视频追踪，发现失主走
后不久，有一名中年女子坐
在了那个位置上。

半小时后，她发现黑色手
提包一直放在那里没人要，于
是将其放在自己随身背着的
竹篓里迅速出站。发现这一
情况，民警马上追踪此人的进
站信息，并联系其户籍地派出
所，得到了她两个哥哥的电

话，但两人皆称与这个妹妹断
绝联系多年，不知道她的联系
方式。这一线索断掉以后，民
警继续扩大寻找范围，最终在
火车站广场找到该名女子。

此时，她已经将手提包里
的钱放到了自己的拉杆箱内，
其他东西则扔到了花池里。
找回被其扔掉的东西，民警对
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随后，民
警通过视频与失主清点了物
品，并将失物交给了闻讯赶来
的失主朋友。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出门
在外保管好行李物品，尤其是
购票、安检、检票、上车、下车
等环节应及时清点，以免丢失
或遗忘。

本报讯（记者 郭晓华
通讯员 窦新忠）深夜，丈夫
醉酒晕倒不省人事，柔弱无助
的张女士又怕又急，一时不知
所措。公交二公司四车队工
作人员李静和其丈夫，回家时
正好路过，主动伸出援手，不
但帮着张女士将其丈夫扶上
车，还陪着一起前往医院，直
到确定对方没事后才离开，令
张女士感动不已。9月 15日上
午，张女士致电公交二公司四
车队调度室，对李静急人之所
急，热心助人的精神提出表
扬。

9 月 14 日晚 11 时许，张女
士和丈夫杨先生与朋友聚餐

后，打了个车返回位于并州东
街建设南路口的小区。下了
出租车，由于杨先生喝了不少
酒，张女士费力地搀扶着他往
回走。还没走几步，杨先生竟
然瘫软在地昏迷不醒。张女
士身材瘦削，想要将他扶起
来，但怎么都扶不起来。张女
士十分着急也很无助，竟然慌
了神一时不知所措。李静和
丈夫下班回家正好经过，发现
这一情况后，立即上前帮忙。

两人问明张女士情况后，
试着看能否叫醒杨先生，可是
杨先生昏迷不醒根本没有反
应。张女士担心丈夫，吓得哭
了出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见此情形，李静夫妇赶紧劝对
方把人送医院救治。随后，张
女士跑回小区将自己的车开
了出来，李静夫妇帮着张女士
将杨先生扶上车。担心对方
的安全，李静夫妇不放心，便
也上了车跟随前往。到了山
西省人民医院，经过医生检
查，确认杨先生无大碍后，李
静和丈夫才放心离开。

张女士当时慌了神，只顾
着照顾丈夫，也没好好感谢李
静夫妇，等到第二天一上班，
便迫不及待地致电公交二公
司四车队，表达了对李静夫妇
的谢意。

连日来，我市各社区加班
加点，全面彻底整治辖区环境
卫生，取得良好效果。

搬走大件垃圾
光社街道简易社区主要

致力于大件垃圾的清理。恒
山路 46 号恒山苑小区最近在
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热力施
工，楼院里陆续出现许多大件
垃圾，小区空地上堆的都是。
9月 15日和 16日，简易社区组
织居民和志愿者着手清理大
件垃圾，包括废旧床、沙发、桌
椅、马桶等，两天共清理走大

件垃圾 300余件。

施划道路车位
为了解决辖区停车难、乱停

车问题，9月 16日，南寨街道江
阳社区发动全体社区干部、志愿
者在辖区江阳路多条小街巷和
小区里划出机动车停车位和非
机动车停车位，便于各种车辆各
就各位。车位划设过程中，大家
充分汲取规划专家意见，将车位
科学合理规划，尤其是共享单车
停车位，设在居民楼下方便大家
存取的地方。

不留垃圾死角
和简易社区的做法不同，

迎泽街道南内环街二社区的卫
生环境整治主要集中在“治小”
方面，重在清理垃圾死角。9月
16日上午，社区干部和志愿者
来到菜园南街菜园小区，走进
各个楼道，集中清理墙面“牛皮
鲜”和堆积杂物，楼院居民开玩
笑说，身着红马甲来来回回搬
运杂物的社区干部远远看去就
像是一支“娶亲的队伍”，大家
对辛苦付出的社区干部和志愿
者不住致谢。

记者 韩睿

男子遗失八万多元 民警视频追踪找回

丈夫深夜醉酒晕倒 好心夫妻援手解困

整治环境卫生 社区各有侧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