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面病毒来“把关”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3月2日，山西吕梁市已连续24天无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距离所
有确认患者出院也已经过去12天，但张慧变的工作日程一如既往。

张慧变是山西吕梁市疾控中心检验科一名检测员。当吕梁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结号吹响之时，身为共产党员的她毅然请战，
长驻实验室，每天与病毒面对面交锋，凭借精湛的技术，以百分之
百的准确率完成了吕梁市全部病毒标本检测。

“我的战役，是从22日1个电话开始的。”这位“90后”姑娘说。
“慧变，孝义有疫情，赶紧来单位！”1月22日凌晨1点，正在睡

梦中的张慧变突然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
当天，张慧变检测一个疑似病例标本，“该疑似病例病毒标本

呈阴性”，当检测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她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
了一点。1月23日，检测两个疑似病例标本，均为阴性。1月24
日，检测一个疑似病例标本，结果为阴性；1月25日，检测两个疑
似病例标本，一例为阳性，一例为阴性……

实验室的每一寸空间，都是生命与健康的战场。在实验室里，
张慧变需要三级防护，按照相关操作流程依次完成标本检测。她
介绍：“我们要直接接触病毒标本，首先从标本中提取病毒RNA，
然后放入配制好的反应体系中，之后上机检测，最后分析得出结
论。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连续工作5个小时以上。最多的一天，我
们不间断做了70多个病毒检测，持续6个多小时。”

对于从事病毒检测的工作者来说，狭小的检测室里，穿着厚厚
的连体隔离衣，戴着密封性很强的口罩、护目镜和手套，既要全副
武装，也需要神情专注、有条不紊、仔细认真。张慧变每天都在和
传染性致病性极强的病毒样品打交道，即便“全副武装”，也会有心
理压力。她坦言：“最危险、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样本处理，如果稍有
不慎，自己很有可能被感染。”但作为疫情防控一线的“把关人”，作
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张慧变说她身后是380万吕梁人民的生
命健康安全，站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她别无选择，只有向前。

2月25日中午，湖北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值班室内，大家正在
吃着午餐。郑汉丹顶着湿漉漉的头发，火急火燎地跑进来。

“还有没有多余的盒饭？”
“有啊，你要几份？”
“一份就好，我得给我儿子送份饭，晚上家里没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这样的事对于金银潭医院医生郑汉

丹来说，已经太过平常。她和丈夫两人都奋战在抗“疫”前线，每天
早出晚归，根本顾不上孩子的饮食起居。

但是，让郑汉丹欣慰的是，这段时间，上高一的儿子从没给父
母添过任何麻烦。“白天他自己在家读书，中午做点简单的饭菜，或
者点点外卖。晚上，我们要是回去得早，就一起做了吃。要是晚
了，他就只能自己对付。经常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郑
汉丹说到此时，不自主地放慢了语速。

从她的语气中，能够听出对孩子对家庭的愧疚。“说他自理能
力强，那也是被逼出来的。这么多年来，我跟孩子爸爸都在各自的
岗位上奔波，对他的照顾太少了。我也很希望能够多陪陪孩子，
多照顾家。但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我现在所想
的，就是拼尽所有，与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尽快打赢这场战争。”
郑汉丹说，“感谢我的孩子、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他们是我最稳
固的后方。”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所有家庭都面临着各种困难，经
受着各种考验。但是为了百姓的健康，为了人民的幸福，郑汉丹和
她的同事们都是“舍小家，顾大家”，以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相信他们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也坚信，只要众志成城，武汉必胜！

家人是稳固的后方
本报记者 常 理

护士长刘萍：

“哪里有事往哪里去”

尽管戴着口罩，但她眼中闪烁出的光
亮，给人很温馨舒服的感觉。

她叫刘萍，甘肃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来之前，她是甘肃省妇幼保健医院
儿童急诊科护士长，一听说需要支援湖北抗
疫，立即报了名。“干我们这行，又是共产党
员，这种事肯定得先上。”她很轻松地说。

果然，她和另外102名医护人员被挑
选为第三批队员，前一天通知，第二天2月
15日晚上就飞过来了。“其实大家都准备好
了，说走就走，通知一到，男女护士们刷刷
地都剃了光头。你看，我也剃了。”她说着
就摘下帽子，露出男孩一样黑黑的短茬。

“这都半个月了，又长出来啦。”这表情，很
难想象是那个一身防护服穿戴整齐，在病
房里来回忙碌的“白衣战士”。

2月15日晚到达武汉，第二天大家熟
悉情况，准备各种护理防护物资，2月17日
即被安排进驻武汉沌口方舱医院。当天医
院只有30多名患者。第二天，2月18日，
第三批医疗队整体入驻沌口方舱医院，患
者一共有195人。患者集中入住量最大的
就是那段时间，一天来100多人，最近基本
没有什么新增病人了，“这就说明情况好转
啦，大家再高兴不过，努力终于见效了”。
说到轻松的时候，本来爱笑的她，眼睛似乎
也能说话，“等把这批病人护理完，再隔离
一段，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是很快乐的事情。刘萍有两个孩
子，大的6岁，小的才两岁。从甘肃离开时
她告诉孩子要出差，6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究
竟有多危险，那就拜拜啦。两岁的孩子在
她到了武汉视频连线时，才知道妈妈剃了
光头，叫她“光头强妈妈”。说到这她忍不
住笑起来。刘萍的丈夫是大学老师，对她
来武汉很支持。她说干医护这行，就是要
哪里有事往哪里去。

刘萍说最难受的不是让孩子受了委屈，
而是上班时穿上厚厚的防护服，走太空步，不
能像平时那样脚步平蹚，因为那样会把鞋底
磨破，有暴露的风险。一个班6个小时，穿脱
防护服需2个小时，从方舱医院到驻地，来回
还要近2个小时。比如下午五点半的班，她

们穿戴好3点半就从酒店出发，晚上11点下
班，换好衣服就到了午夜1点。这段时间内
不能吃不能喝，因为既不方便，也担心上厕
所，所以每个人都穿上纸尿裤。就怕流汗，
脖子上的汗往里面流，有时候真恨不得立即
扯下防护服，“让我痛痛快快地干活”。

不过刘萍她们基本每天都在大干。病
人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心情都不太好，比较
紧张，这时候护士们就要发挥作用了。她
们会在护理之外兼做一下心理师，和大家
聊聊天，讲一讲兰州拉面、黄河大桥等，慢
慢和病人拉近距离。方舱里有广播，因为
患者大多比较年轻，休息时她们会和患者
一起跳跳舞，放松心情。有的患者会给她
们写感谢信，第二天一见面就会说，昨天的
感谢信还没广播呢，“病人需要把他们的这
份心情让我们知道。我们方舱里有广播，
除了心理辅导、娱乐，还有就是读这些与患
者互动的感谢信，很多病人出院的时候都
依依不舍呢。”

保安哥单璐：

“我是安保队里的‘自愿者’”

方舱医院，被称为“生命之舱”，是防疫
期间武汉紧急改建成的临时救急收治医院。

2月13日10点，记者如约来到武汉国
际会展中心，这里部分区域已改建成江汉
方舱医院。停车场入口处站着两排保安，
里面间或有急救车开出来。

保安哥单璐的出现，是因为记者在门口
等待被采访人。看见有人在这里停留，单璐
拿着对讲机走过来。尽管戴着口罩，他眼色
里露出的和悦，与稍胖的体型倒很相配。

单璐就是这儿的安保副大队长，说话
很和气。他明白了我们的目的，马上打开
对讲机与上面沟通汇报。这时，门口来了
一辆电瓶车，后面满满地堆着几个纸盒。
一问，是自愿给方舱医院医生送给养的，有
牛奶、水果等。单璐联系了里面，很快这位

“自愿者”进去了。不过，只能送到里面停
车场，然后由他人把物品送进去。

单璐说自己是“自愿者”，不是志愿
者。他是临时过来客串做安保的，“以自己
的方式为武汉抗疫做点事情。”单璐是湖北
荆州人，“80后”，在武汉开了一家小公司。
疫情发生后，武汉关闭离汉通道，他正好和

父母亲待在武汉的家。看见各地都在支援
武汉，他也想着要为武汉做点什么，“武汉
加油，我们得有行动为武汉加油。”恰在这
时，江汉方舱医院准备启动，招募保安，他
报了名，被选中，经过快速培训，被聘为副
大队长，负责国展片区外围安保。

外围安保的活儿并不轻松。守着大门，
来往车辆和人员，搞不好就可能被病毒“点
中”，所以一些人害怕干这个活儿。还有一
些偶发突发事情，需要他这样的“头儿”来现
场处理，不能引发激化矛盾，“这个时候大家
封闭久了，心情不好，所以得多点耐心”。

2月5日，江汉方舱医院启动，安保开始
上岗，“自愿者”单璐就不能回家了。每天24
小时，安保三班轮转。单璐的安保队共90人，
每班30人，他和另外两个“头儿”轮流领班。

“我们安保队里有好多‘自愿者’，其中
有几个还是大学生。”单璐说，自己为武汉
也做不了啥大事，就和这些大学生一样，能
干啥就干啥，出点力，“每天女儿视频看见
我一身制服，嗬，还挺骄傲”。

“一线干部”文红：

“我干的是街道干部的事”

武昌喻家湖东路，金地华公馆。
2月24日，傍晚时分，天微黑，本来就没

有行人的路上更显安静。小区门口两侧的
两家小超市都亮着灯，一些人在来来回回忙
着，走近一看，原来是小区居民来取货。

地上摆放着10多袋装好的水果、蔬
菜，一个女孩手上拿着单子，里面小区的居
民站在门口栏杆内。拿单子的女孩照着单
子叫人，叫到谁的货来了，另外一个戴红袖
箍的男士，还有一个小青年，就帮着拎到门

口，里面的人接上就走。有一位老人似乎
拎不动，外面一个穿风衣的女士对门口保
安说，帮他拎一下嘛，送上去。

里面的居民和外面的送货人配合挺默
契。彼此都不用太多话，对上货物，递过去，
拎起来就走了。借着灯光，可以看到每个塑
料袋里的东西差别不大，水果基本是苹果、草
莓，套好了，有价签，一袋苹果17元、3个装。
蔬菜袋子里都有两根莴苣伸出来，还有青椒
之类的，有一个塑料袋里还有一袋葵瓜子。

东西看上去还不错。记者走上前采访
指挥的穿风衣的女士，她让女孩把单子拿
过来看，上面是各种订单的食品价格表，分
AB两类，价格都是固定的。

“风衣女士”叫文红，中学老师。她就住
在这个居民小区，是小区业委会成员，疫情
发生以来小区开始封闭管理，她就出来做了

“一线干部”，“虽然‘一线干部’指的是街道
干部，我不在街道，但干的是街道干部的事”。

她指着那个戴红袖箍的男士说，他是
小区物业管理的，另一个帮助搬物品的男
孩是志愿者，“我们由三方组成”。从农历
除夕开始的，起初没什么经验，搞了几天慢
慢规范化了。先由业主委员会、小区物业
共同选择购物平台，大家网上下单，预先支
付或者货到付款都可以。货到后，物业、业
委会加上志愿者，共同把货物分发给业
主。大家各负其责，相安无事，自从小区封
闭以来一直都这样运行。

文红说，小区有1100多户居民，业主
都比较年轻，习惯网购，所以大家对封闭购
物都没什么意见。“一线干部”很不容易，文
红习惯了“一线干部”的称呼。文老师每天
下午5点出来当班，直到晚上9点结束。白
天则由另一拨人值班，从早到晚都有人来
忙着递进送出的事。

“小区是否做到实质性真正封闭？进
入村域的外地来沪人员是否一律测体温？
是否详细询问并做好登记？每位管控对象
居家隔离措施严不严？新进人员租赁房屋
底数是否清、情况是否明……”连日来，上
海金山区山阳镇各村、居民区的党支部书
记多了一项任务：每日下午5点30分前，向
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交一份

“菜单”——村（居民区）书记每日必查表，
16项问题必须回答清楚。

这份村居书记“每日必查”清单是上海
金山区山阳镇党委、政府在近期防疫防控
工作探索实践中，开出的每日必做“精细化
菜单”，要求各基层党支部书记每日对照具
体的16项问题检查、落实，并建立村居联
席会议制度，每日8:15和16:00召开晨会

和总结会，以检查出的问题作为下一日部
署工作的整改事项。

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党委书记孙引良表
示，村居是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道防线，村
居党支部书记是第一道防线的主要责任
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关键阶段，山
阳镇商贸业发达、小区多、外来人口多、管理
难度大，“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坚持统一指
挥，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制
定和落实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每日必查
清单，把一线防控网织得更加密实”。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对于这份“菜
单”，村居党支部书记们感到虽然多了一份
责任，但干起来更有方向了。山阳镇渔业
村是国家AAAA级景区，区域内有475户
农户与102家商户。该村党总支书记葛军

辉说，本来这些工作都在做，但是有时会顾
此失彼，有点“小乱”，现在有了这份“菜
单”，完成了每天打钩，没做好的整改落实，
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现在本村在党支
部带领下全员发动，每天派出40名志愿者
或巡逻，或值守，或监督，或服务，管控效果
明显改善。

山阳镇戚家墩居民区管辖华府海景、海
浒新村和海上明珠园3个小区，2268户，实
有人口4644人，来沪人员1501人。截至目
前，重点区域人员涉及28户、80人，2月1日
起回沪人员140户、313人。该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周海春表示，有了这份党
支部书记每日必点“菜单”，工作任务和工作
标准更加明确，在工作落实和布置时也更有
方向了。比如针对返沪人员居家隔离一律

贴上封条，之前也发动楼组长和网格员检查
和监督，但有居民反映，透明胶带粘贴效果
不好，晚上居家隔离人员如果不自觉，偷偷
出来封条也会丝毫无损。对照菜单中“每位
管控对象居家隔离措施严不严、是否封条成
形式”一项，戚家墩居委会即知即改，马上派
人给重点区域人员家安装门封磁条，在居家
服务群里滚动发布居家注意事项，做到每日
查每日改，将管控工作做实做严。

山阳镇万盛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杨冬冬坦言：居家隔离人员隔离措
施真正落实到位是工作的难点，也是“每日
必点菜单”的难点，落实好并不容易。在巡
查过程中，他们发现小区“外防内控”时，对
进入人员排查比较细致，而缺失对已在小
区外出人员的询问。在大家集思广益下，最
终将视频检查、Wi-Fi闭门器、群众监督等
方法综合运用在隔离户的监管上，做到环
环相扣，确保管控措施落细落小落实。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组织就
是一个战斗堡垒。目前，山阳镇村居党支部
书记“每日必查”制度已成为每一个村居党
组织工作的长效机制，在疫情防控期间坚持
落实并严格执行，坚决守牢防控这道闸门。

把一线防控网织得更密实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王 萍

上图 护士
长刘萍 （中） 和
医疗队队员。

右图 保安
哥单璐在值守。

本报记者
瞿长福摄

在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湛北路街道八北社区防疫卡点的值守
队伍中，有这样一群年轻的身影，他们文明有礼，朝气蓬勃，义务值
守在街头巷尾，为辖区居民把好“第一道关口”。他们就是社区大
学生志愿者。

3月2日下午，在该社区的几个疫情卡点上，6位年轻人正熟
练地查看社区居民出入通行证、登记人员车辆详细信息、询问居民
出行记录。

朱静雅就是其中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她回到家隔离结束后，立
即要求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她说隔离期间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
门了解家人身体健康状况，宣传防疫知识及封闭式管理政策，让她
很敬佩、很感动。

“维护卡点秩序，登记出入社区车辆和人员信息，测量体温，劝
居民佩戴口罩等，都是些力所能及的琐碎事情，可是却需要人来
做。天气冷，大家相互鼓励，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戴着志愿者红
袖章的朱静雅，话语中透着坚定。

志愿者杨星是一名大二学生，疫情暴发后，他主动到自家所在
的八北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连续20多天不休息，始终坚守在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这些天虽然辛苦，但是能够参与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看到所有人众志成城阻击疫情的精气神，作为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我更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参与疫情防控一段时间后，八北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杨霖、樊世
帅、徐敬轩、张志薇也有了更多体会和感受：“我爸妈很支持我做志
愿者，这些天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带头作用，
党旗在哪里，堡垒就在哪里。”“当了社区志愿者，才知道疫情防控
幕后默默奉献的工作者有这么多！”“没觉得累，每天工作得很充
实，也很有意义。”……

志愿值守在社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建勋

那些温暖你我的面孔
本报记者 瞿长福 常 理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疫情重地武汉，在救治医院，

在街头巷尾，在社区内外，随

处可见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时

刻听到一句句真诚的问候。

他们都是普通百姓，他们虽然

有各自的职业和岗位，有自己

需要守护的小家，但是在这种

特殊时期，他们都选择义无反

顾地舍弃小家，勇往直前地冲

在抗“疫”一线，去守护大家的

平安。他们的身影最暖人，他

们的笑脸最动人，他们的话语

最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