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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一版）
3月19日，已经在武汉抗疫前线奋战了50多天的张伯礼

院士迎来了72岁生日。同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
称：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第一次
全部归零。张伯礼院士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这些天来，张伯礼院士几乎每天与国外专家开视频会议，
介绍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探讨全球疫情走向；他穿上
写着“老张加油”的防护服去康复驿站为隔离者搭脉问诊。有
人劝他，您老这把年纪别这么拼了。他说：“抗疫不问年龄，我
还真是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

在武汉这座城市，冲锋在抗疫最开始、最前线的院士还有
很多。

3月10日下午，运行了35天的武汉市首个方舱医院——
武昌方舱医院正式休舱，也意味着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
舱。这一在武汉市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的特殊医
院，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这一座座“诺亚方舟”的建立，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
王辰院士。

2月1日，王辰院士赶赴武汉，看到超负荷运转的医院，辗
转一夜，他首次提出建立“方舱医院”，对患者要应收尽收。话
音落地，48小时后首批3座方舱医院开舱。4000多张床位，
为隔离在家、孤立无援的患者提供了生命的绿色通道。随着
更多方舱医院的加入，武汉定点医院终于不再“一床难求”，甚
至还完成了“床等人”的逆袭。

“方舱医院是武汉抗击疫情的关键措施，我希望这种模式
能为更多国家增强应对新冠肺炎的能力。”王辰院士在与美国
同行的视频连线中说。

“我来！”听到来自武汉前线的召唤，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没有丝毫犹豫，几小时后就迅速赶到机
场。乔杰院士说：“我们就是带着军令来组建危重症病房，要把
这个救治的关口抓住，尽量地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作为
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领导组组长，乔杰院士与兄弟医
院同事到达武汉后，迅速组建起第一个危重症病房，由北医三
院与北大第一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及来自河南的医护团队共同
承担医疗救治任务。整个过程只用了30多个小时。这位看上
去优雅而温暖的“女战士”，被同事称为掌控全局的“钢铁侠”。

“除了我们自己所服务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也有很
多其他医院的危重症患者在往我们这儿转，成为重症患者的
集中收治点。”3月31日，乔杰院士带领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团队137名医护人员，仍然坚守在武汉一线救治危重症患者。

1月25日起，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率领第一支国家中
医医疗队来汉，进驻金银潭医院，成为第一个接管重症病区的
中医医疗队。截至3月30日，在金银潭医院，黄璐琦院士团队
共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158人，140人治愈出院。他率队研
发的化湿败毒方，在最新第七版诊疗方案中，被列入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推荐用药处方。

作为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在武汉期间，仝小林院
士每天要巡诊多家医院。每到一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病房诊治
患者，问诊、看舌、把脉，每个细节都不放过。从大年三十抵达武
汉，仝小林院士已经在那里奋战了两个多月。他和专家们深入
社区，提出将治疗关口向社区前移的思路，并拟定中医“武汉抗
疫方”，在治疗轻症及减少轻症转重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央指导组的协调下，有10位业内著名的院士，以及
他们的团队齐聚湖北，大部分都战斗在武汉。他们肩负着国
家的使命，人民的期盼。

“国家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国家需要我们去，我们必须
今天就去！”这是钟南山院士出征武汉时，掷地有声的一句话。

“国家的大事，自己义不容辞。”这是除夕之夜，李兰娟院
士向国家提出申请带队支援武汉时说的话。

“疫情就是军情，疫区就是战场。我愿这一生都能和致命
病毒短兵相接，为受困疫区的生命打开希望之门。我相信我
们国家科研人员的速度不会亚于美国。”这是陈薇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谈到我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制时的肺腑之言。

愿得此身长报国

勇烈的战“疫”，冲在最前面的，是勇敢的一线指挥员。
在医护人员眼中，此刻的院长，就是勇敢的船长，就是勇

敢的一线指挥员。
疫情到来之际，众多医疗机构负责人临危受命、率队冲

锋。他们承担双重压力，既要抢救病人又要保护医护人员，从
案例会诊到物资保障，样样都要操心。

这些医疗机构如同一所所安全屋，在疫情的暴风雨中庇
护着同胞的生命。不畏艰险、以身许国，他们的付出与牺牲，
不负中华大医之名。

张定宇，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被称为身处疫情暴风眼
的“铁人”。他所在的医院是武汉市唯一一所传染病专科医
院，疫情发生时最早的新冠肺炎患者都是集中在这里治疗。
从2019年12月29日收治首批新冠肺炎患者开始，属于张定
宇的战斗已经打响。

疫情紧急，金银潭医院更是全市疫情的中心。张定宇每
天凌晨2点休息，早上6点起床，同事们都习惯了这个风风火
火做事、一瘸一拐查房的身影。然而直到一个月后，不少人才
知道他已身患渐冻症两年，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从前张定
宇总说他是膝盖不好，但疫情当头，不说不行了。他说：“我必
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
里抢回更多病人。”

铁打一样的张定宇，也有落泪的时候。1月下旬的一天，刚
得知妻子感染新冠肺炎后不久，张定宇决定去看望妻子，走在
半路忽然泪流满面。“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我
们结婚28年了，我也害怕，怕她身体扛不过去，怕失去她！”好在
他的妻子程琳经过救治得以痊愈，隔离期满后还捐献了血浆。

两个月后，3月24日，在武汉机场送别福建第一批援鄂白
衣战士时，张定宇再次落泪。他和医疗队员拥抱作别，哽咽着
说：“你们是拯救地球的英雄，你们都是超人！”

说别人是超人的张定宇，自己也是超人。拖着患病的身
躯，他坚守在一线一步不退。他对同事们说：“我们已经处于
风暴之眼，这个时候我们绝不能退缩！我们要做的、能做的，
就是救治病人，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城市！”至于自
己，他说：“眼前正是最吃劲的时候，我不能倒下。”

同事们说，有张院长在前面领跑，天大的事心里也踏实。
南六楼ICU护士长程芳在接受采访时含着泪说：“我们能做
的，就是像他一样，拼了命顶住！”

刘智明，武汉市首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的院长之
一。2月18日，51岁的刘智明因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殉职。

在住进ICU之前，刘智明度过了不眠不休的三天。1月
21日，武昌医院被确定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准备接收第一批
患者。安排病人、改造病房，一系列紧急任务压在头上。1月
22日晚上，刘智明和同事们忙了一整夜。同事们回忆说，那几
天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挂念病人，经常去急诊、发热
门诊，得不到休息。

1月23日，病房改造基本完成了，刘智明却确诊感染。刘
智明给自己接触过的所有人打了电话，担心传染别人。次日
病情转重，他住进了ICU病房，依然没有放下身上的担子。一

边打电话、回微信，关心医院的工作；一边让大家不要说他的
情况，怕影响士气。

网上流传着一张微信截图，是刘智明生命最后时刻和妻
子蔡利萍的对话，看哭了很多人。“折腾了一晚上……我以为
我要死了，缺氧。今早打了呼吸机，好多了！”刘智明拒绝了妻
子的陪护，除了病人，他惦念的就是身边人的平安。

改造病房时，他在有限的空间里拼命想办法加病床。“一
张床位就是一条命，能多一张就能多救一条命！”

生命进入倒计时，他还在担心抢救他的医生的安全。“我
们的ICU病房不是负压病房，医生插管治疗容易形成气溶胶，
有传染风险。”

80岁的十堰市太和医院名誉院长、原党委书记王伦长赋
诗一首，送别刘智明：“冠状病毒虐人间，华夏灭疫战犹酣。惊
闻智明殁沙场，老泪纵横如涌泉。战疫仍处胶着态，人自为战
不松弦。瘟神难挡医魂路，怀揣英烈再向前！”

刘清泉，北京中医医院院长。他是赴湖北中央指导组专
家，也是武汉首家中医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负责人。1月
21日，刘清泉临危受命奔赴武汉，参与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救
治的方案制定、指导、管理等多项工作。

一到武汉他就赶到了金银潭医院，参与会诊、研判病症。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为制定中西医治疗方案日夜奔波，鞋子都
磨得泛了白。对此，刘清泉自己说：“我只不过是来武汉来得
最早，看病人看得最早，对病人的整体认识可能会稍微早一
点，给我们制定国家的中医诊疗方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素材
和模板。”

2月14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开舱收治病人，刘清泉任院
长。从北京到武汉，从江夏方舱医院筹备到开舱，刘清泉一直
在透支。查房、问诊、辨证论治……刘清泉的日常很单调，几
乎都是在金银潭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重症患者较多的医院
间奔忙，进行中西医会诊。江夏方舱医院开舱后又加了一
项：晚上回到“舱里”查看病人。同事们说，“应该给刘院长申
请个强制休息令！”

2月3日，在刘清泉参与救治和指导下，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首批以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8名确诊患者出院。2
月26日，江夏方舱医院首批23名患者顺利出舱。全舱近400
名患者，无一例轻症患者转成重症。

在武汉，众多医疗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同力抗疫。这样
大的规模、这样紧密的配合，可以说绝无仅有。他们响应国家
号召，从四面八方带着医护人员、各类物资赶到武汉，承受着
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在武汉默默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火神山医院院长张思兵大校，曾参与过 2003 年抗击
SARS、援建小汤山医院等重大任务，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有
信心、有决心落实好习主席的指示要求，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在抗击疫情中服从国家
安排，身兼多职管理多家医院。除本院外，还先后接管武汉市
第七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等。

……
战“疫”进入尾声，越来越多的院长们圆满完成任务带领

团队返程。
4月3日下午，浙江省最后一批援鄂医疗队175人抵达杭

州。至此，浙江省援鄂医疗队共2018人圆满完成抗疫任务，
全部安全返回，一个不少！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也是此次返乡的英雄之一。
2月19日，他带领第五批援鄂医疗队抵达武汉，经过近一个月
的努力，全队圆满完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病区的救治工
作。3月15日，他又带领团队转战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病
区。葛明华说，国家让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在武汉期间，他所在的团队累计经管患者117人，治愈出
院67人，病情好转后转院转科50人，无一人转为危重症，无一
人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

返程前夜，葛明华回忆此次武汉之行说：“我们有很多的
不舍，不舍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同仁的战
友深情；不舍于武汉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切之
情。同时我们又感到很激动，因为我们的撤离，也就意味着武
汉的抗疫工作接近尾声，意味着我们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抗
疫战争即将胜利。武汉必胜，湖北必胜，中国必胜！”

“完成保卫武汉的任务，把队员们平安带回。”这是众多医
疗机构负责人出发时的承诺，他们做到了！

不胜疫情誓不还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
战“疫”以来，一身白衣是最能让武汉市民安心的“装

扮”。在这座城市如临深渊的危急时刻，11万名武汉本地医护
和超过4万名全国驰援武汉的医护，铸成了一道阻挡疫情的
白色盾牌，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

1月8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的一个病区被改造为隔
离病房。ICU主管护师钟思记得，ICU主任彭志勇面色凝重
地告诉全体医护人员：即将到来的任务十分艰巨，情况复杂，
风险很大，如果有人觉得身体可能吃不消，可以提出来，另作
安排。

钟思工作6年了，第一次遇见这种事。“但是没有人退缩，
我们知道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就是要时刻准备好面对这种
情况。”钟思说。

4天后，隔离病房的16张病床全部收满。ICU的近150
名医护人员开始全部轮班上阵。

每天彭志勇都有打不完的电话，抢救不完的病人，常常是
忙到凌晨，睡眠成了彭志勇最奢侈的享受。

疫情前期，防护物资紧缺困扰着武汉几乎所有的医护人
员，在ICU，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每天
要消耗100多套防护服。最少的时候，库存只够两天使用。

作为ICU的负责人，彭志勇不仅要全力救治病房里的患
者，还要对所有医护人员负责，安排调度医护人员以最高效率
工作的同时，尽量保证他们不被病毒感染。

5年前，彭志勇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工作，回到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担任ICU主任。5年后，彭志勇经历了他从医以来最大
的一场挑战。但是，彭志勇说，并不后悔，因为如此多的病人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把生命托付给他，“能够有机会挽救这些同
胞的生命，就是我当初回来的原因”。

1月12日下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郭琴开始感到
头疼、发冷，一量体温，37.8℃。郭琴立马隔离家人，通知单
位。第二天，她做了咽拭子检测，结果是阳性。

38岁的郭琴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一个感染的医护人
员，此前几天，她多次参与抢救新冠肺炎患者。幸运的是，住
院3天后，她的体温恢复正常。

郭琴所在的急救中心共有54名护士，一般情况下，每人
每天工作时长8小时。随着发热病人的逐步增多，急救中心
逐渐延长加班时长，每天的工作时长都是10小时左右。郭琴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月27日，郭琴的血液检测结果、核酸检测结果和CT都

显示正常。她说服了家人，回到了岗位上：“现在要是不回去，
我不知道算不算逃兵。”

返岗那天，同事们一起为郭琴喊口号，“欢迎归队！”然后
穿着隔离服，一一拥抱。

但是幸运没有降临在每个医护人员身上。2月20日，因
为感染新冠肺炎，29岁的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彭银华
去世。

彭银华原定在2月1日举行婚礼。已经领了结婚证两年，
一直没有办婚礼，他和妻子为此都准备了很久。考虑到婚礼
日期已定，医院没有安排他春节期间值班，准备让他过年以后
再回来工作。但是眼看疫情态势越来越严峻，彭银华主动推
迟婚礼。

彭银华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月18日。那天下班，他没有
跟妻子提医院的事，只说越来越忙。因为担心家人和怀孕的
妻子被感染，彭银华决定住到科室里去。

感染后，彭银华对同事说，他要好好配合治疗，好了之后
再回一线。他还提出，由他来承担隔离区病人的管理工作，让
其他医生尽可能待在办公室和清洁区，减少暴露风险。

3月6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信息显示，疫情早期，主要是
今年1月份及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60%是在社区，均为湖北当地的医护
人员。多位医护人员因此以身殉职。

在这场武汉抗疫战斗中，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其
中有不少青春力量，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用实际行动，与湖
北、与武汉共进退，谱写出一往无前的青春赞歌。

在武汉“封城”之前，“90后”医生甘如意刚回到荆州老家
准备过年。得知疫情迅速蔓延，医院压力陡增，她决定返回
武汉。

所有通往武汉的公共交通已经停摆。甘如意的妈妈反对
她回去，“距武汉300多公里，封城了，现在又没有公共交通车
辆。怎么去呢？”

“不要紧，我骑车去，骑一段少一段。”踏上路途，这个24
岁的年轻人一路靠着自行车、顺风车、步行，花了4天3夜，途
经300多公里，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武汉市江夏区金
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在当地政府为她开具的临时通行证
上，车牌号一栏写着“自行车”。

甘如意的事迹流传开来，面对接踵而至的赞誉，甘如意想
的依然只有病人，“我只是基层卫生院的一名医护人员，因为
担心自己的病人受到新冠肺炎的侵扰，才想着尽快回到自己
的岗位上，为我的病人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武汉保卫战已
到危急时刻，我只想用我的坚守增强患者战胜疫情的信心”。

3月22日，广东援鄂医疗队护士朱海秀终于痛痛快快地
大哭了一场。朱海秀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敢哭，哭花了护
目镜没法做事。”这段“不敢哭”的视频感动了全国网友。

今年2月起，作为驰援武汉的广东医疗队护士，朱海秀日
夜奋战在武汉的一线。来武汉的时候没告诉父母，后来还是
被父母知道了，父亲在电话里因担心而痛哭。“那是我22年以
来，第一次看到我爸哭。”朱海秀说。然而，在医院接受记者采
访时，她却不想对着镜头向爸妈报平安，因为“哭花了护目镜
没法做事”。

“我不哭，是告诉自己要挺过去，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胜利
的曙光。”在即将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告别时，在机场，这位小
姑娘还是哭了出来：“谢谢武汉，谢谢武汉人民！”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这场疫情中，
医生给患者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治愈，还有心灵上的温度和安
慰。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就有这样一群“90后”，在战疫前线
与患者共情同理，并在抗疫中成长，为青春写下了亮丽一笔。

82岁的武汉患者段爷爷，天天离不开听新闻、看新闻，却
因为入院匆忙，忘了带手机，在住院时寝食难安。于是，25岁
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护师权怡等医护人员每天下午
把当日《长江日报》带到段爷爷床前供他阅读。自此，段爷爷
的心情180度大转弯，慢慢从沉默寡言变得开朗起来，经常主
动和医护人员说话。临出院前，段爷爷伏案良久，一字一字地
给医疗队写了一封感谢信：“拿起笔，含着泪，感谢北京医疗
队，不远千里来到武汉，日以继夜不知劳累，让我创造奇迹走
回家门，千言万语我不能表达，愿你们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1993年出生的王奔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抗疫医疗
队中年龄最小的医生，在武汉，他的日常工作是穿着防护服在
重症病房查房，对50名患者一一问诊，和患者一一面对面交
流。即使年轻力壮身体素质良好，但在隔离服的密闭空间里，
每查5个病人就得休息10分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90后”护士田家利手提四壶
开水的照片，被护士长王雯发到科室微信群里，引得“娘家人”
泪目。看着她成长的张素老师心疼地留言：我的心都快跳出
来了，万一开水瓶拿不准，烫着怎么办？摔碎了扎破了怎么
办？而最让田家利开心的是在为患者送水的时候，一位老大
爷笑着对她竖起大拇指：“个儿小劲挺大。”

新冠肺炎危重患者郭阿姨入院时呼吸衰竭，用上无创呼
吸机治疗后，才转危为安。疾病的痛苦，呼吸机的不适，眼神
里充满恐惧和焦虑的郭阿姨一度不配合治疗，呼吸机面罩又
使得医患之间无法正常交流。医护们不仅需要治疗疾病，还
要给患者以信心。“不能用语音交流，那就用笔写，通过文字来
交流。”针对郭阿姨的恐惧焦虑，他们组建了心理护理小组，每
天给郭阿姨加油打气，并且建立了“微信加油群”，将家人为郭
阿姨录制的加油视频放给她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郭阿
姨逐渐适应了无创呼吸机的治疗，病情也渐渐好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90后护士吴文芳进隔离病房
前，穿好防护服，队友问她，防护服上写什么，她说：“写‘我爱中
国’吧，此时此刻，再也没有比对祖国的热爱更深的感情了。”

俯首甘为孺子牛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
是社区防控阵地。

坚守武汉市社区防控阵地的，是3万余名普通的社区工
作者、3.6万名“下沉”干部、1万多名警察与辅警、数千名社区
出租车司机以及众多社区志愿者。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时说，社区作为防控的最前线，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
参与社区防控工作的同志们工作十分辛苦。大家夜以继日、
不辞辛劳、默默付出，悉心为群众服务，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书记对一线干部防控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激励着广大
基层干部的信心和斗志。

一个浑身挂满“药袋”的社区网格员最近火了。
浑身挂满药袋子，微胖的身材被50多袋药包得只看得见

头和脚。照片的主人公名叫丰枫，是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
惠民苑社区的一名普通网格员，负责帮居民购买慢性病药
物。这一天，丰枫和另外两名同事来到黄石路一家药房，排队
等着拿号买药。因连续2天没有排到号，导致当天要拿的药
有近100份，他们从药店出来时已经快下午5点了。用了近
12个小时，他们终于拿齐了患者所需要的药品，但带去的箱子
装不下所有药物，丰枫索性将其中小份的药串成两串挂在自
己身上。“因为方便拿呀，一下就上车了。”这是丰枫的简单
回应。

刷屏的照片，是这位社区网格员和同事们战“疫”的真实
写照：从电话核实病人需求，到记录医保卡密码、电话等信息
清单，再到前往药房排队开药、取药送药……“病人都等着，药
不能断。”在几百户社区居民面前，一袋袋药，是嘱托、是希望，
更是责任，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出了这位社区网格员在疫情阻
击战场上的担当。

“挂满了药袋”，这是一个人的抗疫故事，也是社区工作者
奋战一线的缩影。

湖北省武昌区水果湖街北环路社区约有4600户，常住人
口1.3万人，有43人确诊新冠肺炎。“90后”社区党委副书记张
忻欣勇挑重担，带领一班人坚守一线、不退半步。

“对不起，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上门给您道歉！”“社区尽
力了，特殊时期，千万不要上门，你还有好多病人要管呢！”这
是张忻欣在电话中和社区居民的一些对话。

放下电话，张忻欣拎起一大瓶消杀药水，步行去社区28
栋进行消杀。这栋居民楼刚大面积消杀过，仍有居民不放心，
希望再消杀一次。张忻欣爬上爬下，逐层喷洒药水。消杀完2
个单元，又接到通知，下午2点前带确诊病人赶到胜家玫瑰酒
店隔离点，然后集中送往医院。

69岁的确诊病人姚爹爹居家隔离治疗，病情加重亟待住
院。张忻欣赶紧给老人打电话，让他做好住院准备。考虑到
老人年事已高，又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她决定送姚爹爹上车。

回到办公室，张忻欣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她
把姚爹爹送到隔离点。

冲锋在社区防控第一线，辛苦的程度和面临的危险远超
人们的想象。“不管居民怎么评价我们，即使拼尽全力，也要减
少社区新增病例。”张忻欣说。

3月24日8点半，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院内，39名民警
像往常一样，着装整齐、列队集合，等待点名。“吴涌”，当所长
祝志超点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全体39名民警齐声高喊：“到！”

这些人民卫士、铮铮铁汉，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他们的
好哥们、好战友吴涌道别。

两天前，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60天的武汉市硚口区汉正
街共和社区管段民警吴涌，因过度劳累，永远地倒在了工作岗
位上，年仅51岁。

疫情发生以来，本身就十分繁忙的民警工作，任务变得异
常繁重。一周7天，日夜连轴转成为了工作常态。

吴涌和同事所负责的共和社区在家的居民有600多户，
小区里很多门栋没有电梯，上下全靠爬楼。每天的蔬菜、肉蛋
奶等生活物资，全要靠人力配送到户。看到吴涌这么辛苦，很
多居民劝他：“老吴，你也不年轻了，让小伙子们送呗。”而他总
是笑一笑，摇摇头：“我得带头才行啊。”

3月21日早上，吴涌赶去工作，说了句“我走了”，便匆匆
离去。“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关门走了。没想到这句话，竟
成了永别……”说到此，吴涌的妻子刘小琳已泣不成声。

“下沉干部”是指深入社区服务居民的机关干部。每一个
“下沉干部”都遇到过不同的居民，有人理解配合，有人漠视干
扰，有人积极付出，有人挑三拣四……

东湖高新税务局干部钟楠就是“下沉干部”中的一员。他
所报到的武汉市洪山区关东街道关山社区，因大量社区居民
对封闭管理不理解，时有脾气大的人冲岗。

“下沉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持克制，同时发挥自己
的智慧结合社区警力、安保合理劝阻，一方面保障无证人员

‘零出入’，一方面保证事态不升级‘全处理’。”钟楠说。
关山社区建房楼层高，密度大，最高53层，一层20户。在

2月初的大排查期间，由于小区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密度大，
下沉工作组担心电梯气溶胶危害，一般都会坐到顶楼再一层
一层往下走，挨家挨户进行排查。两人一组一天排查近千户，
钟楠和同事每天累得腿发抖。

“艰苦的工作环境换来了社区的高度赞扬，赢得了社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看到老百姓竖起的大拇指，我们觉得一切都是
值得的。”钟楠说。

疫情期间，一些社区居民最期望看到的身影是谁？答案
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社区出租车司机。

李定平原本是一名退伍军人，如今闲不住的老李成为武
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长丰社区的出租车司机。自从报名成为一
名志愿者以来，他每天准点下楼发动车子，在社区门口待命，
乘客都是社区的邻里乡亲。

在街坊邻里眼中，李定平是热心肠的能人；在社区干部眼
里，李定平是基层防疫的得力助手；在亲戚朋友眼中，李定平
是有侠义精神的好汉。

“李师傅，刘老人要到医院去做透析，您帮忙带一脚嘞！”
“李师傅，我们家燃气坏了，能否帮忙过来看一眼？”
在寻求帮助的人面前，李定平总是那句：“好嘞，没问题！”
今年45岁的李定平，一个月以前刚刚入职出租车公司，

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疫情暴发后，李定平很想做点什么。
随着中心城区机动车限行，居民们的出行成了问题，思前想
后，1月28日，李定平决定到社区开车。

“现在我主要接送社区里的一些老人去医院做透析，再就
是送孕妇去孕检。”李定平说，现在社区里除了自己以外，还有
3台保障车辆，大家都是志愿者，每个人每天能出3趟车。

“我们这些为社区服务的出租车司机中，有退伍军人，有
普通市民，有退休工人，在艰难时刻大家都站出来，为基层防
疫贡献力量，没有人懈怠。”李定平说。

位卑未敢忘忧国

抗疫战场，是检验人们意志品格的“试金石”。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意愿；位卑未敢

忘忧国，是所有平凡人的抱负，平凡，亦不凡。
警察、消防员、志愿者、建设者、环卫工人、快递员……同

样的情感和使命，凝聚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力量。
徐红艳，是中石化湖北石油武汉金勤加油站的一名普通

员工。疫情发生以来，她带领其他5位“铁娘子”，组成了“6朵
金花”，奋战在疫情防控油品保供的岗位上。

“你们为抗击疫情而来，我们为你加油。”6位女职工用爱
与责任践行了承诺。

1月23日，武汉封城。“面对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不害
怕是不可能的。”徐红艳坦言，站里全是女员工，家里孩子最大
的十几岁，最小的才一岁多。

同样是母亲，徐红艳更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谁都知道
待在家里安全。但是，如果都这样，加油站不营业了吗？防疫
救援车辆去哪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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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
不会被感染。” （下转第四版）

人 间 大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