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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路上，我们绝不退缩
——河南省邮政投递员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使命和担当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这个春节，因新冠肺炎疫情变得格外不
一样。为了防控疫情，人们居家很少出门，昔
日繁华的街道因而变得人迹稀少。此时，邮
政投递员们却如往常一样，穿梭在大街小巷，
将人们需要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送到千家
万户。

传递信心和希望的“小纸条”

“疫情期间，请大家一定不要出门；勤洗
手、多通风，做好日常家居防护工作。”这是河
南省周口市川汇区邮政投递员谭敏写给客户
的“小纸条”。

谭敏是有着12年工龄的邮政“老兵”，面
对疫情，除了每天按时投递各类邮件，她还坚
持给客户留“小纸条”，给大家送去战胜疫情
的信心和希望。

2月4日，正值立春节气。在个充满希望
的日子，谭敏写下了一张张满怀关切的“防疫
小纸条”，叮嘱用户们要做好自身防护，注意
身体健康，要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当天下午，客户李
先生在取报纸时，看到了贴在报纸上的小纸
条。他立即给谭敏打了电话：“小谭，你的嘱
咐我和你阿姨收到了。你每天外出工作，一
定要注意安全！”

“作为一名党员，这个时候群众有需要，
我们绝不退缩，更要担负起‘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使命。”谭敏说。

小小口罩彰显大爱

“小磊子，我的降压药吃完了，我们老两
口行动不方便，你能帮我带点降压药吗？”1

月29日早上，河南省商丘市永城邮政投递员
李磊接到80多岁陈思亮老人的电话。

降压药不能停，李磊第一时间跑到药店
买了药。知道老两口在这个特殊时期出门不
便，李磊又自费给老两口购买了青菜、肉等生
活用品，还将单位发给自己的口罩、酒精等消
毒用品分了一些给他们。

考虑到自己每天接触的人多，为了陈大
爷一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李磊将降压药
和消毒用品放到了陈大爷家门口，并再三叮
嘱他们一定要先把东西消毒后再拿进屋里。

陈大爷感动地说：“关键时刻，还是邮政
靠得住！李磊真是我们的亲人呐。”

1月28日，河南省郑州市新密邮政投递
员郭冬刚正在市中医院投递，听到门诊医生
说医院口罩短缺，当即把自己购买准备给家
人用的口罩直接送给了大厅的医务人员。

其实，这已经不是郭冬刚第一次捐防疫
物资了。他每天下班后到所在社区的疫情监

控站参加志愿服务，义务宣传疫情的传播风
险与个人卫生防护知识。看到监控站防疫用
品紧缺，他便主动拿出了自家买的口罩、消毒
液、红外线测温计等防护用品。

为了医疗队的“亲人”们

“在收到东西的那一刻，眼睛红了，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1月31日，新乡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一位队员在收到邮
政渠道发来的救援物资时，由衷地感慨。

新医一附院派出了由27人组成的医疗
队前往武汉援助战“疫”。但由于上路匆忙，
大部分队员携带的衣物和用品不足。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邮政投递员宋耀鹏得
知这一消息后，觉得应该利用邮政绿色通道，
为医疗队做点什么。“队员们去支援武汉了，
现在他们有需要，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

他迅速与院方取得联系，并向单位汇报，

一方面由医院为队员们准备生活用品和医疗
物资，另一方面由卫辉邮政派出专车，接收队
员们的34箱生活和医疗物资，并通过绿色通
道，以最快速度送到一线。

“以前我很崇拜电影明星，但现在我更崇
拜您，您在我眼里是最伟大的妈妈，您是我的
榜样，我长大也要像您一样！”

看到儿子写给自己的信，河南省信阳市
息县邮政投递员宋春梅眼角湿了。由于平时
工作忙，陪伴孩子的时间少。在这个特殊时
期，她本可以选择与家人团聚，但她却选择了
坚守岗位。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宋春梅除了每天按
时投递邮件，还坚持对所在揽投部的场地、车
辆和邮件做消毒处理，并帮助同事们测量体
温，确保人身安全和邮件安全。

“最想好好陪陪家人。”说起疫情结束后
最想做的事，宋春梅说。她相信，在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下，这一天肯定会很快到来。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邮政投递员郭冬刚在准备出班投递。 （资料图片）

2月8日，两名新冠肺炎患者微笑着走
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康复出院。至此，
在这所由四川医疗队对口支援的医院累计收
治的434名患者中，已有82人治愈出院。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疑
似、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定点医院，也是
四川省前两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集结地。自
1月26日进驻以来，288名四川援助湖北医
疗队队员一直在这里坚守。2月 9日，由
303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又向着湖北

“逆行”，这已是四川省派出的第六批援助湖
北医疗队。

出征——

带着四川人民的感恩之情

1月25日，四川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的138位队员奔赴湖北。这批来自四川省
多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在危难时刻挺身而
出，体现了勇于担当的医者仁心，也承载着
四川人民满满的感恩之情。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突如其来，湖
北人民和广大医务工作者无私地伸出了援助
之手，四川人民不会忘记。”四川省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医务工作者将以抗震
救灾精神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与湖北
人民一道，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是汶川的呀！”这是四川省第四人民
医院护士佘沙申请加入援助医疗队的“硬
核”理由。今年24岁的佘沙经历了2008年
汶川特大地震，也目睹了在党和政府关怀
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抢险救援队冒着持续余
震抢救幸存者，以及恢复重建时期全国人民
对地震灾区人民无私的奉献。得知要组建援
助医疗队，佘沙多次报名，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第三批援助医疗队队员。

听说要赴湖北支援，成都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主治医师孟凡琳积极报名，为此还推
迟了婚期。“我的未婚妻也是一名医护人员，
听说我要参加援助医疗队，她非常支持。”

逆行——

让党旗更加鲜艳

1月23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护士长刘之超第一时间响应院党委号
召，报名参加援助医疗队。此时，她刚从对
口支援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返回成都。
理塘海拔4000多米，刘之超高原反应严
重，回到成都才两天，但她仍下定了决心，
她说：“我是一名临床医务工作者，更是一
名党员，缺氧不能缺精神！”就这样，还没
从高原地区缺氧中缓过劲来，她又进入了佩
戴防护用具造成的缺氧状态。

在四川援助医疗队里，每一名党员都是
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在这支队伍里，在援

助工作中，又有许许多多援助人员为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所感动，成长为入党积极分
子，进一步坚定了入党的决心。

来自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许秋英就是
其中之一。23岁的许秋英在学校时就递交
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去年又递交了第二份
申请书。这次经过争取，她参加了援助医疗
队。她和同事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做好准备
工作，晚上十点以后才能休息，每天脱下防
护服，里面的衣服都已湿透。她告诉记者，
虽然参加工作5年了，也经历过一些急难危
重工作，但这次的经历让她一生难忘。当记
者问到何时可以回家时，许秋英的回答十分
坚定：“我是一名医务人员，也是一名入党
积极分子，我必须等疫情控制住了才能回
去。要不然，回去还是不放心！”前些天，
她已经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三份入党申请书。

奉献——

舍小家为大家

一个个舍小家、为大家，奔赴前线，全
力救治患者的感人故事令人动容。

四川省人民医院博士、主治医师孙颖的
妈妈是一位感染科医生，再过一个多月就要
退休了。2003年，孙颖的妈妈就曾站在抗
击非典的前线，得知女儿请战要去湖北，妈
妈以简简单单的4个字加以鼓励：“这就对
了！”孙颖特意把17年前自己和爸爸去医院
前线探望妈妈时拍的照片带在身边，以激励
自己。孙颖说：“妈妈特别支持我去武汉，
我想对妈妈说：我来接班了，您可以放心退
休了。”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黄嬝是四川第
一批援助医疗队队员，孩子刚满周岁，父亲
刚做完颈椎手术。面对家中的实际困难，她
也有过些许犹豫。在武汉，她强忍心中的惦
念，没有向他人透露，直到她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大家才知道了她家中的困难。面对大
家的关心，黄嬝平静地说：“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困难，我的一点小困难在国家危难面前
不值一提。”

满载四川人民的感恩之情
——记四川援助湖北医疗队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四川援助湖北医疗队医生在会诊。 （资料图片）

“我是共产党员，关键时刻就
要挺身而出，冲在第一线。”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主战场——武汉
市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上，武
汉市万河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安徽省天长市万寿镇汊河
村卢庄村民组50岁的党员王知
兵这样告诉自己。

1月23日，在决定放弃回家
过年的当天下午，王知兵接到了
中铁十一局四公司工程指挥部的
紧急通知，要求他的公司加入这
场阻击战，急速抢建火神山医
院。连日来，他带领公司的100
多名劳务工人，随时接受火神山
医院主要承建单位中铁十一局四
公司工程指挥部的任务。需要钢
筋、水泥、沙石，一个电话，他立即
带人开车送料到指定部位；需要
挖掘土方，一个指令，他即刻派遣
工人开着挖掘机火速前往；需要
调运钢梁、大型器材，一声令下，
他丢下饭碗，戴上口罩，带领工人
开着装运吊车轰隆隆赶去……

从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建到交
付使用，短短十天的日日夜夜，王
知兵与承建方配合默契，从早到
晚，昼夜不停，忙得像个陀螺，最
多的一天，他带领员工完成指挥
部下达的86条指令任务。嗓子
喊哑了，腿累肿了，人瘦了一大
圈，他默默地坚持着、承受着。不
仅他自己忙，手下的100多名员
工也跟着连轴转。

在火神山医院建设工程的关
键时刻，王知兵还要按照指挥部的指令，抽出部分“兵力”和机
械等紧急驰援同样在与“瘟神”赛跑的武汉市洪山等多处方舱
医院工程建设。

“在前方，王知兵是战‘疫’的斗士，践行的是党员初心使
命；在后方，他时刻记挂着家乡万寿镇敬老院里的40多位孤
寡老人的冷暖。”万寿镇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九江说，15年前，
王知兵就到武汉打工，2012年注册成立武汉市万河顺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拥有员工100多人，其中60多人是他
从家乡汊河村带出去的青壮劳动力。公司长期挂靠在中铁十
一局四公司旗下，从事分包工程劳务业务。

由于受命抢建火神山医院，王知兵和员工们都没能回家
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在工地日夜奋战，不眠不休。王知兵一边
接受任务，安排施工事务，一边将给万寿镇敬老院老人过年的
1.6万元用手机转给堂兄王志远，并请他代为看望敬老院的老
人们。

1月24日，王志远赶到万寿镇敬老院，将1.6万元现金转
交给敬老院院长董正朝。“我代表院里的41位孤寡老人感谢
王知兵！”董正朝说。王知兵自幼家贫，兄弟姐妹多，初中毕业
后就不得不离开学校，拜师傅学习泥瓦工手艺。他致富不忘
乡亲，常年关心、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坚持向家乡孤寡老人
捐款、送温暖，每年都要捐助镇敬老院，一捐就是9个年头。
2017年和2018年，他连续两年被万寿镇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2019年，被授予“天长好人”称号。

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银川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于勇
和周丽婷夫妻俩就进入了战时状态。

于勇是银川火车站吴忠高铁站技术员，也是一位有着14
年党龄的老党员，主要负责银中高铁河东机场站的技术安全
工作。当疫情来袭时，他不敢掉以轻心。一是铁路客运是公
共交通运输工具，传染风险比较大，加上河东机场站是空铁枢
纽站，一些旅客要下飞机转乘高铁，不确定因素很多。二是宁
夏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不断增加，传染源还在深挖中。三是
银中高铁去年12月份才开通，选拔出来的客运员大多只有
20来岁，有的是第一次经历春运，第一次直面疫情，难免会紧
张，所以他每天都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在父母面前你们是孩子，穿上制服就是守护旅客安全的
钢铁卫士。大家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做好自身防
护，也不要害怕，只要科学防护，是不会有问题的。”这是于勇
一天里说得最多的话，他希望通过反复叮嘱消除客运员的恐
慌。

为了把好关口，做到严防死守，于勇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开
始一天的工作，测量工作人员体温，检查巡视岗点，梳理汇总
表格，检查通风签字情况，直到夜里零点对所有职工第二次测
温完毕才能休息。每周他还要三次盯控维修天窗，工作从夜
里零点半一直持续到四点。

由于工作太忙，从去年6月份驻站到现在的大半年中，他
平均每个月只回家一次，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个小时。因为回
家太少，于勇竟然找不到新家的门；上个月，1岁7个月的小儿
子才学会叫他“爸爸”。

于勇的妻子周丽婷是银川火车站行李值班员，工作本就
不轻松。抗击疫情以来，为了防止物件传染，他们要做消毒等
工作，工作量骤增。工作忙，还要独自带两个年龄尚小的儿
子，周丽婷忙得不可开交。不巧的是，春节期间周丽婷和两个
儿子都感冒了。

“三个人都感冒了，小儿子还高烧不退。非常时期，出门、
上医院都非常不方便，这让我特别紧张，也十分狼狈。但是于
勇在抗‘疫’一线，责任重大，我能理解他，也支持他。”周丽
婷说。

“狼狈”的生活凸显了铁路职工抗“疫”的真实状况。他们
是铁路春运一线职工，是抗击疫情的“逆行者”，是夫妻，是同
事，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各自坚守自己的阵地，默默奉
献，只为大家能够平安回家。

坚守阵地 默默奉献
——记银川火车站工作人员于勇夫妇

本报记者 拓兆兵 通讯员 李 麒

在河南邮政系统，共有1万多名

邮政投递员，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这一特殊时期，他们坚守岗位，舍小

家、顾大家、为国家，除了投递正常

邮件外，还主动宣传防护知识、鼓舞

战“疫”斗志，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

供买药等特别服务，为河南支援湖

北医疗队迅速传递生活用品和医疗

物资……他们用自己的敬业和奉

献，诠释了“人民邮政为人民”的使

命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