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我抢一个名额，作为一名工作25
年的老护士，我请求加入”“我家人都非常
支持，目前科室各项工作平稳”“我体质不
错，没有后顾之忧，时刻准备着”……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
医院护理部主任韩晓静经常被类似的话
语感动着。

她感动于一线护理人员的付出和坚
持，坚守在疫情最前线，每天与疫情面对
面，哪怕再苦再累也无人退缩；感动于各
个科室护士长的支持，临床质量不放松，
工作安全有序；感动于护理部6名同事的
执着，作为管理人员，她们肩负着统筹、监
督、指导的重任，但所有人不抱怨不退缩，
再繁忙、再琐碎的护理工作也能够保质保
量完成。在与疫情抗争的20多天时间
里，整个护理团队传递出令人动容的凝聚
力、号召力和执行力。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中，这些
家长眼中的孩子、孩子眼中的母亲、丈夫
眼中的妻子成为战场上真正的“铿锵玫
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连
日来，韩晓静忙碌的脚步没有停止过。
腊月二十九晚上接到临时通知，要在机
场设立疫情检验点，她给每一名护理人
员打电话，“没问题，听组织安排”“好
的，按时到岗”，电话那头毫不犹豫的回
复让她感动。

守住疫情关口是关键，为此医院筹建
发热病房，并开设了急诊预检分诊、普通
发热门诊、新冠肺炎发热门诊。这些地方
都是疫情第一线，责任重、风险大，但当倡
议书发出后，护理人员的一封封请战书都
在第一时间递交到了护理部。

据了解，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城阳区
人民医院42名护理人员始终坚守在抗疫
第一线。“急诊预检分诊是防疫的第一道
防线，预检分诊护士需要严格把关，筛查
可疑患者。发热病房和发热门诊的护士
就更不用说了，她们不仅要负责患者护理
措施的落实，还要负责为患者送水送饭。
为避免交叉感染，所有污染区的卫生清洁
处置工作也都由护士完成。”在现场看到

的一幕幕令韩晓静动容，走进一线的她一
边督导质量，一边为大家加油打气。

但这 42名一线护士从没有一句怨
言、一丝懈怠。不仅如此，当组建驰援湖
北疫情防控支援后备团队倡议发出时，
300多名护理人员纷纷报名，哪怕是最严
重的抗疫一线，她们也不惧怕不退缩。

在护理工作井然有序的背后，是护理
部团队在幕后的统筹协调。包括护理部
主任在内，城阳区人民医院护理部总共有
6名工作人员，有人负责临床培训、有人负
责质量监管，但在疫情期间，分工不再那
么严格，所有工作大家一起担。

这20多天，她们协助筹建了发热门
诊、发热病房，严格落实防控要求及各项
规章制度，开展业务和安全防范培训，每
日巡查，并督导落实，保障工作安全、顺
利；她们加强急诊预检分诊培训，确保第
一道防线安全畅通；为了加强病区管理，
她们协助各病区实行门禁管理，对进入病
区的陪护探视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和体温
检测，对重点人群实行逐一排查，以确保
医护人员及患者安全。同时，加强护理应
急梯队建设，目前已调配至一线的护理人

员42人，组建后备梯队96人。
护理部的工作纷繁复杂，每天出现的

临时情况也多，但有这6名“铿锵玫瑰”的
坚守，让抗疫一线和临床的护理工作有条
不紊。她们会为如何落实制度反复商讨，
也会为如何进一步完善流程挑灯夜战。
疫情发生以来，晚上9点以后下班是工作
常态，有突发事件工作到凌晨也是常事，
可第二天大家又心照不宣地提前到岗。
团队的6个人全都为人母，但这段时间都
是把孩子托付给家人，便于自己全身心投
入到工作中。

寻常岁月，她们是严谨务实的护理管
理人员；疫情期间，她们是24小时随时待
命的护理战士，只为护理工作安全、高效
运转。

每一封请战书、迈进疫情一线的每一
步，有护理人员的英勇和信心，更有她们
背后家庭的支持和鼓舞。为了表示感谢，
2月12日，城阳区人民医院对42名在发
热门诊、发热病房等一线工作的护理人员
家属逐一致电慰问，对医院双职工家庭则
当面感谢慰问，感谢他们在疫情防控期间
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每一位
奋战在一线的护理人员来说，都是举全家
之力抗“疫”。刘丽琴护士长和郭晓鸥护
士的对象都是警察，不同的岗位但同样为
人民履行职责；孙小健护士长和李娜护士
的对象都是卫生系统医生，同样的岗位同
样的使命，虽然不在一起但互相鼓励加
油；隔离病房护士张雅丽的对象是名军
人，他在驻军她在战“疫”，他们相约坚持
到底；还有的家属是老师、工程师、社区基
层工作人员……无论什么职业，在共同抗

“疫”的同时还肩负着另一份责任——全
力以赴做好护理人员的后勤保障。发热
门诊护士孙云霞的父亲每天开车近40公
里接送她上下班；宋翠翠护士的孩子只有
3岁，只能请父母帮忙照看，母亲嘱咐她

“一定要干好工作”；孙林洁护士家在临
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至今没有告诉家
人自己在一线工作……

42名一线护理人员，在这场战“疫”
中，她们不再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孩子、
孩子眼中的妈妈、丈夫眼中的妻子，而是
穿上白色战袍与新冠肺炎疫情抗争的女
战士，在这场战“疫”中，她们不胜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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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投身抗击疫情一线，冲锋在
前，不计生死，不获胜利，绝不收兵！”2月2
日下午，在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蓝天救援
队临时党支部授旗仪式上，退役军人、县蓝
天救援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周昆和他的队员
们立下“军令状”。连日来，他们不畏艰险、
不辞辛劳，奋战在执行消杀、运输、值守任
务的一线，默默守护着谷城人民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在党旗
下的庄严承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周昆既是
队伍的指挥员，也是战斗员。1月24日晚
上，谷城的天空飘起雪花，疫情防控工作到
了关键时刻。周昆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机
会，同队员们毅然投身医疗物资筹集和运
输工作中。“国家遇到危难，总得有人站出
来。以前在部队有军人的使命召唤，现在
退役了，我还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周昆说。

就这样，一群身穿蓝衣戴蓝帽、佩戴党
徽的“尖兵”想方设法联系货源，日夜兼程
抢运抗“疫”物资，顶着风险消杀重点区域，
不休不眠坚守隔离点……哪里有需要，哪
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蓝
色身影。

1月29日一早，周昆带着救援队一行
7人，分两辆车前往十堰市运输抗“疫”物
资并于当晚6点返回。顾不上吃饭，救援
队当即卸下物资，实施消杀，一忙就到了夜
里12点，这时周昆接到抗疫物资紧急运输
通知，他二话不说带着救援队赶赴70公里
外的襄阳市，转运抗“疫”急需用品，早上5
点20分运回谷城。到家没多久，救援队协
调的17吨消毒水等另一批抗“疫”物资到
达，周昆又出门忙活物资分配任务……连日的忙碌，周昆丝毫不敢懈
怠：“现在各地封城后物资紧张、运输困难，只要是一个电话、一个通知
下达运送物资的指令，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响应，不能有一点犹豫。”

没日没夜地连轴转，日夜兼程都在路上，饿了啃口方便面，困了在
车上眯会儿，每次都是到凌晨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周昆曾在特种部队服役5年，于2019年10月份发起成立了谷城
蓝天救援队，12名核心骨干成员中一半都是退役军人，他们的初衷是
把自己在军营里学到的本事服务家乡百姓。如今，疫情防控形势依旧
严峻，周昆笑言：“没想到我们救援队的第一场大考就是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

退役军人、队员之一的郑大忠主动请缨运送物资，有时一天往返襄
阳、谷城多次，县内各乡镇、开发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自从参加疫情
救援后，郑大忠就没有回过家，困了就睡在店里的沙发上：“家里有老婆
孩子，还有父母，我怕影响他们。”

在谷城蓝天救援队这群党员退役军人的带动下，不到半个月时间
就吸引了200多名志愿者加入，他们同时间赛跑、与病毒斗勇，无偿出
动队员和志愿者2000多人次，车辆100多台次，执行运输、消杀、值守
任务70余次，消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募集抢运防控物资100多
吨，价值数百万元。

“铿锵玫瑰”绽放防控护理最前线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春燕

在广州疫情防控关键期，社区疫情控
制是第一道防线。广州大街小巷到处都
能见到“红袖章”“红马甲”，他们走街串巷
张贴最新防控指引，宣传引导群众加强防
护；他们上门入户排查，不断更新人员情
况，造册和上报返穗人员信息；他们关注
居家隔离人员，第一时间送菜上门等贴心
服务……在广州基层防控工作中塑造了
一批平凡感人的“群像”。

谁来站岗把关？谁来入户摸排？谁
来巡查监管？广州市海珠区村社两委干
部、居委会干部等群体中的党员代表组成
了党员突击队，担负起协助、支援各项急、
难、险、重任务。

71岁的苏慧卿是海珠区赤岗街道大
江涌社区富华楼小区党支部书记，在疫情
防控中她身兼数职，社区评议团的成员、
小区自治管理组负责人，小区大门口总会
出现她微笑着打招呼为居民测体温、提醒

居民正确佩戴口罩的身影，街坊邻里都亲
切地称呼她“苏姨”。

“就算他戴着口罩，我们一看就知道
是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有他在，我们就
安心。”不仅本地村民这么说，连明经村外
来群众也这么说，每天每夜都穿梭在村里
的大街小巷，忙里忙外，构筑起群防群治
的最严密防线，他是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
明经村党支部书记周钜伦。

面对疫情，周钜伦发动辖区40多名
党员、生产队长、村民代表等利用短短一
天时间，用黑纱、铁线、水泥钉等材料临时
封闭全村21个出入口，在剩下的10个出
入口安排人员值守。周钜伦还搬出村委
会的“平安大喇叭”，向居民喊话。

像苏慧卿、周钜伦这样的基层干部还
有很多，白云区东平经济联合社党委书记
叶沛球24小时在线工作，每天白天都要
到各个围院式防疫点和监测点检查防控

工作开展情况，到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检
查消毒情况，保障辖区内防疫物资供应到
位。番奥社区党总支书记褚宝燕，母亲在
家晕倒，但当时正是疫情防控关键时刻，
她把母亲送到医院安排其他家人照顾后，
又急急忙忙赶回社区继续工作，因为社区
的10多户居家隔离人员也需要她的“照
顾”。

社区里有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小区
保洁和消毒是否到位？居家隔离时生活
需求怎么解决？出门办事怎么做好个人
防护？从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到社工志愿
者，从群众到党员，广州各区、各街镇、各
社区(村)在这场战“疫”中全民总动员,成
为基层防控的坚强力量。

“周先生，你好！你的生日蛋糕我已经
送到你家门口了，祝你生日快乐。”1月31
日，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党员志愿者红姐跑
了珠江街6家糕点店，终于把蛋糕送到正在

珠江街居家医学观察的周先生家门口。
第二天，红姐和另外两位志愿者去菜

市场买好菜后，送到林园泰安一号小区门
前，把购买的水果蔬菜交给网格员，再由
网格员把东西放到小区内指定位置，通过
微信等方式通知居家医学观察的湖北籍
来穗人员领取。

“红姐”名叫郭红英，快70岁了。她
已经和一些湖北籍来穗人员成为了微信
好友，除了会帮他们买菜、购置日用品外，
还会带一些自家做的本地糕点与他们分
享，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同样的故事，在白云区也在上演。家
住白云区三元里街松柏岗社区从武汉旅
游归来的李先生正在自愿居家隔离中，由
于不方便外出，他正为家里的肉、菜已经
快要耗尽而苦恼，社区党员朱建喜得知情
况后，不仅帮李先生买了菜，还煮好了饺
子一起送过去。

他们，筑牢社区防线
——广州市防控疫情社区工作者纪实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从1月21日至今，身在山东梁山的徐伟始终牵挂着武汉，牵挂着
在武汉抗击疫情一线奋战的妻子……

徐伟是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他的妻
子师芳芳是武汉市某三甲医院妇产科的一名护士，2019年12月份，他
们夫妻俩就定好带着女儿和儿子回山东梁山婆婆家走亲访友。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这一切。看着不断刷屏的消息，作为一
名医务工作者，师芳芳必须坚守岗位。

徐伟一方面担心在武汉抗击疫情一线的妻子，一方面还要调整好
自己的状态，不让妻子牵挂。

作为一位母亲，最让师芳芳放心不下的是不到两岁的儿子，突然的
分离，让她特别难受，但抗“疫”一线更需要她。

“放心，我一定把孩子们的生活起居照顾好，保证完成你交给我的
任务。”为了让妻子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工作，徐伟向妻子承诺。

作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市政公司一名建筑职工，徐伟长期在外地
奔波，习惯了同桥梁、隧道打交道，却与家人、孩子聚少离多，带孩子、哄
孩子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兑现承诺，徐伟开始跟着父母学做孩子们喜欢吃的各种美食，
并把照顾好2岁儿子当成最大的事。

忙完孩子的事情后，徐伟还要把每个家庭成员的体温、孩子的照
片、视频发给妻子，一心一意当好“贤内助”。他知道，安顿好家人，让家
庭和和美美，就是对妻子最大的支持。

“看到家人健康，看到宝宝们很开心，我工作起来也更加放心了！”
师芳芳说。

如今，武汉战“疫”吹响了攻坚战冲锋号。徐伟说，在这关键阶段，
妻子肯定更加忙碌，他能做的就是稳定后方，呵护小家，全力支持。

相隔千里，守望加油！
本报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孔祥文

谷城蓝天救援队奋战在抗“疫”一线。 （资料图片）

“大姐，您别急，慢慢走，我扶着您。
方舱医院有大夫、有护士，一定会照顾好
您。”2月18日下午，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
新区光谷青年城隔离点，花山派出所橘园
社区责任民警史雪荣身穿防护服，与医护
人员一道，搀扶着一名疑似新冠肺炎并突
发心绞痛的患者走出隔离点，准备乘车转
移到光谷方舱医院。

这位老人原本不愿去方舱医院，情绪
非常激动。工作人员紧急联系到了正在
小区巡逻的史雪荣，请她想想办法。

史雪荣接到任务，立即换上防护服，
前往隔离点的路上，她打电话联系当事人
的女儿。几通电话下来，家属知情了，老
人的情绪也缓和了，最终选择跟着史雪荣
去方舱医院，史雪荣随后还把自己的电话
号码告诉医护人员，“老人有啥需求就给
她打电话”。

截至目前，史雪荣已经不记得转运了
多少名群众、帮助过多少位求助者、完成
过多少次急难任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51岁的史雪荣以岗位为家，守护着辖

区的上万名群众。
1991年从警以来，史雪荣在社区工

作近30年。社区居民都很信赖她，称她
是“女侠”“女汉子”，“在社区久了，很多人
都有我的手机号”。

前不久，花城家园梅园社区居民杨女
士打来电话求助，称爱人被确诊并送医院
救治，家里有一个5岁女儿、一个4个月婴
儿和七旬婆婆。按照要求，他们都需要到
指定地点隔离观察，但杨女士嫌住着不方
便，不愿去。史雪荣耐心劝说：“隔离点都

是单独的房间，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就跟我
说，有事我一定帮你。”

搬进去当天，杨女士便在电话里跟史
雪荣抱怨：“我真的待不住，大宝要吃火龙
果，小宝的奶粉也快吃完了。”“不要着急，
你安心隔离，我立刻给你安排好。”史雪荣
马上自掏腰包买了火龙果和奶粉送到隔
离点。

看着两大袋子的东西，杨女士感动极
了，“从一开始住不下去，到现在安心隔
离，真的非常感谢史姐”。杨女士的女儿
画了一幅“武汉加油”的画，说等结束隔离
第一件事就是把画送给史阿姨。

“群众相信我，我就管到底。我会一
直守在他们身边，直到他们健康回家。”史
雪荣说。为了辖区每一个小家的团圆，史
雪荣同武汉所有民警一道默默奉献，守护
着这座城市的安宁。

战“疫”路上彰显巾帼担当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张 铮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42名护理人员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