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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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屠会新

7
2020年2月11日 星期二

电话56568170
E－mail：zzrbbjzx＠163.com

41 岁的杜轶是上街区公安
局视频中队中队长。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他连续加
班三个日夜，共落实可能接触确
诊病例的人员49人，为上街区做
好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
的责任和担当。

1月 30日，居住在上街区沙
固新村的房某某被确诊为新冠
肺炎病例。“不放过一个密切接
触者，全力以赴保护上街区人民
的安全。”接到上级立刻梳理房
某某进入上街后 48小时的活动
轨迹及密切接触者的指令后，杜
轶向上级作出保证。

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找
到房某某的密切接触者，早一分
钟隔离，就能减少一分危险。杜
轶带领队员立即连夜展开全程
跟踪。他们调出各个路口的监
控视频，梳理比对房某某进入上
街区后出入的场所、乘坐车辆等
信息，仅仅几个小时就全部梳理
清楚。之后，他又立即安排人员

分组对这些场所及车辆进行人
员信息筛查。一直工作至次日
凌晨 5点，杜轶才回到宿舍稍作
休息，第二天早上 8点又投入到
紧张的工作之中。就这样，经过
三个日夜的连续加班核查，杜轶
带领视频中队终于将房某某活
动轨迹和接触人群情况核查清
楚，共落实可能接触感染疫情人
员 49人、车辆 3辆、场所 2处，为
上街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下一步
整体安排隔离工作争取了时间。

视频追踪工作看起来简单，
却需要坐得住、沉下心，还需要
细心与耐心。杜轶经常熬得双
眼通红，点个眼药水就继续目
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生怕错过
任 何 一 个 细 节 。 遇 到 监 控 盲
区，他还要赶到现场，千方百计
寻找社会监控录像，通过多个
摄像头的比对，找出人员轨迹，
核对人员信息。

2月 6日，因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杜轶记个
人三等功。

“鹰眼”寻踪
为找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他连续加班

三个日夜
本报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席志卿张馨元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渲洋 文/图）2
月 10日，在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面对鲜艳的
党旗，3名医护人员庄严宣誓，光荣地成为中
国共产党员。

据了解，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是全市疫情
防控一道安全屏障，承担着全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患者的定点救治工作。疫情防控以
来，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31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6名入党积极分子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孟洁、高鹏、王书芳 3

位同志在新冠肺炎战“疫”中，主动请缨加入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应急医疗第一冲
锋队。同时在严峻的抗击疫情现场，他们不计
安危、不顾疲劳，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用行动
践行了自己入党申请中的承诺和誓言。经过
党支部、院党委逐级讨论，正式批准其成为第
一批抗疫一线入党党员。

疫情防控最前沿，尽是一片“志愿
红”。时下，在登封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线，随处可见到戴着口罩、穿着红马甲

的人员，他们虽然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
位、有着不同身份，但他们拥有共同的名
字——“绿城使者·嵩山志愿者”。这些

“志愿者”执勤卡点、入户宣传、义务卫生
消毒，成为疫情防控中一道特殊的靓丽
风景。

目前，登封市共招募志愿者 11300
余名，其中党员志愿者 8980名，每日上
岗志愿者近万名，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
过26万小时，已经成为登封市疫情防控
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颍阳镇王庄村入党积极分子王采阳
是其中一员，他说，这时候不冲在前面，
就对不起自己写的那份入党申请书。他
主动要求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去，到卡
点执勤，并为防控卡点捐赠了泡面、饮料
10余箱。

“您是本村的吗？从哪里过来的？
请拿出身份证，并测体温。”在大金店镇
海河湾村执勤卡点，每来一个人、一辆
车，常浩男、常丽娜都会把上面的问题重
复一遍，并在登记表上详细记录下来。
海河湾村高中学生常浩男、常丽娜在手
机上看到招募志愿者征集令后，毫不犹
豫报了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登封市文
明办及时发布了实施“三个带头、五个争
先”广大志愿者倡议书，并迅速组建了
16支“小红象·健康行”志愿服务分队，
340支志愿服务队，17支专业志愿服务
队，奔赴疫情防控一线。

为减轻一线疫情防控人员压力，全
市392个楼院、17条主要道路、600多个
路口每天安排 4000多名志愿者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各个执勤点都组建了临时
党支部和党小组，设立了“共产党员先锋
岗”。全市 323个行政村（社区）6000余
名志愿者，开展打卡式病毒消杀。

党员志愿者孙发展是低收入户，而
他毅然递交了 300元特殊党费；老党员
董宗林为能出一份力，为疫情防控卡点
一线志愿者送去热气腾腾的“豆馅馒
头”；农民志愿者燕丙伦捐赠3亩菠菜至
一线疫情防控人员；全国“最美村医”郭
光俊熬制预防中药在群众中发放；平时
靠捡拾废品为生的李让为武汉市捐赠了
500元……

满城尽显“志愿红”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张伶丽 文/图

3名医护人员火线入党

“我给咱大队值班的同志们准
备了点儿盒饭，一会儿送到社区
口，往各区发发吧。”2 月 7 日上午
11点，中牟县大孟镇朱大汉村支部
书记朱志鹏接到了村民朱继周打
来的电话。

挂了电话，朱志鹏来到社区
疫情防控卡点，随后朱继周带着
两个儿子也驱车到了。打开车后
备厢，里面满满当当装了近 60 份
热乎乎的盒饭。朱继周为在卡口
值 守 的 党 员 和 志 愿 者 送 上 盒 饭
后，又在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社
区其他 13个值班点一一发放热乎
的爱心餐。

“今天送的啥饭啊？继周。”
“有青椒炒鸡蛋、白菜炒肉片，

赶紧吧。”
“谢谢你啊，天天来给我们送

好吃的，比吃方便面强多了。”
“你们就像在前线打仗，我们

得搞好后方支援啊。”
朱继周边说边从车里拎出一

个个饭盒和热腾腾的馒头，发给值
班的党员干部，值班人员端着饭盒
脸上洋溢出满意的微笑。

“刚开始在小区门口值班，劝
导大家不要外出，有一部分群众还
不太理解。现在大家不仅很配合
我们的工作，还有热心的群众给我

们送水送饭，有了群众的大力支
持，我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朱大
汉村党员志愿者李振云在接到盒
饭时说道。

“俺们听说继周他们爷仨儿给
值班的党员干部免费做饭送饭，想
着他们也忙不过来，就过来给他们
搭把手。”正忙着分装盒饭的村民
岳喜梅、张玉兰说道，“咱们的党员
干部从大年三十都没有歇过，白天
晚上不停事，可辛苦。反正家里有
油也有面，我来帮忙的时候就顺带
捎过来点，多少也做点贡献。”岳喜
梅笑着说。

据了解，朱继周从 2 月 7 日起
每天坚持把300余份盒饭送到卡点
上，发给值班岗上的党员干部及志
愿者，他表示以后会天天坚持给大
家送饭，直到疫情结束。

“自从镇党委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后，我们党支部立刻发
动党员干部设卡值守，对群众进
行疫情防控宣传。朱继周父子自
发为我们一线工作人员送爱心午
餐，让每个卡点的值班人员能吃
上热乎的饭菜。这让我们在防控
一线的党员干部充满了干劲，更
加坚定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信心。”朱大汉村委委员张长
山坚定地说道。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吴俊成 文/
图）9 日，在友爱路 50 号院门前，碧沙岗社区
巡防队员协助小区疫情防控人员，正在一辆
白色房车前做疫情防护登记工作。这是我市
一家爱心企业免费为社区疫情防控人员提供
的“疫情防控值守点”，给夜间值守人员送来
温暖。

据现场巡防队员称，该辆房车价值近 50
万，爱心人士免费提供两辆房车，给社区疫情防
控人员当值守点，直到彻底战胜这场疫情阻击
战为止。

现场一社区防控人员介绍，因辖区无主管
楼院较多，夜里天太冷，防控值守人员冻得受不
了，这家爱心企业的爱心人士就住附近，看到值
班人员太辛苦了，就联系社区免费提供了两辆
房车当疫情防控值守点，一辆安排在 50号院，
另一辆安排在友爱路52号院。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辖区居民的身体健康
安全，防控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给坚守防控一
线的社区疫情防控人员、巡防队员送些温暖，方
便他们顺利开展工作。”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
心人士说。

房车变身疫情值守点
爱心温暖防控人员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连日来，
二七区不断拓宽物资供应渠道、创
新市场经营方式、强化公共场所管
控，“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民生
保障。

在二七区福华街街道，经销商
将新鲜蔬菜送到家门口，居民们不
出小区便可选购每日所需；在大学
路街道，居民通过“许鲜生活管家”
小程序，线上点单，由物业工作人
员送菜上门……

二七区通过进一步创新灵活
多样的方式，利用四种模式保障
群众生活物资供应、减少居民外
出。团购式：发动村（社区）基层
组织，结合群众需求，对接万邦
蔬菜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等供应
商，集中购买、统一发放生活物
资。配送式：以群众集中居住的
小区为单位，与具备集中配送能
力的商超合作，采用蔬菜箱的形
式，直接将物资从仓库打包供应
到家。多点式：动员大型商超在
居民小区设置便民服务点，方便
居民就近购买，减少集聚购物。
网购式：通过互联网平台，为群众

提供点菜式、送货式服务，让群众
足不出户享受方便、实惠的生活
物资供应。

守好楼院卡点是切断病毒传
播的第一关。二七区在每个楼院
卡点，实施一个正式干部带班、一
个工作专案、一个专班24小时轮班
值守；绘制一张图，注明重点管控
人员、楼栋负责人、党员代表等所
在楼栋，让群众对楼院情况一目了
然。在科学合理严格管控的同时，
更注重人文关怀服务，统一为每家
每户和各条战线上的一线工作人
员办理小区（村）出入证。各小区
工作人员还不间断宣传引导群众
错峰购物，切实做到严而有序、严
而有章、严而有情。

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二
七区第一时间制定了企业、商户疫
情防控期间复工标准、审核流程，
明确要求防护物资充足，储备不少
于两周用量。严格内部管理，对所
有员工建立档案、配足防护用品。
支持小型超市、便利店等商户在做
好防疫措施的条件下开工营业，确
保门店开业有规范。

拓宽物资供应渠道 强化公共场所管控

二七区疫情防控与民生保障并举

可口饭菜送到卡点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刘明豪 冉慧珍常盛寒 文/图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贺
保良 王锋) 在疫情防控中，巩义
市大峪沟镇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

“云指挥”平台，用人防、物防、技
防相结合的办法，织紧织密了疫
情防控网。

在大峪沟镇疫情防控指挥部，
记者了解到，该镇疫情防控“云指
挥”平台，通过在主要疫情防控站
安装的 14 个“云探头”，24 小时监
测进出人员、车辆、登记、消杀、值
班等情况，可随时调度工作、处置
问题。

大峪沟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工

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疫情防
控作战图”。这张图按照村、居民
区、社区、矿区等不同颜色和标识，
将整个大峪沟镇划分为 24 个单
元。“作战图”上，标识着重点人员
分布情况、镇区道路情况、疫情防
控咨询站布局情况等。

该镇负责说，通过“云指挥”平
台，每天全镇的“战情通报”可实时
更新，再加上数据分析，就可实现
医疗、物资的科学调配，为统筹指
挥、高效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
撑，降低了防疫一线人员高负荷运
转的困境，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战“疫”防控用上“云指挥”

在中原区建设路街道楼
院卡点处，雷玉春和魏朝辉是
众人皆知的“最美夫妻档”。

大年三十下午，恰巧当天
雷玉春在社区值班。“紧急情
况，所有社区专干取消春节休
假，全员投入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
条信息在建设路街道市场街
社区微信群里“炸开”。一级
响应启动，雷玉春第一时间接
受了任务。随后她给丈夫魏
朝辉打了个电话，“社区有防
疫任务，春节没法跟家人一起
过年了。”丈夫毫不犹豫地表
示支持：“没关系，你好好工
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基层是主战场，身为社区
委员的雷玉春非常明白这一
点。她和社区工作人员按照
国家疫情防控相关要求，逐
户进行入户、电话、微信排
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对每一户都仔细询问，
家中是否有外出返乡人员，

家中是否有发烧、咳嗽人员，
并叮嘱居民一定要注意家庭
卫生及个人卫生，告知群众
少出门少聚会，出门要带口
罩。每天从早上 7 点出门，
到晚上 10点才进家门，一直
坚守在防疫岗位上。

看到妻子每天起早贪黑，
魏朝辉也坐不住了。1月 27
日一清早，他立即向妻子所在
的社区申请，放下自己手中的
工作，一同加入防疫工作中，
不求任何回报，参与每天的
24小时轮值。

在门口的卡点上，雷玉
春和魏朝辉夫妻像两个哨
兵，每天坚持给过往群众测
体温、做登记，这两个夫妻

“哨兵”在饭点时一个人先回
家做饭，吃完去替班，另一个
再回来吃。

工作的艰辛阻挡不了他
们为民服务的热情。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他们携
手共赴抗“疫”第一线，并肩作
战，为社区居民的健康筑起了
一道坚实的防线。

战“疫”一线
“最美夫妻档”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凤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