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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下午，徐耿村村民微信
群中响起一阵消息，村民志愿者
李彩霞将自己制作的近40个电子
相册发到了群里，“这是疫情中的
相册，收集起来，时间长了回忆一
下。”一句话说完，微信群里的村
民们纷纷点赞，根据李彩霞自己
的统计，前前后后制作的电子相
册大约有70个，全部是用疫情防
控中在徐耿村拍摄的照片制成。

“以前村里需要出人工干活的
时候，都得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做工
作。”李彩霞说，“现在只要村里的
大喇叭一响，微信群中一‘接龙’，

村民们都积极参与，觉悟特别高！”
这话说得不假，疫情防控以来，徐
耿村凝聚起了坚实的“志愿力量”，
短短一个月时间，有170余名村民
自愿加入志愿服务队，利用自己的
休息时间在值守点值班、整治环
境、完成村内消杀作业，处处都能
看到志愿者们的身影。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李彩霞
不仅成了村内志愿者们工作的

“记录者”，也成为村里志愿服务
赶在前、冲在头的“最美逆行嫂
子”，村里进行卫生环境整治时，
57岁的李彩霞抢着报了名，10天

的时间一天没落下，清理村内积
攒多年的垃圾、土堆、柴堆，从早
上七点半出门集合到下午五六点
钟结束，一天就在忙碌中度过。

“我们做的不算多，碰到一些人力
弄不了的土堆土坑，村里的志愿
者自己开着挖掘机、拖拉机来干
活，连油钱都不要。”谈及参与村
里的志愿服务工作，李彩霞一直
说着，“我们都是村里的一份子，
干这点活不算啥。”

下午4点，好消息传来：“今天
下午所有封堵点全部打开，劝返
点撤销，帐篷拆除，登记地点改为

村办公室。”一条通知预示着生产
生活秩序逐步走向正常，从开始
为村里制作电子相册到现在，李
彩霞的手机里已经存下了1000多
张照片。

“看着这些照片咱也舍不得
删，有村干部在一线工作的，有志
愿者们积极奉献的，回头看看这
些照片，依然令人感动。”李彩霞
说道，“虽然劝返点撤销了，但是
我相信徐耿村的这支志愿者队伍
会继续保留着，为咱村里以后的
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记者 赵博文

村支书李刚的防控日记选登

党群一心共战疫

“冲锋有我！胜利有我！疫情
在发展，请各位党员高度重视并提
高戒备等级！”大年初一早上，高青
县花沟镇徐耿村党员微信群内收
到的这条消息，标志着徐耿村疫情
防控工作的正式展开。

1月25日，李刚回到徐耿村后
便开始进行疫情防控的“备战”工
作。中午，李刚和村“两委”成员与
春节村里的广场舞、锣鼓队成员提
前进行沟通交流，村民们不仅取消
了随后的活动，更让前来参加活动
的每名村民都成了此次疫情防控
的“宣传员”“引导员”，尽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聚集，为疫情防控堵源
头、降风险。

1月26日上午7点，村口建立起
了劝返点，对进出人员进行设卡检
测和进出备案登记，27日下午，村
里的大喇叭循环播放着防控知识，
劝诫村民不串门、“宅”在家不添
乱、支持疫情防控等内容。老党员
耿曰华主动“请战”，报名来到劝返
点值守：“听村里讲了这次疫情，咱
也得积极发挥党员的作用，冲在
前，做表率！”

建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招募疫
情防控24小时志愿者、成立疫情防
控消毒队……疫情防控中的徐耿
村，出现了人人争做“志愿者”，人
人都是“战斗员”的场景，党员群众
成立值守、消杀、环境整治3支志愿
者队伍，24小时值守点村民值守三
班倒，整村消杀作业5次，环境整治
会战44批次，志愿服务累计贡献工
日2500个，党员、群众主动捐献物
资20余宗、现金25970元。36天没
回张店家里的李刚四处协调争取
500余公斤消毒液、酒精100公斤、
口罩700余个，为了照顾宅家村民
的心理健康，李刚邀请淄博市养生
学会等组织专家成员，在村民微信
群发起设立“养生抗疫”在线课堂
14次，参与课程的村民合计超过
3000人次。

党群一心共战疫，党员成了村
里的一面面“先锋旗帜”，凝聚起了
徐耿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徐
耿力量”，为933位村民筑起了坚实
的防疫战线。

志愿服务成名片

“在以前，村里需要出人工干
活的时候，都得村干部挨家挨户地
做工作，现在不用了。”2月25日，正
在忙着参加志愿服务的村民李彩
霞说：“只要村里的大喇叭里一通
知，村民是一呼百应，我们不怕苦
不怕累，大家思想觉悟都很高。”

村民志愿者的由来要从2月1
日说起，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徐耿村从1月26日便开始部
署应对措施，设置村口劝返点、一
户户排查返乡人员……一项项工
作在紧张和忙碌中展开，村“两委”
成员没了“白天黑夜”，村民们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想帮忙却又无从
下手。

当时李刚刚到村报到不久，对
能否打赢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也
没有十足的把握，经过村“两委”的
审慎研究，最终还是把工作着力点
放到动员群众、共抗疫情上来。2
月1日上午，在徐耿村党员微信群
和村民微信群中发布的《冲锋有
我！胜利有我！关于招募疫情防
控24小时值守战斗员的通知》，让

“志愿服务”成了此次疫情防控的
“主题曲”，通知发布后，不论是在
党员微信群还是在村民微信群中，
报名留言接连不断，当天下午2点
便报名52人。

自此，徐耿村多了一群“最可
爱的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疫情
防控工作的各个场景：村口疫情防
控值班点24小时坚守岗位；背着喷
雾器在大街小巷喷洒消毒液；挨家
挨户上门帮助村民注册电子健康
卡；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中清
理村庄卫生死角；村庄绿化工作中
自带铁锨义务挖树坑……在志愿
者的影响下，村里涌现出一大批

“热心大叔”“最美逆行嫂子”，截至
目前，已有176位村民加入志愿服
务队伍，村民互帮互助、互信互爱
蔚然成风。

保水保灌修水利

徐耿村由徐家自然村和北耿
自然村合并而成，2个村庄虽然身
边都有沟渠成网，但是，近年来每
到春灌时节，一家人都会急红眼：
上游小麦都快浇三遍水，这边还眼
巴巴地等着水的影子。一旦出现
互相堵截，就会引发抢水大战，农
户盼水抢水，几乎成为春灌期间避
不开的“痛点”。

早在1月19日，李刚到村报到
的第七天便注意到春灌水利工程
的重要性，所以前期进行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2月16日，伴随着挖掘
机的轰鸣声，徐耿村西侧引水渠的
清淤工作正式开始，18日，村北的
引水渠清淤也启动，保水保灌工程
迈出了第一步。

“治水”并非一日之功，从3月3
日引水渠放水开始，数天时间，李
刚不是在琢磨怎么协调清淤，就是
在清淤的现场施工。直至3月17
日，北耿自然村正北正在修筑的桥
涵顺利完工，这不仅是徐耿村今年
解决春灌“卡脖子”问题的最后一
个工程，更是村民们用水的最大期
待。一天的忙碌过去，湖蓝色的挖
掘机从桥面隆隆驶过，最后一条履
带印痕牢牢嵌刻在已经坚硬的桥
面上，伴随着一声“完工”，众人“治
水”的笑脸映照在已经顺河远行的
黄河水面上！

创新思维谋振兴

2月14日，蒙蒙细雨打湿地面。
春雨贵如油这话不假，随着逐步的

复工复产，“农业生产”几个字开始
频频出现在李刚的日记本上。下
午的雨没有停下来，李刚便约上村
委委员徐保东、镇农委派驻的包村
干部张峰前往村民大棚中查看春
季生产情况。

“种植规模多大？”“收入怎么
样？”一番走访下来，李刚对疫情中
村内生产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也
有了在现有基础上升级村内产业
结构的想法。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李刚从外出“取经”到打造“李书记
农超”的想法，便是希望通过“树品
牌，打名片”的形式，助力高青县县
域内诸多特色农产品的销售。

没有创新的思维，很难推动乡
村的发展。2月19日，“在线课堂”
登陆徐耿村，伴随着畜牧兽医专家
王军的介绍，徐耿村的养殖户们在
手机上学习动物春季防疫的重要
性、家禽家畜的传染病防治注意事
项等内容，不少村民在“课堂”上称
赞：手机上听专家上课，这种方式
接地气！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将
科学的农业生产知识引入村里，将
为产业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样的“网络课堂”，也是徐耿村复
工复产的一个缩影。

2019年年底，李刚策划发起的
高青县乡村振兴星火学院落地在
高青县常家镇，从到村任职时，李
刚就考虑如何将星火学院的“火
种”播撒到徐耿村及周边地区。3
月18日，“星火”燃起了第一个火
种，淄博市技师学院培训处处长李
忠山一行到达徐耿村，商讨疫情结
束之后的星火学院运作和培训事
宜。这颗知识的种子，正在乡村振
兴的希望中萌芽。

3月22日下午，好消息传来：
“今天下午所有封堵点全部打开，
劝返点撤销，帐篷拆除，登记地点
改为村办公室。”一条通知预示着
生产生活秩序逐步走向正常。23
日上午，徐耿村的志愿者们在拆除
的值守点前合影。24日下午，徐耿
村召开村民战疫作品编委会成立
大会，将把村民们在疫情防控期间
创作的卫生健康知识、鼓劲防疫工
作、乡村文明相关的内容集结成
册，让乡村文明建设的“火苗”发挥
更大的作用。

3月27日下午，李刚赶到定做
“徐耿力量”志愿风采榜的广告经
营商铺，对接设计思路，查看设计
效果，“疫情防控期间徐耿村凝聚
起了抱团发展、全力攻坚的发展合
力，我们准备将志愿者们的照片

‘上墙展示’，让志愿服务精神在徐
耿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李
刚表示，“值守点虽然撤走，但是乡
村振兴的工作刚刚‘启幕’，最近对
接了一批农场投资人和专家，近日
将来到村里进行布局未来发展规
划，下一步的徐耿村，正向着乡村
振兴发展的目标扎实前进。”

记者 赵博文
李刚，春节前淄

博市遴选的120名村
党组织书记之一。1
月14日到村任职，上
任伊始，他就说，“扑
下身子踏实干”。

徐耿村，疫情防
控以来，170余人组
成的志愿服务队成
了村子的“新名片”。
村民说，“这景象之
前没见过”。

60篇日记，本报
用日记的形式，记录
了徐耿村党支部书
记李刚在疫情防控
中的点点滴滴。日
记多完成于深夜和
凌晨，只有这个时
候，李刚才有时间与
记者谈谈疫情防控
中的“酸甜苦辣”。
60多天的时间，一个
村子是怎样打出了

“组合拳”，抓好疫情
防控、村民动员、环
境整治、复工复产、
乡村振兴等各项工
作的？一位村书记
又是怎样把村民生
命健康安全放在第
一位，筑牢疫情防
线，带出一支志愿者
队伍，凝聚起“徐耿
力量”的？或许从
本文的回顾中能
看到一二。

60篇日记里里的

日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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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 晴
地点：淄博市高青县

志愿者的最美心声：

我们都是村里的一份子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环境整治
中碰到人力难
处理的土堆，
志愿者们自发
开来了挖掘机
等设备。

村村民民徐徐保保生生才才解解除除隔隔离离又又上上防防控控一一线线的的事事
迹迹在在村村里里传传为为佳佳话话。。

22月月88日日是是元元宵宵节节，，李李刚刚从从管管区区借借来来了了电电热热
锅锅，，和和坚坚守守在在值值守守点点的的志志愿愿者者们们一一起起吃吃汤汤圆圆。。

参参与与徐徐耿耿村村环环境境整整治治的的部部分分志志愿愿者者。。

2月6日，61岁的北耿自然村村民王青（左四），冒雪给志愿值班
人员送来十件棉大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