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基石”，一面是凡人一面是英雄

“哪里有疫情，哪里有民警。有全国人
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打赢武汉保卫战！”武
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晓红的话语铿
锵有力。

张晓红曾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个
人三等功2次，荣获“武汉市政府抗洪抢险
先进个人”“武汉市市直机关优秀干部”等称
号。如今，他又冲锋在前。

1月23日凌晨，张晓红接到命令，在2
个小时内抽调300名警力，到武汉天河机场
执行交通管制任务。从那时起，一场艰苦卓
绝的武汉保卫战就已经打响！

张晓红告诉记者，他们值守的一个方舱
医院，由主动写下请战书的6名党员民警负
责驻守，28个昼夜不能回家。在医院里除
了巡逻执勤、处置纠纷外，他们还要与医护
人员一起安慰患者，随时可能被感染。

他问38岁的突击队长彭琮：“你怕不
怕？”“怕，”彭琮又接着说，“谁都害怕的时
候，警察不上谁上”？

该分局民警还用警车送1200多名病人
去医院。上周，宗关街一名生活不能自理的
患者突然发病，需要马上送医院。该分局
24岁的民警易鑫一步一挪，硬是把患者从

老式居民楼的6楼背到了1楼。
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该分局全力投入

社区封控、路口管控、治安巡控、医院防控和
服务群众等工作中，350多名民警下沉129
个社区摸排“四类人员”。一个月来，该分局
有5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13名民警获
个人嘉奖，51名民警受市局通报表扬。

“我现在最大的期待，就是染病民警
早日康复，当胜利来临的那一天，我们
一起摘下口罩，露出笑脸，走家串户，
拉拉家常，一起见证我们这座英雄的
城市再现车水马龙！”张晓红说。

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民警张晓红：

哪里有疫情，哪里有民警
本报记者 温济聪

编者按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活跃着一群基层工作者，他们一面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默默坚守；一面又坚信胜利终将到来，期盼早日与家
人团聚。他们是冲锋在前、恪尽职守的社区民警，是千里迢迢支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是距离病毒最近的传染病主治医生，是哪里需要去哪里的普通
志愿者，等等。他们既平凡又崇高，既普通又伟大，他们就在你我的身边。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辛勤的基层工作者，为他们加油。

“我参加过非典救治工作，有经验”“我
家里负担轻”“我是党员”……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2000多名职工
踊跃请战。

2月4日，该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来到武
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20多天以来，
收治危重症患者60余人次；经过精心治疗
和护理，目前已有20位患者康复出院。

刚来不久，医疗队护理组组长赵培玉就
指导护士张少华，克服厚重防护服带来的操
作不便，完成了中法新城院区首例防护服下

PICC（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留置术操
作，为患者建立顺利接受治疗的救命通道。

“护理的温度决定了医院的温度，临床
护理水平是成功救治患者的关键。“赵培玉
说，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医护人员
要像照顾家人一样对待患者。

“患者早日康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所
有到武汉支援的人，心都紧紧地和武汉、和
湖北牵在一起。我想对患者家属说一声：把
家人交给我们，请您放心！”赵培玉说，同事
们一声声“祝你们早日凯旋”，武汉人民一句

句“感谢你们，你们辛
苦了”，都让她特别
感动。

“武汉是个美丽
的城市。希望疫情尽
快结束，届时我能以
普通游客的身份，再次
回到这个曾经奋战过
的地方，在开满樱花的
武汉街头，吃碗香喷喷
的热干面。”赵培玉说。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组组长赵培玉：

请患者放心，请家属放心
中国经济网记者 朱国旺

“一开始，的确有点担心。不过，只要
穿上白大褂，我就绝不会退缩。”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结核科主治医师余亭说。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专门治疗传染病
的医院，也是首个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的医院。2019年12月30日，金银潭医院
正式开始收治病人。余亭第一天上班，24
小时内就收治了14名病人。从这一天开
始，余亭就基本上没回过家，一直住在医
院值班室里。哪怕给他们休息准备的酒店
离医院只有三五分钟路程，余亭也只是偶

尔回去洗个澡，换洗下衣服。
目前，余亭所管理的南四病区共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200人，治愈150人，治愈
率超过了7成。有一次，20多名康复了的
患者集中出院，余亭下楼送他们的时候，
康复患者抑制不住地表达内心的感激之
情，余亭与同事们也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余亭的爱人与他在同一个医院工作，
是一名护士，两人都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
女儿了。“最想的就是孩子，希望她平平安
安的，我们也好安心工作。希望疫情快点

结束，早日与家人团聚。”
余亭告诉记者，“作

为医务人员，我感到最困
难的莫过于目前还没有
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
药，一些危重症患者最
终没能挺过来。我期待
科学家能早点研制出疫
苗和特效药，大家都
期待着这次疫情早日
结束”。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结核科主治医师余亭：

穿上白大褂，绝不会退缩
本报记者 包元凯

吴辉，网络人称“老计”，是一名外卖
“骑手”，同时也是“网红”，过去一个月吸
引了超过6万“粉丝”。

他在网上更新“封城日记”，用文字和
图片记录他看到的武汉。通过他的微博，
很多隔离在家里的人有了信心与希望，这
也让他的记录有了更多动力。

一个多月来，吴辉接到了形形色色的
订单，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被各种各
样的温暖所感动。他的电瓶车与他的“封
城日记”一起，一直无休。

在这个特殊时期，很多平时不会接的

单、不会答应的事，吴辉都愿意尽量去满
足。他帮人去邮局寄件，帮无法返汉的人
去家里铲猫砂，他的脾气比以前变得更
好了。

吴辉曾接到一个让他动容的任务，备
注上写着：“妈妈做的饭，给爸爸送去，我
爸爸是前线医生，谢谢小哥了。”下单女孩
的父亲因害怕交叉感染，一直住在医院附
近的酒店里。接到单的吴辉说，“这样的单
我必须送”！

随着管控越来越严，吴辉的“代买”
工作也越来越难做。但他并不感到沮丧，

反而有点高兴。因为这说明
病毒的传播途径同时也正在
被切断，84消毒液和医用酒
精已经不再缺货，口罩不再是
紧缺商品，马路上看到救护车
的频率也在降低。这些都让他看
到了希望。

在为大家服务的同时，吴辉对
自己的工作也有了全新感受。他
说，尽管送外卖是一个很普通的职
业，但只要外卖小哥还在工作，就说
明这个城市还在正常运转。

武汉外卖“骑手”吴辉：

用脚步丈量，用微博记录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我们这群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分属
不同年龄段，此刻却因为想守护家乡，自
发地团结在一起。”2月23日，武汉市青山
区钢花小学音乐教师华雨辰向记者分享自
己担任志愿者的感受。

记者在采访华雨辰后，为她整理了一
份2月19日的日程表，从中真实感受到了
志愿者的忙碌和辛苦。当天，她赶去了4
个地方、做了4种不同工作：

9时，华雨辰来到武东货场，帮忙装
卸100余吨医疗救援物资。一箱消毒水重
25公斤，她得用肩扛、用手提；

11时，赶往武钢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给患者送生日蛋糕，抽空吃了一份盒饭；

14时，驱车30公里，到达洪山区北湖收
费站，为进出城车辆内人员测量体温。站岗
6小时，为七八十位司乘人员测量体温；

20时，离开北湖收费站，赶往青山区
青少年宫，协助分发物资；

23时30分，回到家，又用一个小时整
理次日要用的资料，凌晨两点才睡觉。

“哪里需要志愿者，志愿者就去哪
里。”华雨辰说，让她印象最深、最感动
的，是一辆辆写着“汶川感恩 武汉加

油”、满载蔬菜的运输货车。“那些车辆来
自四川汶川，司机连续开了20多个小时才
把物资送到。司机告诉我，2008年武汉曾
支援过他们村重建，这次轮到他们回报
了。”司机朴素的言语，让所有值守人员热
泪盈眶。

“志愿者其实就是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事情没有大小，只要干好了，都
是为疫情防控作贡献。”华雨辰号召更多人
加入志愿者队伍，“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
需要更多的伙伴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守护
家乡”。

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音乐教师、志愿者华雨辰：

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本报记者 董庆森

照片说明（从上至
下）：

武汉市硚口区公安
分局局长张晓红在一线
工作。

（资料图片）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结核科主治医师余亭在
询问患者病情。

（资料图片）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组
组长赵培玉在病房工
作。 （资料图片）

武汉外卖“骑手”吴
辉在药店代购酒精。

梁 木摄

2 月 19 日，武汉市
青山区钢花小学音乐教
师、志愿者华雨辰在武
汉市北湖收费站协助测
量体温。 董庆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