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始后，辽
宁省东港市公安局孤山派出所所长谷向
阳一直带领全所民警、辅警坚守在一
线。核查武汉返乡人员情况，督促检查
公共娱乐场所暂停营业情况，到高速路
口卡点为群众测量体温，建立返乡人员
微信群……

“我不能当逃兵”

2月2日一早，一直坚守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一线的谷向阳收到了这些天对他来
说最好的消息——女儿不咳嗽、不发烧了。
他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工作间歇，女
儿发来了微信：“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你
就不能请个假吗？”谷向阳回复：“现在是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我不能当逃兵。你也不
想让爸爸当胆小鬼吧？只要做好防护就没
问题，放心吧！”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始后，谷向阳
一直坚守在一线。他的女儿在姑姑家过年，
而那个小区正是东港市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的小区，恰在那时，女儿患上感冒，咳嗽、发
烧，遂在家自我隔离。

而谷向阳，始终坚守在派出所，他带领
民警逐一核查武汉返乡人员情况；建立返乡
人员微信群并提供周到的服务……

为了顺利开展人员排查工作，掌握武汉
返乡人员的行动轨迹及思想动态，谷向阳牵
头建立了武汉返乡人员微信群。通过微信
群，第一时间发布政府的新公告、新动态，针
对群众的疑问及时答疑解惑，避免了不真实
信息的传播，稳定了人心。

谷向阳走遍了孤山镇的每一个角落，上
到老人，下到孩童，不落一人，不留死角。农
村的小卖店向来是群众聚集的地方，唠嗑、
打扑克、打麻将，群众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
难以改掉，这也是目前整个农村防控工作的
重点难点。谷向阳每天带领巡逻小组，逐家
走访，只要看到小卖店里聚集了打麻将的人
员，便耐心将他们劝离。

不仅对孤山镇的乡亲们怀抱热情与责
任，针对外省市来孤山住宿的旅客，谷向
阳也联合防疫部门采取了“四个甄别”的
差异化管理措施，科学配合，综合治理，
既堵住了防控疫情管理的漏洞，又方便了
出门办事的旅客，达到了管而不漏、管而
不死的效果。

“我爱这身警服”

看着谷向阳不知疲倦的身影，谁也想
不到，他是一名癌症患者。2017年1月4
日，他被确诊为恶性淋巴肿瘤，这一天，也
是他与病魔抗争的开始。他先后做过8次
化疗，200多个日夜，谷向阳强忍着化疗带
来的巨大痛苦，强忍着一次次在死亡边缘
徘徊的苦苦煎熬，凭着坚强的意志，奇迹般
地闯过了鬼门关。

他对战友说：“从警20多年，刑事案件
我破了200多起，先后抓获100多名犯罪
嫌疑人，帮助过的群众无数，获得的荣誉也
不少，这些是我最大的财富，也是我最大的
骄傲。我爱这身警服。”

病休不到半年，还没过化疗反应期的
谷向阳揣着药就往派出所里跑，与其他民
警一起蹲坑守候抓捕，走访辖区企业，深入
辖区群众。

孤山镇是丹东市的人口大镇，与大
连、鞍山接壤，是丹东的西大门。由于特
殊的地理位置，公安工作需要高质量视频

提供技术支持。为了以最低成本达到全网
覆盖，谷向阳自筹资金推动“慧眼孤山”
视频监控系统平台建设。如今的孤山镇，
城镇区域的视频监控探头已经实现全覆
盖，500多个自设视频探头遍布大街小巷。
完善的视频体系在打、防、管、控、服各
项公安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有了“慧
眼孤山”的助力，派出所对侵财类案件的
侦破率达到63.5%。

“活一天就得干一天活”

“活一天就得干一天活。”这是一直挂在
谷向阳嘴边的一句话。孤山派出所有一个
工作惯例，每天早上值班民警都会把前一天
的警情报告到微信群里。住院期间，谷向阳
每天都关注着警情，因为病房里打电话会影
响到别人，他便每天拿着微信和所里的同事
沟通，这个案子该从哪个方向查起，那个案
子应该怎么定性，即使身体正在饱受着化疗
的摧残，但他对工作却始终没有懈怠。在大
家的眼里，他们的谷所长是一个不知道疲倦
的人。

因为患病，谷向阳对工作有了更加深刻
的感悟。他说，当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每
天都能见到的人，突然间因为某种变故没有
能力去做了、没有时间去见了，那种孤独和
无助，无法用语言表达。“能够在自己还能身
体力行的时候，多做一点儿工作，就是最大
的幸福。”

目前，仍在抗癌治疗中的他，警服衣
兜里每天都装着抗肿瘤药物。有人问他：

“你自己有病，做了那么多次化疗，免疫力
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万一这次再被传染
上病毒，你不怕吗？”谷向阳说：“我都是
面临过多次生死的人了。况且，面对疫
情，怕有什么用，工作总得有人去干吧！
只要防护好了，应该没有问题！就像口
罩，薄薄一片，却可以起到大作用！我也
要像口罩一样，即使我的生命很脆弱，也
要拼尽全力成为坚实的屏障，为群众将危
险隔离在外！”

20多年的从警生涯，谷向阳用实际行
动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爱戴，获得了“全省
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入选2019年中国好人
榜，荣获全国“最美基层民警”提名奖。

誓将此身为民安
——记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孤山派出所所长谷向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1月 25日，支援湖北的集结号吹响。
26日凌晨，福建省卫健委发出紧急通知，
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纷纷请
战。24小时内，福建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组建完成；1月27日，135名来自三级综
合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医务人员从福
州出发前往武汉；1月28日晚，10名专业护
理人员连夜奔赴武汉；1月31日，由4名福
建省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人员组成的应急
检测队赴湖北襄阳；2月3日晚，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福建）3小时完成集结，29名来自
福建省立医院涵盖重症医学、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医院感染管理等专业的医护人员及后
勤保障人员奔赴武汉；2月4日，按照国家统
一调派的102名专科护理队队员赴武汉；2
月9日，厦门市264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

舍小家，为大家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驱逐病魔，阳光
普照。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这是福建省
支援湖北医疗队领队宁永鑫送给大家的元
宵节寄语。今年的元宵节很特别，他们奋斗
在武汉，与疫情对抗。

在福建省立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
医师魏硕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面对屏幕另
一端7岁的孩子，只能安慰她，‘妈妈在打病
毒，等打完病毒，就回家陪你’。”

福建省立医院感染管理部主任林璇是
本次出征的福建省医疗队临时党委副书记、
福建省立医疗队队长。当接到医院的征集
号角，林璇毫不犹豫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她
说：“疫情严峻，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勇敢地
逆行，我有信心胜利归来。”

“得知我要支援武汉，孩子给我发了微
信，我也没空细看，大致意思就是为自己的
父母感到光荣。我很欣慰，孩子能理解我。”
林璇说，“唯一瞒着的是我90多岁的父亲，
我没敢让他知道，怕他担心。”

1996年出生的龙岩市第二医院重症监
护室护士詹仕鑫在日记里写道：“正月初三，
义无反顾踏上奔向疫区的征程。逆流而上
这种情景在我脑海里幻想了无数次。热血
男儿，本当大展宏图，志在四方。我想，我这
次来对了，能作为主角去战斗，我很荣幸。”

詹仕鑫在这次出征的队伍里是为数不
多的“95后”。当他接到科室需要人员赴武

汉支援的消息，立刻报了名。
“特殊时期，福建医疗队伍真正做到了

‘若有战，召必回’。我们希望医疗队员都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宁永鑫说。

坚守一线，无怨无悔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士郑娟是一名专科护士。上岗
第一天，她与同事董冰一起被排到了早上5
点至9点的班。她所在的病区是接收新冠肺
炎患者的新病区，目前有病人10人。因为疫
情的特殊性，队员们在工作时需要多次洗

手、消毒，他们的双手已布满褶皱。
由于物资有限，第二天工作时穿的是社

会捐赠的薄款防护服，为了防止破裂，她们
穿戴时格外小心谨慎；缺少靴套，她们便穿
上雨靴，加套了垃圾袋。自请战以来，身边
很多人为她担心，但郑娟说得最多的就是：

“不用担心，等我平安回去！”
福建医疗队医师组组长、福建协和医院

重症监护医学科副主任吴文伟在武汉一线
保留了夜里查房的习惯。

夜里，武汉病房内的温度接近0℃。为
了保持通风，病房的窗户会打开一些。即使
这样，戴着2层头罩、防面屏、2层口罩、护目
镜，身穿隔离衣、防护服，脚踩2双鞋套的队
员们依然浑身都是汗。

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群芳说：
“看到一个个痊愈的患者，内心充满了喜悦
和欣慰，证明了我们的‘逆行’是有价值的。”

显本色，去一线战斗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会奉献我的一
切。今天，在武汉，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
入党申请书，同时保证一定按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为疫区患者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这份申请书来自武汉防疫一线，申请人
是三明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主管护
师张霖。

张霖是福建省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
成员。在抵达武汉的当天晚上，张霖就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医疗队抵达湖北后，立即成立了临时党
委、3个临时党支部，组织开展“八闽医护心
向党，援助疫区建新功”主题党日活动。党
员们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格按
照最新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在武汉市中心
医院后湖院区、金银潭医院、洪山方舱医院、
东西湖方舱医院开展临床救治工作。

在临时党委、党支部的动员和医疗队身
边党员的影响下，有94名队员在“火线”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他们表示，每到关键时刻
总是共产党员冲在前面，此时向党组织递交
申请书，就是要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
日成为一名党员。

闽鄂同心 共抗疫情
——记福建省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这些天，在成都邛崃市桑园卫生院，两个可爱的小朋友一直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月27日，卫生院留观点迎来了两个特殊的留观人员——
两岁多的男孩小鹤（化名）和他8岁的姐姐。

今年春节，孩子们随父母从武汉来到邛崃，随后他们的父亲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作为密切接触者，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
需要分别留观。

两个小孩，离开父母怎么办？小鹤才两岁多，怎样才能把他
照顾好？家长担心，当地政府部门也担心。

桑园卫生院副院长赵锡瑶主动请战，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要和孩子们分开了，小鹤的母亲反复叮嘱，小鹤有惊厥的症

状，一定要注意；孩子要吃药，怎么吃；孩子要喝奶粉，需要怎么
冲调……赵锡瑶耐心听着，一一答应，并认真做好记录。

在留观室的第一天，两个孩子不适应，又哭又闹，赵锡瑶温
柔劝慰，耐心安抚。晚上，她一直陪伴孩子入睡才离开，半夜听
见哭声，她立即换好防护服，赶到留观室陪伴孩子。

第二天，她给孩子买来玩具，陪孩子做游戏，带来孩子们爱
吃的零食……通过赵锡瑶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两天后，两个孩
子的情绪稳定下来。经过一周的相处，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赢得
两个孩子的信任和依赖。现在，只要赵锡瑶一进门，孩子们就会
跑过来紧紧抱着她喊“赵妈妈”。

“我能感觉到，两个孩子现在对我有了很强的依赖，我也感
觉到我对两个孩子有了更深的感情。”赵锡瑶告诉记者，自己每
天都会用手机让孩子与家长视频聊天。

现在，两个孩子已经适应了留观生活，情绪稳定。
疫情发生后，赵锡瑶主动请缨，加入到抗“疫”防控第一线，

至今已20多天，赵锡瑶一直没有回过家。她爱人在乡镇工作也
很忙，女儿只能寄住在姨妈家。

“女儿很独立。但我还是怕控制不住情绪，所以，我只跟女
儿通电话，不视频，怕眼泪不自觉地掉下来，影响女儿的情绪。”
赵锡瑶说，“真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大家就都可以团聚了”。

330小区是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东湖社区的一处
杂居小区，6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旧楼里，住户大部分是葛洲
坝集团一公司的退休职工，65岁以上的老人占80%。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小区封闭管理，这些老人面临的困难随之而来。

“他们曾参与过葛洲坝工程建设，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现
在小区封闭了，子女大部分不在身边，我们就把他们当自己的

‘爸妈’来看待。”东湖社区党委书记黄正凤说。
小区封闭，生活物资采购怎么办？“按要求，进出人员都要登

记，每个人两天才能出来一次。但老人属于易感人群，要尽量避
免出门。我们除了耐心劝导外，也想办法帮他们联系‘代购’。”
黄正凤告诉记者。

2月10日，一辆小货车拉来一车新鲜蔬果，停在了330小区
门口。打开一瞧，有青菜、白菜、萝卜、南瓜、椪柑等。这些蔬果
是小溪塔街道仓屋榜村为小区居民捐赠的，由“点亮新生”社会
公益组织帮忙配送。

“国家有难，我们为疫情中生活遇到困难的家庭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理所当然。”“点亮新生”负责人叶亮说。

除了生活物资采购，小区部分老人看病、买药，也遇到难题。
“小区里住的退休职工，户口在西陵区，看慢性病只能在医

保定点的葛洲坝中心医院。”黄正凤说，小区需要买药的老人共
有10人，为此，东湖社区专门联系区防控指挥部，帮助他们开好
了证明。

“证明上写着：请求医院为他们一次性买够3个月的药。”黄
正凤说，同时，东湖社区和葛洲坝集团一公司还在想办法，希望
能帮老人一次性“代购”药品。

老人吴德文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到医院做3次透析。吴德
文说：“每周都要办证明，很麻烦。社区知道后，提前帮我开好了
证明送到大门口，感谢社区工作者！”

为防控疫情，街道、社区、企业、区直单位、社会志愿者等共
同行动，合力为老人们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我们每天安排4
名老职工两班值守，做好进出登记、监测体温和人员管理，并为
他们配备了帐篷、口罩、护目镜、消毒液、军大衣、取暖器等。”

71岁的杨光六，老伴儿狄红香去值班，他就给老伴儿做饭
送饭，他还主动揽下小区防控的活儿；徐艳华是联系330小区的
网格员，监测、统计老人体温，是她每天的工作……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330小区未出现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老人们的生活平静而温暖。

为了老人们的平安健康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

东湖社区关爱老职工纪实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刘望舒

社区、企业、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为社区老人送菜上门。
袁 平摄（中经视觉）

抗击疫情期间谷向阳（中）与同事一道实地察看景区封闭情况。 （资料图片）

医疗队队员正在抢救重症病人。 （资料图片）

孩子们喊她“赵妈妈”
——记成都邛崃市桑园卫生院副院长赵锡瑶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李燕茹 魏光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