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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守“沪”10 万沈丘老乡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蔡红燕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沈丘县工商
联了解到，上海疫情发生后，上海市沈
丘商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自身优

势，积极投身到当地抗疫工作中，全力
以赴为在沪沈丘籍务工人员解难题 、
办实事，与上海群众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

4 月 12 日， 身在沈丘的赵女士向
上海市沈丘商会反映， 她住在上海市
宝山区杨行镇东街井亭 145 号的孩子
发烧且缺少吃的。 为此，上海沈丘商会
联系配送单位 ，将大米 、油 、鸡蛋 、水

果、蔬菜和药品送到赵女士孩子的家门
口。

近日，上海疫情严峻，感染者累计
超 30 万人。 上海市沈丘商会党委严格
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市委统战部决
策部署，积极行动，动员和组织广大会
员企业在自觉服从当地政府疫情防控

政策的同时， 同心守护在沪 10 余万沈
丘籍老乡的身心健康，彰显特殊责任特
殊担当，助力打赢抗疫大仗硬仗。

上海市沈丘商会第一时间通过商

会及豫 P 俱乐部微信群， 转发当地疫
情防控政策及相关要求，宣传疫情防护
知识，要求全体会员严格遵守非必要不

离沪和足不出户等规定， 公布驻地街
道、居委会求助电话和商会求助电话，
使大家“应知尽知 、知规遵规 ，有求能
应、有求必应”。

4 月 12 日， 上海市沈丘商会会长
许小涛在接到沈丘县有关领导转交的

5 名沈丘籍阳性患者的求助信息后，第
一时间与沈丘籍阳性患者所在街道居

委会联系。上海市沈丘商会副会长谢畅
冒雨驱车近 40 公里，将价值 1500 余元
的生活用品和药品送到 5人隔离处。

身在千里之外的赵女士通过上海

市沈丘商会的求助电话反映， 她的儿
子家住虹口区曲阳路 851 弄 ，4 月 12

日核酸检测阳性，体温 39.5℃。 上海市
沈丘商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与曲阳
路街道值班人员取得联系，把赵女士的
儿子送进医院治疗。

居住在徐汇区枫林路的沈丘县石

槽乡小伙，4 月 6 日向上海市沈丘商会
秘书长孙万仓求助。 随后，孙万仓将驻
地街道、居委会的热线电话和上海市求
助电话告诉他。 4 月 8 日，求助人的问
题得到解决。

目前，上海疫情已明显好转，但还
未动态 “清零”， 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上海市沈丘商会将继续为在沪沈丘
人服务。 ①2

淮阳保洁员垃圾桶旁捡到7万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于扬 李玉坤
通讯员 郭磊 文/图

每当有人把垃圾送过来时， 保洁员李
索梅习惯性上前翻找 ， 拣出一些废品卖
钱，贴补家用。 4 月 16 日，她在垃圾桶旁边
捡到了一袋子钞票。 经过清点，袋子里有 7
万元。 虽然这笔钱相当于她 4 年的工资，
但李索梅并未占为己有，而是通过物业公
司，如数还给了失主。

4 月 18 日，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在淮
阳区万正小区见到李索梅时，她正在打扫
卫生。 谈到拾金不昧的事，李索梅说：“大
家挣个钱都不容易，我拿回家了 ，人家不
着急吗？ 把钱还给人家 ， 我心里踏实多
了。 ”

保洁员捡到 7 万元现金
今年 60 岁的李索梅，是淮阳区万正小

区元盈物业公司的一名保洁员，负责该小
区北区 A1 到 A3 单元的路面及楼梯间保
洁。 平日里，李索梅在做好保洁工作的同
时，和众多同事一样，会从垃圾堆里翻出
一些可以卖钱的东西，卖给废品收购站。

4 月 16 日 10 时 30 分许，李索梅正在
A2 单元楼前忙活。 无意间，她发现一个大
号的黑色塑料袋放在了垃圾桶旁边 。 于
是，她便上前收拾归整，留下可以卖钱的，
剩余的放进垃圾桶。

“那个袋子里有破衣服，还有一个白色
的塑料袋， 里面是红色的钞票。 ”4 月 18
日，李索梅告诉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索梅担心有人冒领，便没敢声张，坐
在原地等待，看看是否会有业主前去寻找。
12 时许，李索梅没见有人前去认领，便把
装钱的袋子，通过保洁岗的主管，原封不动
交给了物业经理。

在多名人员见证下， 物业经理刘成营
清点了袋子里的现金，共计 7 万元。 于是，
他们对这笔钱进行封存，并第一时间报警。
现金系业主误扔 保洁员谢绝酬金

吃过午饭， 刘成营带领工作人员反复
查看监控， 发现装钱的袋子是一名女业主
扔到那里的。 4 月 16 日下午，刘成营找到
了失主，而失主也发现现金不见了。

核对完信息后，7 万元现金回到了失
主张女士手中。 “据张女士说，那天她在家
打扫卫生， 一时大意把装有现金的袋子当
垃圾扔了。 ”刘成营说。

为表示感谢，张女士当场拿出 2000 元
现金，被李索梅婉言谢绝了。

“李索梅大姐是我们公司的一名普通
保洁员，7 万元相当于她 4 年的工资，但是
李大姐不为所动，如数还给了失主。她的这
种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目前，我们已为
李大姐颁发了‘标兵保洁员’荣誉证书，并
奖励她 1000 元人民币。 ”刘成营说。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李索梅的家境并不好， 前些年她老伴患了
肾病，前后花去了近 30 万元。

“虽然我家条件不好，但是这钱不是我
的，我不能要。 ”李索梅说。

（大河报·豫视频）

“菇菇”等您带回家
赤松茸滞销周口菇农急盼援手

□记者 何晴 文/图

本报讯 “您好，我们的赤
松茸严重滞销 ， 能帮帮我们
吗？ ”4 月 18 日上午，本报新
闻热线记者得知，受疫情等多
重因素影响，我市川汇区出产
的赤松茸严重滞销，菇农面临
着“增产难增收”的窘况 。 随
后，记者一行人驱车赶往求助
人所在的周口硕博林下经济

赤松茸种植示范基地。
在赤松茸种植现场，记者

看到， 采蘑工正进行采摘工
作。 她们拨开厚厚的养料，小
心地托起赤松茸……小小的
赤松茸 ，正慢慢 “撑起 ”农民
“致富伞”，可眼下滞销的情况
让菇农犯了难。

“现在大家伙都担心赤松
茸砸在手中。 ”菇农代表张涛
说，“行情好的时候，单日销量

在 500 斤以上 ， 主要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 ”受疫情
影响，上海、广州、北京 、重庆
的订单无法及时配送，目前冷
库已经积压了 3000 箱 ，约
15000 斤赤松茸。 原本叫好又
叫座的赤松茸成了滞销品。

了解这一情况后， 周口报
业传媒集团融媒体中心为菇农

制作系列短视频， 在旗下融媒
体矩阵发布， 并帮助菇农联系
到周口某大型商超蔬菜采购负

责人。 但目前仍有大量赤松茸
滞销，广大市民如有需要，可联
系张涛进行采购 ， 联系方式
13803948727。

赤松茸，别名大球盖菇，是
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发展中国家

推荐的新菇种。 人工培育的赤
松茸色泽艳丽、肉质细嫩、营养
丰富，可与野生松茸相媲美。

李索梅

记者拍摄助农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