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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海棠区后海村多家民宿
在为滞留游客提供半价优惠续住服务
的基础上实行再优惠，向更多滞留游
客传递浓浓暖意。

疫情突发时，云南游客彭先生一
家八口正在后海村度假。“为了解决
吃饭问题，民宿不仅把滞留游客拉进
了后海外卖群，还免费开放民宿厨房
供我们做饭，有时候还会安抚我们的
情绪。”彭先生说，当前孩子上学的问
题迫在眉睫，大家已是归心似箭，好在
有民宿的帮忙，他们能及时了解到最

新的情况，尽可能争取早日回家。
另一位入住“如果海云间”民宿的

游客栋栋，同样对民宿业主给予赞赏。
她说：“疫情前民宿房价大概是1000多
元，现在民宿直接给出300元/间的优
惠价，感觉民宿的安排还蛮暖心的。”

“8月6日，三亚明确发布‘酒店为
滞留在住游客提供半价优惠续住服务
’的政策后，三亚沐光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旗下的 12家民宿综合体都第一
时间主动响应，实行了不同等级的降
价优惠，希望能在特殊时期最大程度

减少游客的损失。”“如果海云间”民宿
运营经理陈跃福介绍，该民宿总共16
间房，7月份入住率达95%，营业额在
50万元左右。目前受疫情影响，到 8
月底的订单已全部退订。

陈跃福说：“在旺季打出低折扣，
民宿承压不小，但在特殊情况下，我们
也想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游客共
度时艰。开出低价既是积极响应政府
的政策，也是希望游客能看到三亚的
诚意，今后还愿意前来游玩。”

记者了解到，主动降价的热心民

宿还有很多。为了帮助游客减轻住宿
负担，在海棠湾开民宿的赵老板也做
出一个决定——8月6日起，民宿所有
房间每晚一律 100元，直到大家可以
正常出行、离岛。而原本，它们每晚的
价格为200元至1000元不等。

有的客人想按原价支付，都被赵
老板拒绝，“如果收下，我会觉得很不
安心。”不仅如此，她还联系了同在三
亚做民宿的同行，说服了三家民宿一
起接待滞留游客。“希望生活能早些恢
复正常，让大家都能尽快回家。”

半价基础上再优惠

三亚后海民宿主动“抱团”降价暖游客
本报记者 李少云

疫情就是紧急命令，热线就是战
斗岗位。8 月 1 日至 8 月 13 日，一通
通电话，一件件诉求，饱含着市民对
市12345热线的信任和对党和政府快
速行动的期盼。

8 月 11 日 14 时许，三亚市 12345
热线接到海科 68 船只公司副总王景
澜的来电，称该船只要前往西沙进行
科学考察，因防台防风，8月 9日下午
13 时驶入凤凰岛三亚河和临春河交
汇处的渔港（未靠码头），现准备出
港。但因防疫要求，海岸警察将其船
只拦下，不允许出港。王景澜表示港
口都是封住的，船上所有船员都没有
下过船，也没有和外界接触过，希望
可以允许其通行。

热线前台于 14 时 27 分致电三
亚港海岸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需

待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特批之
后，才可以放行。14 时 32 分热线前
台在三亚各区热线对接群里反映该
问题，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工作人
员表示需要海事局发函给市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才可以放行，并且提供
传真号。热线前台14时 45分致电王
景澜先生，其表示理解，将会发函。

8月 12日 14时 21分，市12345热
线再次接到王景澜先生电话称，目前
船只仍然无法出港。热线前台再次
在三亚各区热线对接群里反映该问
题，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工作人员
表示已联系海事局，船只可以正常离
开。当天 20 时 51 分，王景澜先生致
电市 12345 热线告知科考船已离港，
对热线服务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整理

市12345热线
多方协调科考船离港

特殊时期，在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有一辆电瓶
车在行驶，外卖骑手金虎正在为居
民送急需货品。

“这一片区都封控了，我们好
多同事都出不来，我住得比较远，
那会还没有确诊病例，所以我是唯
一能出来送餐的人。现在很多商
店都关门，但是只要还有一单的需
求，我都要坚持送下去。”“0801”疫
情发生以来，因为住在低风险区
域，45岁、来自黑龙江的金虎，成为
了美团凤凰机场配送站点里唯一
可以跑单的外卖骑手。

8 月 6 日到 8 月 11 日期间，每
天早上 7点，金虎就会推着电动车
走出宿舍，在完成车辆消杀后开始
接单、搬货、取货、送货，马不停蹄

地穿梭在街上，一直到晚上 10 点
多才结束一天的工作。

“超市的订单比较多，日用品、
方便面、矿泉水等比较热门，每一
个订单都可能维系着一个家庭一
天的生活，只要顾客有需要，我都
尽全力把客人的订单送到。”孤身
一人，金虎配送的单量也在大幅增
长，由原来的五六十单增长到了八
九十单，甚至上百单，一天下来骑
着电瓶车，10多个小时可以跑到上
百公里，但是他并不觉得累。有时
候遇到商家在准备物资，他也会上
去搭把手，搬货、挑拣、打包……

“头一回看到这么空旷无人的
大道，感觉挺孤单的，但看到微信
群里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心中还挺
温暖的。”金虎说，今年 1月份他来

到三亚发展，感受到了很多来自这
座城市的包容和温暖。配送站的
站长把所有防疫用品都留给了他，
每天同事和领导也会在后方帮他
梳理紧急订单，提供最优的配送方
案。“配送的时候，很多顾客也会发
来叮嘱和感谢，提醒我要做好个人
防护，我特别感动，干劲也更足
了。”

由于社区疫情防控的需要，金
虎的配送工作在 8 月 11 日暂告一
段落。 他说：“以前感觉送单是一
份谋生职业，现在我感觉更多的是
一份责任。疫情当前我们一切听
从指挥，只要防疫政策允许，只要
政府和单位有召唤，我们会义无反
顾向前冲。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尽
快战胜疫情，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0801”疫情发生以来，在共青
团三亚市委员会的指导下，三亚爱
在天涯义工社社长何学芳发动志
愿者组建三亚青年抗疫突击队，带
头参与抗疫医疗物资归类、分拣、
打包及亚龙湾 16 个酒店旅客转运
跟车任务等。

走进天涯区防疫物资储备仓
库，数条流水线同时作业，卸货拆
箱、分拣物资、打包装袋……三亚
青年抗疫突击队的200余名志愿者
正快速分拣采样管、防护面屏、消
毒液、医用防护服等各类防疫物
资。

“这样忙碌的场景，是这里每
天工作的常态。”三亚青年抗疫突
击队队长何学芳说，在物资仓库的
志愿者全天候轮值在岗，对抗疫物
资进行归类、分拣、打包、装袋及派
发，确保每日及时核发到天涯区45

个村（居）委会的核酸检测采样点，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有力的医疗
物资保障。“我们协助仓库管理单
位第一时间完成货物接收，根据货
单进行清点，然后按照品类、区域
入库，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何学
芳说，每天他们还会制作“医护
包”，将采样员和信息登记员必备
的鞋套、N95 口罩、手套、面罩、防
护服等进行打包。

“提前准备、随时关注、及时总
结”是何学芳对开展防疫物资保障
的经验分享。“这个工作需要细心、
耐心和高度的责任心，防疫物资就
像前线的‘弹药’，是工作人员的第
一道安全屏障，而我们就是后方的

‘仓库’，意义重大。”何学芳说，为
保证物资及时发放，志愿者既当

“战斗员”又当“搬运工”，每天的搬
运工作完成后，志愿者都累得腰酸

背痛，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
透，但没有一个人喊累喊苦。

8 月 11 日，何学芳迅速组建了
一支包括旅游行业从业人员、退役
军人和网约车司机等在内的志愿
者队伍，目前约 100 人全天候轮
岗，协助相关部门做好亚龙湾16家
酒店滞留旅客转运服务工作。“我
们需要核对旅客信息和航班信息，
帮助旅客搬运行李，跟车送至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再返回酒店。”何学
芳说，志愿者还会主动与游客交
流，及时解答他们的疑问。

此外，何学芳还组织 134 名志
愿者轮岗参与吉阳区医疗物资分
拣、打包、卸货、装车等工作，组建

“爱心突击车队”志愿者 30人运送
医疗物资，组织25名专业志愿者协
助市卫健委在机场、隔离酒店等地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刘丕南）8 月 13 日，北大荒集团黑龙
江859农场有限公司海南营销部向天
涯区人民政府、水蛟村委会捐赠 600
袋“乌苏里江”大米，总价值近3万元，
助力天涯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疫情发生以来，天涯区全体党员
干部及志愿者舍小家、顾大家，一直
坚守疫情防控一线。得知情况后，该
企业迅速调配一批大米运到三亚，第
一时间捐赠到疫情防控一线，希望这

些“逆行者”能吃上一口暖心饭。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 859农场有限

公司海南营销部负责人王鸿浩介绍：
“‘乌苏里江’大米目前库存充足，疫
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向天涯区捐
赠大米，希望为疫情防控保障工作作
出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乌苏里江”大米产品已
在烟台设立了“物流中转库”，解决了

“北粮南调”陆海联运的运输瓶颈，目
前在海南省市场供应顺畅。

爱心企业捐赠600袋大米

外卖路上的“孤勇者”——骑手金虎：

“那几天只要顾客有需要，
我都尽全力把订单送到”

本报记者 李少云

三亚爱在天涯义工社社长何学芳：

志愿“蓝马甲”筑起同心抗疫“屏障”
本报记者 黄珍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王
航硕）“你还有东西吃没？你有竹竿，
放下来我就拿竹竿送上去给你吃，你
安安心心在这里住……“8 月 13 日，
一名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一条房东用
竹竿将食物送给租户的暖心视频，获
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和评论。

视频中，一名妇女站在楼下将打
包好的肉和蔬菜，用竹竿挑起送到租
户的手中。8月 13日下午，记者采访
了视频的发布者了解到，拍摄者叫陈
文瑾，从 8 月 7 日居家隔离到 11 日
时，家中物资所剩无几。房东肖兰燕
得知她的情况后，主动通过竹竿递送

“粮草”，缓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真的很感谢她。”陈文瑾说，事

后肖兰燕还通过微信安慰，让她安心
住下。“你住在我的房子，我们就是一
家人，不可能丢你在上面……“对话
中，肖兰燕的一字一句都温暖着陈文

瑾的心。
一根小小竹竿的两头，连着房东

和租客的心，疫情将人“拒之门外”，
这根竹竿却将人心的距离缩短，爱在
这座城市中涌动着。

“小陈和我的孩子一样大，一个
人在外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从
陈文瑾那里，记者拿到了肖兰燕的电
话。“嘟嘟嘟”几声后，电话里传来的
依旧是视频中那纯朴而爽朗的声音。

今年 57 岁的肖兰燕是吉阳区南
新居的退休职工，家中租住了四五户
房客。疫情发生后，她立刻购买了一
批生活物资。

“和小陈聊天得知，她的东西不
多了，我就找些食物给她，从阳台送
过去。”得知自己“火”了，肖兰燕开心
地笑，连连说举手之劳而已，能帮就
帮，疫情无情人有情，大家要齐心渡
难关。

不少人在看到视频后纷纷留言
表示羡慕：“好感动，海南好房东!”

“多好的房东啊，我也要租他们家的
房子！”……目前，这则视频播放量已
超20万，点赞、转发量超过5000次。

抗疫一线
温暖瞬间

肖兰燕在用竹竿递送物资。

肖兰燕提供的蔬菜和肉。

“你住在我的房子，我们就是一家人，不可能把你丢在上面……”

真香！房东举竹竿为租客送菜

本报讯（记者 林林）近日，网上
流传着一张群聊截图，内容提及“三
亚方舱医院急招保洁人员20人，每人
每天补贴 1200 元”“不良中介克扣三
亚方舱医院保洁人员每日补贴”等相
关消息，引发网民关注。

对此，三亚方舱医院环卫清洁志
愿者服务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消
息不实，存在曲解误导情况。事实是
环卫公司为激发志愿者积极性，确保
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凡参与三亚方
舱医院清洁工作期间，按每人每天600
元予以补助。已结束保洁工作的部分
志愿者，其补贴已按时足额发放。

日前，三亚环投集团与三亚明佳
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三亚明佳集团”）成立工作专班，组
建环卫清洁志愿者服务队，全力做好
三亚方舱医院舱内舱外清扫保洁、后
勤保障服务等工作。8 月 8 日晚，首
批10名志愿者进驻三亚方舱医院。8
月 9日晚，40名环卫清洁志愿者全部
进驻。

“我们有 20名志愿者原定是 9日
晚上 9 时进舱开始工作，一直忙碌到

10 日 1 时左右。但志愿者在完成本
区域任务后，应院方要求临时增加保
洁任务，超出了事先约定的作业范
围，延长了工作时间。虽只延长了两
个小时，我们公司还是决定对所有进
舱志愿者多发一日补贴，即 1200 元/
人，费用由三亚明佳集团全额承担。”
三亚明佳集团工会主席高斐斐介绍，

“但自 11日起，网上开始传播不实谣
言信息，对志愿者补贴金额进行了夸
大宣传，误导了公众，产生了恶劣的社
会影响，也对公司和有关人员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
谣言源头进行追溯，并将依法追究造
谣者责任。”高斐斐呼吁，请广大网民
停止转发，保持理性，避免有关人员遭
受不必要的打扰。

另外，在此类谣言中，诈骗分子可
能会以低门槛、高报酬为诱饵，向有
意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员主动发出邀
约，再以交纳介绍费、保险金、体检
费、入职保证金等名义实施诈骗。

值得注意的是，防疫工作招募志
愿者，不会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有
志于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人员，可以
就近到社区、村（居）报名。若不慎被
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及时
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QQ、微信等信
息，为警方破案提供线索。

抗疫一线
网络辟谣

三亚方舱日薪1200元招募保洁人员？
网传消息不实，相关部门正追溯谣言源头

那段时间，空旷无
人的街道上，外卖骑手
金虎骑着电瓶车为居
民送急需货品。

何学芳在核对物资清单。

工作人员配送居民线上购买的食品
至管控点入口处。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线上购物
配送到点

抗疫一线
感动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