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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郑州战“疫”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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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日，天刚蒙蒙亮，在郑州西部
登封市颍阳镇范寨村新型冠状病毒监测
点，郑州市委办公厅驻村第一书记周传
武和村党员干部戴上口罩，拿起消毒设
备、喇叭等开始忙碌起来。除正常值守
外，他们要重点监控从武汉务工返乡的
人员。

忙着疫情防控，周传武还要把带到
村里的酒精、卫生手套、口罩分配下去。
范寨村的党员干部这样告诉记者，第一
书记做表率，带着头冲锋到疫情第一线，
村民们心里踏实多了。

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传统盛大节
日，本应欢天喜地过大年，却被新型冠状
病毒阻断。反制病毒，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长期驻扎在脱贫攻坚一线的郑
州市驻村第一书记们纷纷放弃与家人难
得的团聚，回到所驻村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

中牟县刁家乡藕池任村在郑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驻村第一书记时彦卿带
领下，村子发展一年一个台阶。疫情发
生后，时彦卿焦虑不已，放弃与家人团
聚，匆匆赶到村里和 2650名村民站在了
一起，在他的倡议下，该村 30多名党员
向村支部递交了抗疫情“请战书”。

“第一书记是共产党员，更应该牢记
‘第一’二字，在任何战斗和困难面前都
应该担当第一。”时彦卿说，关键时刻，只
有党员干部愿意冲在前，老百姓才有了
主心骨。

驱车沿着弯曲的山路来到郑州南部
山区新密市平陌镇白龙庙村疫情监测
点，该村是省级贫困村，在郑州报业集团
驻村干部和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该
村实现了贫困户全部脱贫。站在该村高
处，放眼望去就是禹州市苌庄镇。疫情
当前，该村面临两大任务：9个村民组散

居在 8.5 平方公里的山区，排查任务繁
重；在郑许交界处，人员防控难度大。为
此，该村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党员
组织成了 40多人的“党员突击队”，开展
24小时无缝隙防控。

白龙庙村支书张麦圈对记者说：“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在村扶贫过程中和
村民、贫困户建立了浓厚感情，他们带着
党员干部入户排查，极大提升了疫情防
控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更增强了全村战
胜疫情的信心。”

随着春节假期后的返城开启，郑州
市城区及城郊区域的疫情防控压力陡然
增大，而驻村第一书记仍是一马当先冲
在前。

惠济区惠济桥村地处郑州北部城郊
结合处，人口密集，郑州市文物局驻村第
一书记何学广和该村党员干部坚守在疫
情监测点上，昼夜奋战，一边做好排查工

作，一边发动群众支持党员干部开展疫
情防控。在他的倡议下，该村村民和志
愿者向村两委捐赠了 1000个口罩、两顶
帐篷及数千元的物资，在村营造了党群
同心抗疫情的良好氛围。接受排查的该
村村民张磊（化名）告诉记者，第一书记
代表上级党组织，送来了关怀与力量，他
们工作有方法，待村民如家人，是村子发
展的功臣。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目前，由市
财政局、市火车站管委会、市委党校、市
市场监管局、市卫健委等单位派出的
100多名第一书记都工作在防控疫情第
一线，他们带领村党员干部联系医疗物
资、制作脍炙人口的防控宣传信息向群
众播发、排查隔离相关人员，甚至带病工
作等，凝聚了党群战斗力，更为郑州市基
层疫情防控构筑了一个又一个坚强的

“红色堡垒”。

“第一书记”筑起防疫“红色堡垒”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杜志刚蔡雨惠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潘亚玲 文/图）“社区人员值守卡点
辛苦了，我给你们烙了热油饼。”2
月 4日，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百花路
46号院的 85岁的老党员刘凤兰将
热乎乎的油饼送到社区人员手中，
让大家感动不已。

自开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以来，百花路社区工作
人员分包小区，设置卡点，坚守一
线。平时的吃饭只能靠泡面充饥。
2月 4日上午，85 岁的老党员刘凤
兰一大早，就在自家厨房忙活开了，
揉面、烙饼、拌菜。到中午 11点半
打电话给百花社区书记，让他提醒
大家中午不要吃泡面了，她专门烙
了油饼给大家。

“看着你们天天吃泡面我于心
不忍，我现在老了，能做的就是在后
方支援你们，给你们做些吃的。”刘
凤兰把油饼和小菜送到社区人员手
中。接过油饼，社区工作人员心里
热乎乎的。

据百花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
段时间，不时有热心居民送来一次
性口罩、水果、酱牛肉等，给大家生
活上的关心和问候。辖区自管党员
纷纷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值守排查；
驻区文明单位也陆续送来方便食品
和防护物资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疫情面前，百花社区的党员、居民和
驻区单位以自己的方式为抗击疫情
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这场战斗中
的得力助手和坚强后盾。

85岁老党员
烙油饼送社区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倩
男 文/图）2 月 5 日上午，中牟县韩寺
镇潘店胡村韩福生的蒜苗棚里，几名

党 员 志 愿 者 和 本 村 的
几 名 女 工 正 忙 着 出 蒜
苗，再有两个小时村合
作 社 联 系 的 收 购 车 就
要到了，热火朝天的忙
碌 场 景 和 外 面 冷 清 的
街道、严格的管控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据了解，韩寺镇为
了使群众生产不受疫情
影响，对于有生产需要
的农户，在经过严格的
人员排查和体温测量、
信息登记等措施后，可
以 去 地 里 开 展 生 产 活
动。同时，镇政府还与
省农职院、县农委、县种
子站等多部门积极对接
种子、化肥、地膜等农
资，保障充足供应。

防疫工作开展以来，各村的大街
小巷都是冷冷清清，街上鲜有扎堆聚
集的群众。但在南岗村的日光温室棚

里，却是另一幅“人勤春来早、育苗正
当时”的繁忙景象。

“很多菜能销售的时间很短暂，像
蒜苗，天好的情况下也就七天左右的
最佳销售期，一旦‘长过了’卖不成钱，
群众一季的辛苦就白费了。”韩寺镇镇
长刘长锁说，为了解决“卖菜难”，韩寺
镇想了很多“法子”。

机西高速韩寺站镇负责人郭书领
介绍说，为解决外地客商的蔬菜运输
问题，韩寺镇对外来蔬菜运输车实行

“保障式放行”。各村联络好的运输车
下站后，在进行信息核查、登记、车辆
全面消毒后予以放行，由对接的村支
书和经纪人到站口来接，同时镇里还
派巡逻车进行引导，确保车不入村，人
不见面，装完蔬菜原路返回上高速。

“都是老客户，他们不用来，微信
定价、网上转账、装车过磅，用这个方
式我已经送走 20 多车快 300 吨了，
而且蒜苗的价格比去年同期还要高
呢！”田满园合作社的经纪人韩超告
诉记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二七区广大党员干部面对疫情，
舍小家、为大家，持续攻坚在全区战“疫”第一线，用自己的初心使命和
忠诚担当书写着“防疫答卷”。

子时（23:00~1:00）“妈妈，我回来了，开下门……”深夜 12点许，
五里堡街道香榭丽社区党支部书记高新娜交接完夜班岗位，拖着疲惫
身躯敲响了妈妈家的房门，想第一时间看看因疫情工作托养在父母家
的幼小孩子。“你这一天东奔西跑的，还是别进门了，在外找个地方休
息吧！”高新娜就这样被“婉拒门外”。忙了一天、又饿又乏的她已经没
有力气再去找旅馆，一个人拖着娇小的身躯默默地返回社区办公室，
在简易沙发上凑合着休息。

丑时（1:00~3:00）对于多数人来说，凌晨1点正是进入梦乡、酣甜
熟睡的美好时刻，但对于区城管局的党员干部王永坤、苏宏烨、闫少鹏
等同志来说，这是他们守岗的关键时刻。按照局机关和铭功路街道的
安排，他们要承担西陈庄前街排查卡点的夜岗任务，因该区域流动人
口多，人员往来频繁，他们更是保持高度警惕、一刻不敢松懈，开展测
温、登记、询问等环节工作。

寅时（3:00~5:00）随着返程高峰的到来，郑州西南站高速公路口
即便是在深夜 3点多钟，来往的车辆依旧川流不息，设立在此卡点的

“临时党支部”所属党员同志和交警、医务等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地
工作。“近两天返程车辆特别多，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一刻不停歇。”马
寨镇党员张超说，我们坚持 24小时昼夜工作，坚决守好郑州西南大门
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卯时（5:00~7:00）京广路街道洁云路社区“党员突击队”成员黄新
生介绍，作为社区的一名党员是时候主动站出来、冲在前，尽微薄之力
协助社区开展防疫工作。大年初一以来，黄新生和其他 17名党员主
动加入“党员突击队”，每天早上6点准时到岗分班，轮流坚守在社区的
每一个楼院门口，群防群治协助社区做好各项工作。

辰时（7:00~9:00）“你是哪里来的？请下车登记一下、先测体温
……”值岗在福华街街道陇海中路社区的党务干部马静，早上 7点准
时到岗，开始了新的一天疫情防疫工作。因前日帮助过往群众被电
车砸伤右手的她，用左手指引着来往行人到监测点主动填写姓名、住
址、电话、温度等基本信息，坚决做到不因个人不便而漏查一人、漏填
一项。

巳时（9:00~11:00）经过区妇联党支部的努力工作，上午10点，设
立在蜜蜂张辖区和平新村社区的“抗疫情心理疏导服务站”正式成立
上线。通过前期互联网发布信息，招募到的 16名党员志愿者和心理
咨询师全员上岗，正在为过往的居民义务提供心里疏导，以“温馨话语
和微笑行动”有效缓解、疏通，消除了辖区群众的恐慌、焦虑、压抑等不
安情绪。

午时（11:00~13:00）“同志们辛苦了，赶紧过来吃口热乎饭吧。”一
声亲切的问候，让正在忙碌的大学路街道祥和社区党建专职副书记张
伟华倍感温暖。招呼工作人员吃饭的是家住该社区 10号院热心居民
郭晓慧，她已经连续几天中午 12点准时为社区“党员先锋岗”送来大
锅菜、银耳汤等可口饭菜及水果。

未时（13:00~15:00）群众需求就是党员干部的服务方向。在家已
经连续“蜗居”三天的招商天地华府李奶奶高兴地说，中午 1点在小区
业主群发了“蔬菜吃完了怎么办……”的求助信息后，金水源街道郭家
咀社区党员干部和物业公司的同志们很快就上门送来了大白菜和包
菜，还帮助她代购了鸡蛋和牛奶。据了解，该街道党员干部协同物业
公司已经为约700户业主全部免费送上了白菜和包菜，并为社区居民
集中开展代购服务。

申时（15:00~17:00）“我是一名老党员、老医生，有一定的防病经
验，这时候群众更需要我！”有着 30余年党龄的嵩山路街道刘寨社区
党员阴新春，对前来接下午岗的同志说，我不轮岗，我要继续坚守！殊
不知，一直忙碌的他俨然不知道此刻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

酉时（17:00~19:00）为了让战斗在防疫一线的组工干部保持高
昂的“精气神”，区委组织部机关工会下午 6点紧急采购完一批棉大
衣，于晚上 7点前逐个送到夜间值班的每名组工干部手中。防疫工
作以来，区委组织部由部领导带队，全体组工干部分设 7个专责工作
组，下沉到福华街街道 13个社区，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同时，还
对全区 50个行政村进行驻村核查，一线督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发挥作用情况。

戌时（19:00~21:00）晚上7点 30分，在人和路街道辖区，以中部电
商港非公党支部牵头，支部书记、区人大代表李广带头捐款下，所属公
司党员、园区商户及职工们纷纷发出 200、500、2000、5000“红包雨”
和“转账潮”，一场“武汉加油、河南加油、中国必胜”的接力赛精彩上
演，活动累计收到爱心善款 30余万元，同时，电商港党支部还协调其
他商户累计捐出价值5万元的物资用于全区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亥时（21:00~23:00）“王书记，有紧急情况……”晚上10点 20分，
郑登快速路樱桃沟三李执勤点临时党支部书记王真接到上级紧急通
知，她分包的三李社区紧邻的新密市油坊庄村发现确诊病例。疫情就
是命令，王真立即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要求执勤交警、医疗、交通
等人员务必做到过往村民一律劝返；即刻切断与油坊庄村之间所有通
道……并当即带领包村和社区干部、党员志愿者 50多人分组连夜入
户排查和油坊庄接触人员。

十二时辰，时序分明，每个时辰都有党员奋斗的身影。
十二时辰，轮换更替，每一次转动都朝着圆满的目标不停迈进。

“疫”线党员
干部的“十二时辰”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徐克镜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东
辉）“我女儿需要紧急到郑州就医，你们
这个执勤卡点能否放行？”2月 5日，在疫
情防控高度戒备、高速卡点严防严控的
关键时刻，中原区柳湖街道陇海路绕城
高速疫情防控服务站应急办公室突然接
到一个信阳的求助电话。

电话里对方救子心切，已经飞驰在
高速上。经了解，求救者是信阳市罗
山县的黄娇，她是孩子的母亲，2 月 4
日下午，1 岁 7 个月的女儿吃饭时，误
将食物咽进气管，当地无法救治，遂赶
往郑州准备到河南省儿童医院抢救。
考虑到车辆和人员均来自重点区域，
可能入市困难，所以提前打来求助电
话，希望陇海路绕城高速疫情防控服
务站给予帮助。

信阳来郑人员也列入了隔离筛查
范围，由于来自重点区域，车辆不允许
进市，怎么办？接到求助电话后，柳湖
街道值班副站长第一时间向监测点临
时党支部做了情况汇报。虽然人员车
辆来自重点区域，但是孩子情况危急，
耽误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危险。该执
勤卡点临时党支部带班领导要求应急
办公室再次与求助人取得联系，确认车
辆和人员信息。根据情况，制定一套应
急方案：车辆到绕城高速陇海路下站口
后，由 120 接应，由孩子母亲陪同孩子
乘 120急救车入市就医，车上其他人员
就地返回。

经过沟通，该方案得到患者家人的
同意。卡点执勤人员立即按照应急预
案，各就各位紧急待命，同时，立刻在高
速下站口开辟一条独立“紧急通道”，等
待求助人车辆和120急救车到来使用。

2月 5日 14点 03分，120 急救车和
求助人所乘豫 S29B66的轿车几乎同时
到达陇海路绕城高速口。工作人员按照
预案，争分夺秒与医务人员完成交接，孩
子的母亲黄娇成功乘坐救护车驶向医
院。轿车上的其他人员按要求在车辆完
成消杀后，原路返回。

执勤卡点
上演“紧急救援”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时小冲 文/图）近期，在惠济区长兴
路街道老鸦陈村，几名巾帼志愿者在村卫生所热火朝天地熬制中
药饮品，然后一桶一桶地送往各个卡点执勤处，同时有序组织村
民们分批到指定地点领取。

老鸦陈村委会负责人介绍，这是村妇联积极响应街道及村三委的
号召，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踊跃投身到防疫工作中，她们请教村里
有多年中医药经验的医生调配药方，精心熬制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
的中药饮品送到一线，送给村民。

志愿者熬制药汤
“温暖”防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韩晓
红）扫码支付、开门选菜、关门扣钱
……无论什么时候想吃蔬菜或水果，
只需拿出手机进行三步操作，一分钟
不到，就可以选购到自己心仪的果蔬。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巩义市供销
社联合河南省供销总社中联集团，为
居民提供“路程最短、果蔬最鲜、价位
最廉、健康有机”的时尚果蔬，实现社
区智能生活24小时新鲜直供。1月 20
日，已在东方现代城南苑、锦江国际花
园、尚城华府、和协花园四个小区完成
共享鲜柜投放工作。

东方现代城南苑居民王芳已经是
第三次在共享鲜柜上购买蔬菜了，因
为果蔬新鲜、购买便捷，她形象地称之
为家门口的“菜篮子”。“之前买菜都是
跑超市买，现在小区内新设了共享鲜
柜，从楼上跑楼下这一段距离，方便多
了。”王芳说。

巩义市供销社业务科科长王庆
锋介绍，为了保证果蔬的新鲜，每天
都配备有工作人员更换青菜、茄子等
不易存放的蔬果，保证菜品新鲜，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关键时期，
巩义市供销社还每天对果蔬配送车

辆、仓库等进行消毒，并对工作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戴
口罩、一次性手套等，尽量从源头上
切断交叉感染。

“截至目前，在尚城华府等四个小
区铺设的 20 台共享鲜柜销量果蔬共
计 2 万余斤，销售额达 6 万余元。”巩
义市供销社理事会崔卫国说，“下一
步，市供销社计划在全市再新上 100~
200 台共享鲜柜，东区所有小区全部
进行投放，新区会根据区域情况进行
投放，保证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吃到
健康蔬菜。”

共享鲜柜进社区 便民服务到家门

拎稳市民“菜篮子”保证群众“钱袋子”
中牟县韩寺镇防疫生产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