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7日上午，晨曦初露，徐红艳和姐妹们
完成了中石化湖北石油武汉金勤加油站全面
清洁消毒，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加油工作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平均年龄34岁
的6名“铁娘子”无畏病毒，不计得失，逆行
而上，至今已在疫情防控油品保供岗位上坚
守了45天。正如她们在疫情之初写下的请
战书中所说：“你们为抗击疫情而来，我们为
你们加油，让爱和希望比病毒传播得更快。”
她们用爱与责任践行了承诺。

爱是最柔软的力量

中国石化湖北武汉金勤加油站，坐落于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勤建村附近，南环公路
从加油站门口经过。43岁的徐红艳任加油
站站长还不到一年。

疫情初期，大家对新冠肺炎病毒了解有
限，“说不害怕是假话”。徐红艳说，站里全
是女员工，她们都是母亲，家里孩子最大的
10几岁，最小的才1岁多。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29岁的加油员
徐湾向徐红艳请假：“站长，我孩子小，家里不
让我出门，担心在加油站发生交叉感染。”

加油员李海荣体质不好，家里人坚持让
她请假回家：“这份工作不要都可以，万一在
站里感染了怎么办？即便自己不怕，难道不
怕拖累了孩子和家人？”

身为站长的徐红艳，深信姐妹们和她一
样，心系着加油站。那天她和大家敞开心扉，

“我知道，待在家里最安全，可加油站若不营
业，防疫救援车辆去哪里加油？战疫需要我们
的付出！站里我年纪最大，如果你们相信我，
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大家做好自身防护和站内
消毒，每个人都不会被感染”。

这一夜，徐红艳辗转难眠，她不知道姐妹
们会不会打退堂鼓。第二天早上，徐红艳早早
来到加油站，当看到大家准时出现，她的眼眶
湿润了，患难见真情，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

“加油站就是我们抗击疫情的阵地，全
国人民都在支援武汉，关键时刻，我们一个
人都不能少。”李海荣说。

徐红艳把对姐妹们的承诺化为行动，她
包揽了加油站里的所有消毒工作和员工的
个人安全防护检查。40多天来，她的双手
长期接触消毒水被灼伤退皮，但看着姐妹们
平平安安，她的心里格外踏实。

这是最深沉的热爱

2月1日22时，金勤加油站接到一项任
务，要保障130余台军车的油品保供任务，

并且当晚就有军车来加油。
因为武汉市物流配送企业停工，驻鄂

部队将承担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生活物资
运输保障任务。

徐红艳放心不下，晚上11点多，她冒着
寒风又匆匆赶回加油站。“从今天晚上起，我
们加油站成为军车的保供加油站，武汉市民
吃的蔬菜、粮油都是靠他们运输保障的，我们
一定要快速、安全、高效地完成保供任务。”徐
红艳对夜班加油员王西霞和杨敏说。

那天夜晚，王西霞一直站在加油岛等
待，徐红艳和杨敏在便利店烧开水、做清
洁，做好服务保障。

夜色深沉，军车陆续驶入加油站，1
辆、2辆、3辆……王西霞为最后一辆车加
完油已经是2月2日凌晨。

“同志，辛苦了！”一位军人给王西霞敬
了个标准军礼。那一刻，王西霞的心里暖
暖的，微笑着说：“谢谢，路上注意安全。”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加油员，这次疫情
让我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光荣。”王西
霞说。

从那天开始，王西霞当班时都会一直
站在加油岛，一站就是10多个小时，她总
是加油岛上跑得最快的那个人。

随着疫情蔓延，路边的副食店、便利店

纷纷歇业，超市也仅针对团购客户，很多驾乘
人员利用加油的间隙，到加油站便利店采购
商品。

“每一位进便利店的人民子弟兵，我都会
主动上前询问，记下他们急需的商品，一个月
来，我们便利店陆续新增了10多种商品。”杨
敏说。

2月25日，临近中午了，一辆军车都没有
来。王西霞时不时朝着进站口看，心里空荡
荡的。

下午3时，传来了军车柴油发动机的轰
鸣声，这似乎成了加油员们最期待和悦耳的
声音。大家明白，为军车服务，已经成为她们
每天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守望已经成为
她们工作的一种习惯。

一个多月来，金勤加油站的“六朵金花”
累计为700多台次军车提供油品保障服务。

坚守三尺加油岛

在金勤加油站，一个多月的战“疫”油品
保供让“六朵金花”对工作、生活有了新的感
悟和收获，她们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更加珍
惜眼前所得。

我们不是医生，无法在一线冲锋陷阵；我
们不是科研工作者，没有能力研发抑制病毒

的药剂……我们只是一群普通的加油员，我
们能做的，就是坚守在加油岛上，为战“疫”
提供油品保供。

疫情下，交通管制让加油的车辆少了
很多，但保障防疫应急救援车辆油品供应
的压力却陡增。疫情面前，加油站红色罩
棚下，加油员们相互帮助、相互温暖，共
克时艰。

“姐妹们考虑到我的孩子小，很照顾我，
没有给我排夜班。”加油员徐湾将感激藏在
心里。她看到姐妹们为节约时间为军车保
供，顿顿都是吃方便面充饥，于是，她下班后
在家苦练厨艺，主动为大家做饭，看到大家
吃上了热饭热菜，她感到无比欣慰。

“晶晶，卫生我替你做好了，你就安心收
卸油品。”李海荣总是像姐姐一样，把最累最
脏的活揽下来。

“我们加油站只要谁手里有急事，一定会
有人顶上去，把剩下的活干完，团结和不计较
是我们站最鲜明的特征。”加油员张晶说。

樱花开了，武汉的春天来了，依然那么
美丽。金勤加油站的疫情防控油品保供

“战”仍在继续，补给线上，“六朵金花”逆风
绽放。她们是中国石化加油站一线女员工
的缩影，她们用女性的坚韧和执着顶起了疫
情防控油品保障“半边天”。

“六朵金花”抗疫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洁 通讯员 熊海 周旭珉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战场，湖北省消
防救援总队武汉支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成
立了由650人组成的“119党员突击队”，负
责防疫一线的急难险重任务。在江岸消防
救援大队，就有一支由5名女消防监督员组
成的“巾帼党员突击队”，她们在灾难面前没
有退缩，巾帼不让须眉，以舍小家、为大家的
身姿，坚守在疫情和火灾防控一线，用真诚
和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竭
诚为民的誓言。

与男同胞并肩作战

“单位要组建党员突击队，我们第一时
间递交了请战书，任务来了，不分男女，我们
一起上。”刘艳红是5名女监督员中年龄稍
长的一位，她第一个递交了请战书。在刘艳
红的带动下，其他人也加入了这支战时队
伍。组建后的“巾帼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
投入到一线战斗。

“从武汉封城那天起，为了避免交叉感
染，我们5人分别在单位附近‘独居’。”监督
员潘婉说。每天早上8点，各监督员依次透
过大队门口栅栏，领取她们的个人防护装备
和工作资料，之后开个简短碰头会，相互检
查防护措施到位后，便分头赶赴需要检查和
服务的社会单位。

监督员们每天除了开展实地检查外，
她们还在线上对正在营业的超市、餐饮店
以及居民小区开展督导和消防安全宣传提
示工作，通过建立微信工作群发布火灾案
例、用火用电知识、酒精消毒注意事项，千
方百计提醒广大市民居家隔离期间注意消
防安全。

“江岸区有定点医院4家，集中收治的

方舱医院2家，集中隔离点51家，医护人员
集中住宿场所34家，防疫物资存储场所2
家。”负责信息汇总统计的监督员张琪对辖
区情况了如指掌，对每个单位的情况都做到
情况明、一口清。“这些数据不能有半点含
糊，这是我们工作决策、安排部署的重要基
础。”江岸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常辉对张琪
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段时间，我们大队的女监督员克服
困难、主动请战，和男同胞们并肩作战，承担
着同样的监督、服务任务，她们撑起了全区
消防工作的半边天。”江岸消防救援大队教
导员任宗飞说。

用心用情排忧解难

为确保对新冠肺炎患者“应收尽收”，武
汉市一批体育馆、展厅、工业厂房被紧急征
用，改建成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都是新改建的临时场所，
很多达不到消防安全要求，在特殊时期我
们就要提供更多技术服务，最大限度地降
低火灾风险，保证场所安全运行。”监督员
刘芹、蔡炜是突击队中的技术骨干，她们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特长，一起参与方舱医
院建设筹备期间的消防设计方案等相关
工作。

“如何使方舱医院既符合消防安全又能
克服工期时间短、场地限制和材料供应等实
际困难，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刘芹和
蔡炜白天一起踏勘实地，晚上通过微信探讨
解决方案，寻找更优化、更适应方舱实际情
况的消防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方舱医院投
用后的消防安全隐患。

在武汉江岸区红桥集团工业园区中，有

21座厂房被改造成21个方舱。每个舱位面
积1188平方米，共有3000多张床位。消防
安全检查任务包括这21个舱的210个新增
室内消火栓、210只应急照明灯以及420个
干粉灭火器，每一个都要完好有效。任务量
可想而知，3个小时下来，潘婉、刘艳红的汗
水快把“火焰蓝”作训服湿透了。刘艳红说：

“能为武汉做点事情，无论是这座我热爱的
城市，还是自己的这身‘火焰蓝’，都充满了
意义。”

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酒精、强氧化剂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应
单独存放，要保证酒店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的畅通……”潘婉、刘艳红向援汉医疗队住
地管理人员提示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安保

人员应开展防火巡查，现场值守、安保、医护
人员应掌握灭火器和消火栓的使用方法，会
组织疏散……”现场，她们手把手地培训工
作人员，确保每个人都能掌握必备的消防安
全技能。

“您看大厅里堆积了这么多杂物，占
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将影响人员
疏散逃生，能否找一个房间单独存放医疗
物资？”“好的，好的，你们提的这个火灾
隐患我马上安排整改。”从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开始，监督员们每天穿梭于定点收治医
院、指定隔离酒店、医护人员驻地等防疫
单位场所，开展火灾隐患现场排查治理、
消防安全宣传培训，确保这些重点防疫场
所安全运行。

“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都来支援武汉，
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这句话已经成
为5名姐妹花的口头禅，也是她们做好本职
工作的最大动力。

在武汉市消防救援队伍中，还有60余
名女消防员、100余名女文员，她们都像江
岸大队“巾帼党员突击队”中的刘艳红、潘
婉、刘芹、蔡炜、张琪5名同志一样，义无反
顾地冲锋在抗疫一线，她们虽身处不同战
场，却同样在坚守和战斗，她们都是消防救
援队伍里绽放的铿锵玫瑰。

武汉消防有支“巾帼党员突击队”
本报记者 常 理 通讯员 鲁璟琳

爱心捐赠助抗疫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侯昌明

“抗击疫情，自己不能当看客。善举不分轻重，众人拾
柴火焰高。”说这话的是山东聊城市东阿县的胥大光。在他
的带动下，由20名爱心人士捐赠的3批56吨新鲜蔬菜，跨
越800多公里运到武汉，支援一线后勤供应。

35岁的胥大光从事销售工作。疫情暴发后，宅在家里
的胥大光琢磨着为武汉做点什么。2月1日，胥大光向湖北
捐了1000元钱。“只捐钱心里总觉得不够，新闻里说湖北许
多地方缺新鲜蔬菜，我们聊城是蔬菜大市，货源充足，捐些
蔬菜可以救急。”打定主意的胥大光，拿起电话打给李茂峰
等几个朋友。最后，有7位朋友决定和胥大光一起筹款
捐菜。

特殊时期，捐菜并不简单。“捐给谁？从哪里买菜？买
什么菜？一开始都不知道。而且，必须办理车辆通行证，还
需要让武汉那边开信接收。”胥大光等人没想到情况如此复
杂。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胥大光辗转联系到武汉市硚口
区汉水桥街道海工社区。

与海工社区党委书记毛兰沟通后，胥大光立即着手“买
菜”。胥大光忙乎了一整天，最终全部搞定。

这次捐赠虽然很繁琐，但却“一路绿灯”。一听是为武
汉捐赠蔬菜的事，大家都积极参与，尽力协助。联系货源
时，卖家主动降价；装车时，许多商户都来帮忙；办理车辆
运输通行证时，政府相关部门特事特办，尽快通过……2月
5日下午4点11分，一辆满载18吨新鲜蔬菜的卡车从聊城
出发。12个小时后，这批由胥大光、李茂峰、王振华等8
位聊城爱心人士捐赠的爱心蔬菜，抵达武汉海工社区。

第一批蔬菜发走后，胥大光等8人身边的许多朋友也纷
纷加入捐菜队伍。2月8日，23吨油菜、冬瓜等蔬菜捐送湖
北鄂州；2月13日，15吨油菜捐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
胜华社区。

短短两周时间，胥大光周围的爱心人士从开始的8人壮
大到20人；捐菜数量从18吨增加到56吨；捐赠地点也从
武汉市扩大到武汉周边地市。“有了第一次捐菜的经验，后
面两次我们在对接湖北、联系货源和车辆、办理通行证等环
节都轻车熟路了。”胥大光说。

“谢谢你们的帮助，好人一生平安。等疫情过后你们一
定要来武汉做客！”收到爱心蔬菜后，毛兰在微信上向胥大
光表示感谢。

“六朵金花”在战“疫”补给线上迎春绽放。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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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曾流传一张医护
人员隔离服帽子上写有“有
事找我”的照片，很受关
注。照片上的人叫丁新民，
是北京世纪坛医院支援武汉
医疗队领队。

“其实是一个无心之
举。进隔离病区之前，有一
年轻护士突然问，如果发生
突发事件怎么办？穿着隔离
衣，包裹得只能看见一双眼
睛，分辨不出谁是谁。”丁新
民解释说：“我当时回答‘找
我就行’。为了方便辨认，一
位医生就在我的帽子上写了

‘有事找我’，这都是为了工
作方便。”

农历正月初三，从接到
命令到出发只有3个小时，
丁新民和另外12名世纪坛
医院的医护人员匆匆告别家
人，加入到由 12家医院、
136人组成的首批支援湖北
的北京医疗队。

1月 29日下午 3点 33
分，一位58岁的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被抬进武汉协和医
院西院12层病房，这是北
京支援武汉医疗队接诊的首
位患者。经过半个小时抢救后，患者病情开始平稳。之后的
3个半小时中，又有12名患者相继入院。

这一天，丁新民和北京医疗队及当地共7名医生进入隔
离病房，开始了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

丁新民告诉记者，从收治的病人情况看，轻症患者居
多。但他们多数都有心理压力，存在焦虑、恐慌甚至恐惧心
理。这是因为，一方面普通人对新冠肺炎认知不足，不能判
断自己目前疾病状态和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武汉的医疗资
源非常紧张，有的患者排队就诊得等待数小时以上，不能及
时就诊，这更加造成恐惧心理。

“其实病毒性疾病，如流感一样多数是自限疾病，即通
过自身免疫力多数轻症患者是可以自愈的。如果患者心理压
力大，非常不利于病情恢复。”丁新民说。

在隔离病房里，经常能听见丁医生对病人一遍又一遍地
絮叨：要盖好被子，千万不能着凉，要多吃饭……这些话让
病人们感到暖心。

身为领队，丁新民还时刻关注着医疗队员们的自我防
护和心理状态。“这次来了很多年轻医护人员，怕他们精
神紧张、防护不到位，我确实比较担心。”丁新民说，随
着病患增多，排班压力加大，人的精神状态可能发生改
变，需要随时关注医护人员的状态。“来到这里大家都是
自己一间房，我们采取队员两两组合，门对门每天都要见
个面，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有人关心你。”

丁新民说科学施治很重要，“我们特别强调医护人员绝
对不能带病上岗，值班时间最好不超过4小时。因为穿上防
护服，进入隔离病房后，是不能吃喝上厕所的，每个人脱下
防护服都是被汗水打湿的，体力消耗很大。只有把医护人员
保护好，才能治愈更多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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