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长，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我参与
了，我有经验，我得上。”“书记，我是党员，冲
锋陷阵，我义不容辞……”

2月27日，牡丹江客运段京牡车队队
长刘春艳没想到，自己发出的牡丹江至北京
的T18/17次旅客列车乘务缺员公告，竟然
吸引了60多名党员报名。“这趟进京列车客
流集中，突发状况多，可我们的党员总是迎
难而上。”刘春艳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铁路哈尔滨
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向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发出“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上要当
先，在处置特殊情况时要当先，在服务旅客
群众上要当先，在保障运输秩序上要当先，
在确保运输安全上要当先”的号召，5900余
个基层党组织、6万余名党员干部积极响
应，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奋战在

生产一线，畅通最北铁路运输“大动脉”。
2月21日凌晨1时，室外气温低至零下

20摄氏度。孙秀文拎着8斤重的消毒桶，
踩着积雪走在哈尔滨动车段的铁道线上，她
要去给返库的动车组车体进行消毒。这几
天气温回暖，白天融化的积雪夜间又冻成
冰，地上满是被冰壳覆盖着的水坑，孙秀文
不慎踩碎了冰壳，一脚插进了冰水里……

孙秀文是哈尔滨铁路疾控中心消毒监
测科副主任，疫情暴发后，她和13名同事负
责68组高铁动车组列车的消毒工作。最多
时一晚消毒50组动车组，400节车厢。从
晚上6点干到凌晨4点才能结束，每天休息
时间不足5个小时。

“哪儿人多，往哪儿去，哪儿危险，往哪
儿去。”孙秀文和同事们义无反顾地奋战在
防疫第一线。

“对于防疫我们是专业的，我们又是党
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不上谁
上？我们最应该冲锋在前。”孙秀文说。

孙秀文的“逆行”之路并不孤单，哈尔滨
站安检员任慧君，在即将退休的时候，主动
承担起最为辛苦的旅客安检工作。

随着全国复工复产的推进，哈尔滨站迎
来客流高峰，任慧君每天要不停地弯腰、挥
手近千次为旅客安检，每天穿着防护服长达
8个小时，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她甚至
不敢喝水，等摘下口罩和护目镜，任慧君的
脸上已经布满了勒痕。

对于哈尔滨南站调车长闻其中来说，一
顿晚饭要分好几次吃。

哈尔滨南站是黑龙江省最大的货运编
组站，黑龙江各地发往湖北方向的货车都要
在这里重新编组，作为党员先锋调车组调车

长，为了提高货车编组效率，闻其中昼夜奋
战，连续作业12个小时，和伙伴们编组900
多辆车。他的饭盒总是热了凉、凉了热，常
常没吃几口就接到作业命令，抓起帽子就往
外走。“累点不怕，干得快点，这些物资就能
早到一点。”闻其中说。

在我国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站满洲里
站，27岁的调车员刘福强每天的微信步数
都高居朋友圈榜首，自2月份以来，满洲里
站累计进口化肥3520车23.45万吨。夜间
刺骨的寒风中，刘福强身穿近20斤的防寒
衣物，脚蹬近10斤的防滑鞋，每班平均行走
近10公里。同时还要参与300余辆联运进
口货物列车编组作业，上下车100余次，及
时将重点物资编组转运。

对佳木斯机务段火车司机韩志磊来说，
最近出乘的次数堪比春运。4天连续担当5
趟乘务，一车车化肥在他的牵引下送到了
田间地头。

有这样一张成绩单，记录了他们的故
事——疫情发生以来，34名入党积极分子
及时发展为预备党员，主动担负起党员责
任；3万余名党员递交请战书，参与防疫作
业 5.3 万余次；成立 3600 余个党员突击
队，有 4.36 万余名党员职工投身生产一
线，运往湖北方向的生活和防疫物资514
批，达5.8万余吨……

党员就要一马当先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员群像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通讯员 张学鹏

“危急关头我必须靠前”

今年春节刚过，安徽省芜湖市都宝花园
社区就接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有一名
新冠肺炎患者在小区内有过短暂停留。

得知这一情况后，都宝花园社区党委
书记袁远立即展开工作——带领区防疫站
工作人员对小区单元楼道及周边进行
消毒。

“患者出入楼栋必须立即隔离，防止扩
散！”接到指令，袁远第一时间站出来：“我
去居民家中了解情况，我对社区情况熟，我
去最合适！”没有一丝犹豫，她穿上简单的
隔离服，带着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来到所在
医学观察隔离的楼栋，挨家挨户敲门了解
情况、进行解释工作、安抚居民情绪。

做完所有的工作后，医生建议袁远进
行医学观察，她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在电
话里简单跟丈夫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甚至
都来不及对孩子叮嘱几句，便匆匆挂断电
话，因为即便在进行医学观察，她还是要同
时处理许多社区事务。

“我是社区党委书记，是一名党员，危
急关头我必须靠前战斗才能让居民和社工
们安心。”袁远说。

在结束医学观察之后，袁远没有休息，
她一大早又赶到社区布置医学观察楼栋居
民的后勤保障工作。

“要感染就感染我一个”

春谷社区有17个封闭式小区，5个开
放式小区，为了更好地管控人员和车辆，53
岁的社区党委书记刘庆陵每日行走的步数
都超过3万步，他奔波在各小区，对辖内各
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号召党员、志愿者、物
业行动起来，轮班在卡点值守。

社区共有25名湖北返乡和与湖北返乡
人员接触者，前期巡访人员短缺，刘庆陵
便主动请缨，穿上自制的“防护服”，连
续5天对重点医学观察人员上门测量体
温。“我去吧，要感染就感染我一个！”

“我来打电话！”“我去沟通！”简短的话
语，体现出一名有27年党龄老党员的责任
与担当。

防控一线34天连轴转，不断考验着老
书记的“基本功”。面对社区人口密度大、
小区分布乱、封闭卡点多等复杂情况，刘庆
陵与社区在职党员临时党支部创建了“春
谷社区居家观察服务群”，实现了“一对一”

“点对点”一站式服务，还时常为他们送去
慰问品，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当
不断收到居家医学观察户的一封封感谢信
时，他欣慰地感叹：“这是对我们102名在职
党员、9名社区工作者、49名志愿者工作的
充分肯定和认可。”

“责任面前不推卸”

“永飞是我们竹秀社区的党委书记，有
什么困难，我都会去找他，他保准能帮我解
决问题，我最相信他了”“我们郁书记虽然
年轻，但是干事却是非常牢靠稳妥的”“郁
书记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很严格，我有时候
做得不好，他也会批评我”……这是竹秀社
区居民和社会工作者对社区党委书记郁永
飞的评价。

从与上级部门及时对接、人员摸排、卫
生消毒，到物资采集和宣传工作，事无巨
细，他都要一一经手，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防
控环节。

辖区内有一名居民确诊感染了新冠肺
炎之后，郁永飞立即带领社区工作者详细
排查患者夫妻去超市、药房、卤菜店等场所
接触到的9个人，对他们进行信息登记、体
温测量，后续每天跟踪。与此同时，立即对
其所在的单元楼开展为期14天的隔离，安
排医护人员每日对该单元楼10户36名人
员定时进行体温测量和健康评估。对隔离
观察的单元楼实施后勤保障，安排专职人

员进行心理健康服务，稳定居民情绪，同时
建立微信群，每天登记所需食物等生活用
品，指派专人负责运送新鲜蔬菜、米、油等
生活必需品上门，确保居家观察者生活不
受影响。

一方面严防严控，一方面对群众温情
关心。

“永飞，我们买不到口罩，不敢出门
啦。”李奶奶在社区大厅找到了郁永飞，他
马上转身拿了几个自己的备用口罩送给李
奶奶。送她回家的路上，郁永飞叮嘱她最
近就在家里看看电视，不要出门，要是想买
什么东西，就打电话给社区。

“我向你反映个问题，社区工作者天
天打招呼说让我们不要出门。可是家里的
菜吃得差不多了，现在能不能出去买菜
呀？”“您千万在家待着，我们明天把菜给
您送过去。”第二天一早，郁永飞就带领
物业工作人员去市场购买了新鲜蔬菜，并
在业主群里向大家汇报采购蔬菜的品类和
价格，同时和工作人员一起打包送到各家
门口。

对于五保户张老这样不会用智能手机
并且家庭贫困的特殊居民，郁永飞都会挑
选蔬菜，亲自送上门，并安慰他：“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党和政府都会记得你们，安安心
心在家养好身体，等疫情过去了再出去与
老伙伴们相聚。”

胸前戴党徽，身后是群众！疫情暴发
以来，郁永飞就开启了“白加黑”工作模式，
白天在社区布置各项工作，然后到小区出
入口巡查，晚上在隔离点值夜班，20多天就
回过一次家。每天晚上，他只能在值班点
的躺椅上睡几个小时。作为一名退役军
人，作为一名社区党委书记，他奔走在抗击
疫情的最前线，兑现了自己“荣誉面前不争
功、利益面前不计较、困难面前不躲闪、责
任面前不推卸”的诺言。

当好社区“守门人”
——记战斗在防疫一线的安徽省芜湖市各社区基层党组织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芜 轩

生活中，“90后”“00后”还是爸妈心中的宝贝，而当疫情来
袭后，他们挺身而出，投身战“疫”，成为抗疫一线主力军。

“列车即将进站……”2月26日16时30分，在甘肃瓜州县
柳园火车站响起的广播声，犹如冲锋的号角，26岁的任道鹏迅
速归位，为出站的旅客测量体温，并引导旅客填写个人信息登记
表。“您好，旅途辛苦了，请您稍等，测量一下体温！”“您好，请您
扫一下二维码核查一下健康信息……”每一位出站旅客，任道鹏
都认真核查，不敢有半分松懈。

柳园火车站是铁路进疆通道的第一站，人员流动性大，是疫
情防控的重点地带。“90后”任道鹏是瓜州县柳园镇的一名基层
干部，正月初二在家休息不到3天的他，得知疫情来袭后，立即
提前结束假期返回岗位，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从到卡口执勤以来，每天两班倒，每班12小时。到了晚
上，天寒地冻，穿着羽绒服后背都是凉的。但是每晚都有11趟
列车经过，检查任务非常重，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任道鹏说。

2月9日，有一对四川籍夫妻，从柳园站下车后，得知要被
劝返，迟迟不愿离开出站口。任道鹏了解得知，这对夫妻的两
个孩子和爷爷一起生活在新疆，爷爷前两天过世了，他们非常
着急赶着去新疆，好不容易买了火车票，没想到又要被劝返。
得知情况后，任道鹏第一时间跟镇领导和火车站领导作了汇
报，镇上通过和铁路等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后，送他们踏上了去
往新疆的列车。

“我爸妈现在也不知道我一直在火车站执勤，怕他们担心就
没告诉他们。”任道鹏说。

20岁的潘琴是白城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寒假回到了故乡
瓜州。疫情发生后，她从新闻报道中看到好多医护人员投身一
线。内心被深深触动的潘琴找到瓜州团县委，主动要求加入志
愿服务，成为一名社区网格员。

“17年前的非典我们还小，如今我们‘00后’已经长大了。
我们新一代青年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实践中磨砺自己的品
质，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潘琴说，“通过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我认识到基层防疫工作需要服务意识和奉献精
神，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内心的快乐”。

没有披上白色战袍，依然精彩记录医务工作者在战“疫”一
线的身影；没有穿上绿色军装，也像战士一样冲锋在疫情防控一
线……出生于1993年的瓜州县委宣传部干部邓晓旭，深刻诠释
了“新闻永远在路上”。

为了挖掘“逆行者”背后的故事，邓晓旭和同事每天早出晚
归，深入乡镇村组、卡口、卫生院、解除隔离群众家中、温室大棚、
厂矿企业……用激情和责任采写了一篇篇鲜活生动的新闻报道。

“疫情突如其来，公安干警和医生护士奔赴‘疫’线，身为宣
传战线的干部，我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记录当下，传递一线声
音。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邓晓旭说。

当兵31年，临床护理干了26
年，参加过国际维和，执行过抗震救
灾、泥石流抢险等任务，在湖北省妇
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四科护
士长李晓莉每天都演绎着“速度与
激情”。来自火箭军某医院的她十
分清楚：“救人如作战，快一秒，就多
一份救治胜算！”

一天上午，李晓莉查房时发现
85岁的郑大爷目光有些呆滞，但生
命体征基本平稳，她便叮嘱当班护
士“多留意”。不出所料，晚饭时间，
郑大爷突然并发症急性发作，血钾
减至常人一半，血氧饱和度急速下
降到56%。李晓莉结合医嘱立即
实施急救：静脉补钾、高流量呼吸、
通知重症病房做好插管治疗准备。

一连串有序的救治操作，把郑
大爷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作为护士，不是量体温、测血
压、打针送药那么简单，关键时候要
有与死神拔河的本领。”李晓莉说。

李晓莉曾在外科、呼吸、传染、
发热门诊等多个科室干过，经历过
数千次的急救，梳理出一条条“护理
宝典”：高龄患者防跌倒猝死、高血
压患者防昏迷、呼吸道疾病防气管
堵塞窒息……

护士赵巧梅说：“关键时刻真管
用。”一天傍晚，李晓莉刚出重症区，
赵巧梅便用对讲机呼叫：“34床高
奶奶意识不清、进入昏迷。”穿上防
护服再进入病区已经来不及了，李
晓莉迅速想到：这位老人年过八旬，
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症多半是血
压升高所致。

“判断脉搏、呼吸和瞳孔对光反应，抓紧测量血压，打开移动
工作站，我们视频对接！”李晓莉沉着冷静地“隔区”指挥。

“脉搏呼吸都有，但收缩压超过200了。”听到这里，李晓莉
心里有了些底，随即视频指挥紧急施救：吸氧、心电监护、口服降
压药和速效救心丸……40多分钟后，患者恢复正常。

此次支援湖北前，李晓莉虽然已经上报了退休，仍带领科里
护士集体递交了请战书。到了武汉，她担任感染十四科护士长，
在全科护士中年纪最大，但也是最拼的。

新环境、新岗位、新任务，李晓莉从建章立制抓起，化繁为
简提高效率：各种规章制度上墙，标准要求一目了然；重点工
作逐日提醒，头绪再多不打乱仗；重症患者列出“清单”，因症
施策“专案护理”；逐人逐项“量化评比”，奖优罚劣激励争先。
前不久，光谷院区考核评比，感染十四科夺得护理质量、规范
管理等多项第一。

在护士站，有个小小“督导栏”，每天贴着不同的纸条，这是
李晓莉查房后列出的当天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次日逐条逐项“挂
账销账”。其中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2条“提示”：首次入院评估
有缺项、手消液开瓶日期未填、62床深静脉置管需重点监护
……李晓莉逐一检查过关，又开始记下当天的“问题清单”。她
说：“别看问题小，弄不好都会‘针尖大的窟窿刮起斗大的风’。”

青春在“疫”线闪亮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王丽君 魏金龙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安徽省芜湖市各社区基层党组

织担当尽责，他们俯下身子做服

务，满腔热情守家园，成为居民群

众最可信赖的社区“守门人”。

竹秀社区党委书记郁永飞（右）在医学观察点帮助居民搬运垃圾。 吴组一摄（中经视觉）

都宝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袁远（左）在指导居民使用健康码。
吴组一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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