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刻取消休假，火速到单位集合！”1
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晚上，河北沧州渤海
新区中捷产业园区新城社区各个党组织几
乎同时收到战“疫”指令。新城社区党委书
记王福征在办公室吃着泡面部署任务，防控
工作紧急展开。

在重点疫区返回人员租住的润景康城
小区，零下8摄氏度的户外，王福征带头值
守，各个党支部书记迅速进入“作战”状态。

在新城社区党委动员下，200余名党员
干部迅速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居家隔离
的重点疫区返回人员虽然没有症状，但无论
是社区工作人员、隔离者还是周边群众，与
隔离人员接触都有着较大心理压力。为改
变这种局面，王福征第一个带头去“接触”他
们，为隔离人员送去米、面、蔬菜等生活物
资，并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告知有任何困
难和需求，随时联系他。

润禾社区工作站管辖着3000多居民，
工作量大。党支部书记吕献亮2019年诊断
出胃癌，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为了不
耽误疫情防控工作，他将化疗时间由7天减
至1天，化疗结束当晚就返回社区，揣着治
疗的药物，带领同事奔赴一线。

“你不要命了，怎么不想想自己的身
体。”妻子哭着埋怨吕献亮。他安慰妻子说：

“疫情防控不能等，忙完这阵子，我一定好好
休息。我的命重要，老百姓的健康也重要，
都不能耽误。”吕献亮与大家守卡点、做宣
传、登记信息，拖着瘦弱的病体，日行1万多
步。“必须与疫情赛跑，在最短的时间做好各
项排查工作。我多走几户，就多掌握一些真
实信息，心里就觉得安全、踏实。”

在疫情防控期间，东胡庄党支部书记田
焕庆因饮食作息不规律，长期加班劳累过
度，诱发了阑尾炎。医生几次告诉他要尽快
到医院实施手术，因为工作太忙，他只能一
次次推迟，每次疼得受不了时，他都只是在
村卫生室输点消炎药。即使在输液中，他也
在考虑工作，想到一个给居家隔离的减压办
法：建立“东胡庄大家”微信群，发动乡亲们
在社区群里拉拉家常、聊聊天，晒晒自己的
厨艺、才艺，做好疫情期间的心理减压。

“你这样黑白连轴转，身体能行吗？”面
对居民关切的问候，晚上在卡点值班、白天
还要背着喷雾器给卡点和小区消毒的御景
豪庭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志明说：“我们是守

护百姓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累点辛苦点
不要紧，只要群众安全就行！”

针对春节期间聚会多、宴庆多的特点，
李志明一家一户做工作，奉劝居民主动取
消各种家庭活动，倡导白事简办、婚事缓
办，引导大家移风易俗助力疫情防控工
作。目前，御景豪庭小区内有9户居民的
婚事延期。

基层支部书记冲锋在前，党员紧随其
后，让人民群众有了主心骨。居民们看到
社区工作人员勇往直前，也渐渐不再畏惧、
恐慌，积极配合社区开展各项防控工作。

还有不到8个月就退休的润禾社区工
作者史永香，为了疫情防控工作，她扔下家
里正在读高中的孩子，不顾自己高血压、高
血糖的身体状况，和大家一起坚守在卡点，
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史永香患有膝盖疼
痛的老毛病，每次入户排查爬楼梯时，她的
膝盖就会“闹意见”，然而，再疼她也没有掉
队，再累她都坚持不请假。她说：“我要站
好社区工作的最后一班岗，绝不能给退休
留下遗憾。”

“我是书记我先上！”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新城社区8个基层党组织的书记
率先垂范，带领237名党员拧成一股绳，筑牢
了社区疫情防控的“口袋阵”。平时在办公
室工作的党员姚英杰、张云霞、张金娜等人，
主动请战下沉到各社区工作站开展排查和
其他工作，只留下空荡荡的办公室；青年员
工龚恩葆在和相亲对象第一次见面时，接到
单位的紧急返岗通知，他只能和女方说声抱
歉，急匆匆赶回单位；社区工作人员董文胜，
农历正月十六是他父亲去世祭奠的日子，但
在这个非常时期，他忍住思念，全身心扑在
工作上，白天在卡点值班，晚上入户排查，还
要加班整理上报数据……

党员干部的行动同时也感染着广大群
众，在中捷新城社区涌现了一大批与社区工
作者并肩防控的群众志愿者，他们义务出
工、帮助送饭、捐献防护物资，奉献出满满的
爱心。志愿者刘红每天都在自家小区门口
值守，并自费购买100余只医用口罩，发放给
抗“疫”工作者，购置25桶医用酒精缓解小区
消毒用品紧缺的困境。刘红还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他的心愿就是早日戴上党徽，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

随着疫情形势的向好变化，面对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双重艰巨
任务，沧州渤海新区中捷新城社区各个基层
党组织更加繁忙，为复工复产工作建立坚强
的后方防线。根据大、中、小型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分布情况，中捷新城社区党委在辖区
内设置多个联络服务站，严格管控企业复工
复产出行车辆和人员排查，并帮助已复工复
产和即将复工复产企业提供相关服务；对于
商业网点，社区党委及时帮助解决其困难，
严格落实从业人员佩戴口罩、体温监测等防
控举措；在商家服务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社
区党员和志愿者及时补位，并与商铺逐一签
订责任书，做到复工人员一人一档。

“从发热筛查到隔离观察，从值守卡口
到生活服务，从防疫消杀到科普宣教，从帮
助企业、商户复工复产到落实落细防控措
施，我们就是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王福征说，他们将党旗插在前
哨阵地，确保辖区16000多居民全覆盖、信
息无遗漏，每位党员用实际行动，为社区百
姓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起一道坚实
防线。

河北沧州渤海新区中捷新城社区党组织冲锋在前——

“我是书记我先上！”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傅新春

“爬楼速度太快的话，还是有点喘，容易
出虚汗。”指挥部位于二楼，涂可蔼一边往楼
上走，一边对记者说。这是新冠肺炎在他身
上留下的尚未完全褪去的痕迹。

1月初，作为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
指挥中心的民警涂可蔼，全程参与了华南海
鲜批发市场的封闭工作。不幸的是，他因此
感染新冠肺炎。幸运的是，他战胜病魔重获
新生。

2月17日，在江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
投入使用前夕，痊愈后又完成隔离康复的涂
可蔼主动报名参加方舱医院青年民警突击队。

“当我告诉病友们我曾经跟他们一样，

现在已经痊愈重返岗位时，我能明显感觉到
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涂可蔼说，“生病时，
有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救治，现在康复了，
我要像他们照顾我一样守护大家的安全。”

“我原定农历正月初四举行婚礼。”涂可
蔼是个土家族小伙子，今年28岁，爱人在江
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从金银潭医院出院
后，单位安排他回老家休养，“让我结完婚再
回来上班”。

回到老家恩施后，涂可蔼主动自我居家
隔离，身体逐渐恢复。然而，手机、电视上不
断传来武汉疫情的信息，让他坐立难安。

于是，涂可蔼向局里请战，但被领导婉
拒：“你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

“兄弟们都在战斗，我着急啊！我是战
士，得回武汉去，不能当‘逃兵’。”从2月10
日开始，涂可蔼焦急地通过各种途径打听返

回武汉的方法。
“我们可以给你开证明回去！”2月13

日，涂可蔼把咨询电话打到了恩施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答案。

收拾行装，出发。2月15日一早，父亲
驾车将他送往恩施火车站。

平时只要40分钟的路程，涂可蔼用了
近3个小时，“路上，各卡口都有公安兄弟。
他们知道我要返回武汉参加战斗后，都叮嘱
我注意安全”。

2月17日，江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动
工。公安局要建立一支青年民警突击队进驻
方舱医院值守，涂可蔼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与12名民警、12名辅警、36名保安组成了方
舱医院青年民警突击队。2月21日下午，江
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迎来首批患者。

“我是民警，也是新冠肺炎痊愈者。大
家不要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大家都不会有
问题的。”2月22日，首次进入方舱医院执勤
的涂可蔼身穿三层防护服，在患者登记处维
持秩序。

“是吗？你是怎么治好的？”
“需要怎么治疗啊?”
“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一瞬间，原本表情紧张、气氛凝滞的患

者纷纷围过来，听涂可蔼介绍经验。
“核心一点就是要坚定信心，配合医护

人员治疗，好好吃饭、好好锻炼，相信大家都
能和我一样顺利痊愈的。”涂可蔼大声回答
着大家的提问。

“我的经历，给患者战胜病痛带来了极
大鼓舞。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信心在增
强。”涂可蔼对记者说，“我到他们中间，把我
的故事说给他们听，让更多人充满信心。”

这几天，父母时常和涂可蔼视频通话。
“虽然我已经痊愈了，但他们还是很担心。”
涂可蔼说：“父母亲都没怎么读过书，但他们
知道我做的是大事，还是很支持我的。”涂可
蔼无比期待疫情赶紧过去。

“到时候，我要再挑个好日子把婚礼办
了。你们都要来喝喜酒啊！”涂可蔼憧憬
着说。

民警涂可蔼——

战胜病魔重返一线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王传宗

早上8点，西藏阿里昆莎机场外，凛
冽的寒风在呼啸，此时，德庆旺姆已来到
机场到达大厅开始一天的工作。“航班9点
30分到达，但是我们要在这之前完成到达
大厅的消毒工作，将体温监测设备、人员
登记簿等一系列相关物品准备妥当，确保

旅客下飞机后可以及时测量体温。”德庆旺
姆说。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的最西边，平均海拔
4500米，被称作“天边的阿里”，坐落于此的
阿里昆莎机场是世界海拔第四高的机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32岁的西藏民用航
空阿里站医务室医生德庆旺姆一直战斗在
阿里昆莎机场疫情防控一线。

忙到下午3点，将当天疫情防控材料整
理上报后，德庆旺姆才得空吃上午饭。匆匆

吃过已冷的午饭，她又开始按要求调配罐装
消毒液，背起10多公斤重的喷雾器，对机场
执勤用房细致地消毒，这项工作大概要2个
小时。

德庆旺姆是目前阿里昆莎机场医务室
唯一的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虽然
机场配备了力量帮助德庆旺姆，但工作一
向认真的她事事都亲力亲为：牵头制定机
场的防控应急预案及方案、疫情防控物资
统计和发放、数据报送、体温筛查……还

要跟地方卫生健康部门做好联络对接，安
排指导机场所有公共区域的消毒。尽管工
作十分繁重琐碎，但德庆旺姆不敢有丝毫
的懈怠。

在德庆旺姆的时间表里，每个时段都被
工作填得满满的，一项项工作近乎无缝衔
接。春节休假后返岗的同事需要居家隔离，
德庆旺姆每天都上门两次为这十几位同事
测量体温，同时还会送去自己熬制的预防呼
吸道疾病的藏药“催汤”。

阿里机场地面服务部副经理白玛玉珍
说：“德庆旺姆年纪不大，但在工作中总是冲
锋在前。以前航班到达前她总是早早地等
候在到达口，为初上阿里的旅客提供医疗服
务；疫情发生后她更是坚守在一线，尽职尽
责地做工作。”

每当同事劝她休息时，德庆旺姆总会摆
摆手说：“我是年轻人又是医生，苦点、累点
不算啥，只希望疫情早点被战胜。”

白衣守护者
——记西藏民用航空阿里站医务室医生德庆旺姆

本报记者 贺建明

一次特殊的报警
本报记者 常 理 通讯员 余佳雯

连日来，湖北宜昌市秭归县消防救援指战员，为抗疫一线医
护人员排忧解难，两次护送其临产妻子的故事，在当地广为
流传。

3月1日，秭归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居住在茅坪镇
山水龙城小区的胡女士即将临产，请求帮忙送至当地医院产
检。了解情况后，大队派出指战员迅速赶去援助。

消防员来到胡女士家中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胡女士父母
被隔离在老家，丈夫在秭归县中医医院工作，承担着两个重点涉
疫场所汇总每日数据、医疗保障物资清点分发等任务。一个多
月来，他只回过两次家，每次都是匆忙拿几件衣服就走。因为目
前封路，实在没办法，她看到网上公布的119受理涉疫报警求助
公告后，想到了请求消防队救助。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立即将胡女士送往秭归县中医医院产
检。由于孕妇身体状况欠佳，产检从下午3点持续到晚上7点，
期间还进行了输液治疗，而消防指战员全程陪护。待孕妇各项
产检结束后，消防指战员向医护人员详细了解了检查结果，并安
慰胡女士不要担心，有什么困难一定会有办法解决。

在医生建议下，第二天上午，胡女士接受了剖产手术。消防
指战员考虑到孕妇产后行动困难，身边暂无家人陪护，便早早地
来到待产间。“今天身体情况怎么样？”“家人不在身边，我们就是
你的亲人，不要紧张，安心手术。”指战员一边安慰、一边鼓励。
最终孕妇产下千金，母女平安。

得知妻子顺利产女后，胡女士的丈夫非常激动，在打给消防
员的电话里，一声又一声地说着“谢谢了！谢谢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护人员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
守护病人健康，消防救援人员则守护了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月10日，在河北沧州中捷新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者对过往车辆、行人进行检查。 宏 达摄

夫妻同守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魏金龙 袁 野

谢生明是国网瓜州县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1月27
日，在接到上级公司及瓜州县委、县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安
排后，他主动请缨，积极投身到抗“疫”保电工作中。谢生明
编制了重点保障线路“一线一案”，带领技术部员工对瓜州县
党政机关、医院、疾控中心、各防疫检测卡口等重要场所的线
路和用电设备开展特巡和隐患排查，现场查看重点防疫单位供
电设备及自备电源情况，全力保障线路设备安全可靠。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就要冲锋在前。保障供电是我的
责任，有了坚强的电力保障，相信我们的战役很快会胜利。”
谢生明朴实的话语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供电人。

谢生明的妻子孙香梅是国网瓜州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
中心配网调控及抢修指挥班调控值班员。这个班负责公司电网
运行在线监控、抢修力量调配指挥，是瓜州电网安全运行的

“眼睛”和“大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作为班里中坚力量
的孙香梅，克服部分员工春节外出、值班人员倒班紧张的困
难，带头奋战在调控抢修指挥一线。

“有时候我们俩同时上班，见面的时间很少，但我每天都
打电话叮嘱他外出做好防护。”孙香梅说。

在这个春天，瓜州这对供电夫妻相互扶持、齐心协力，用
他们特有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人生中最大的骄傲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吕 栋 徐 宁

“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但是心里很兴奋，能参与雷神山医院
的援建工作，我感到挺自豪。”正式解除为期14天的医学隔离观
察，曾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张承旭，
日前回到位于即墨区蓝村镇的家中。回想起在武汉争分夺秒援
建的6天6夜，他的心始终无法平静。

50岁的张承旭年轻时曾是一名门窗安装工，没想到时隔20
年，他又重新拾起这门手艺，用在了“雷神山”的建筑工地上。

2月初，张承旭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中建三局下属单位发
出“集结令”，组织志愿者前往武汉支援雷神山医院建设。看
到这一消息后，他脑子里随即萌生去武汉支援建设的念头。

“心里肯定还是会害怕，但一想到还有很多病人没地方收治，
这个时候能出一份力，我没有理由退缩。”张承旭将想法告诉
了家人。

2月7日上午，在家人的支持下，张承旭同青岛另外3位志
愿者一起包车去了中建三局下属单位所在地枣庄滕州，第二天
早上8点，从四面八方聚齐的援建人员乘坐两个大巴，踏上了前
往武汉的“逆行路”。

2月9日早晨到达武汉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大家顾不上沿
途的舟车劳顿，立即投入工作。“为了赶工期，第一天一接手工
作，就直接干到第二天早晨8点，连续工作6天，平均每天只睡4
个小时。”张承旭说：“大家都是来援建的，互相配合得非常好。
比如，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安装门窗，只要我喊一声，立即就会有
人过来帮忙，大家只想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

“没有喝过一口热水，每一顿饭用5分钟吃完。”为了更快地
完成工作，张承旭从各个生活环节里“挤”时间，不断给自己施
压，为建设默默奉献力量。由于出发得匆忙，张承旭没有带够厚
衣服，深夜的工地寒意袭来，他就把统一分发的一床被子裹在身
上御寒，但面颊仍然会冻得通红。

经过近一周的不懈奋战，2月14日凌晨收工后，张承旭带
着些许不舍踏上返回滕州的大巴车，在滕州宾馆医学隔离14天
后，于2月29日返回青岛。

“在武汉期间，蓝村镇政府工作人员与家人朋友一直打
电话给我，关心我的现状，给我打气鼓励，让我觉得人虽在
异乡，心却未曾走远。”张承旭笑着说，“活了大半辈子，能在
这么关键的时刻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
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