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战在战““疫疫””一线一线我我

“工作方案上还有哪些缺项内容?应急预案的
分组职责还有哪些不够科学合理?走访排查有没
有做到位……”在邰亚辉的工作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地记录着这段时间每天的工作内容，完成一个，
就打个对勾，紧接着后面又出现了一大堆新的要
完成的任务。

邰亚辉是巩义市永安街道食药监管所所长。
就在十几天前的大年三十，喜迎新年之际，邰亚辉

“升官了”。这个办事处公认的“拼命三娘”担任了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综合协调
组组长。从这一刻起，她几乎没有清闲过一会儿。

大年初一，前一天忙到深夜的邰亚辉一大早
就来到办公室，根本顾不上吃早饭，就急急忙忙在
办公室的打印机前整理着疫情防控工作各项材
料，她既要综合协调各组全面的工作开展，又要做
好辖区商店、药店等质量监管工作……

邰亚辉在前线进行疫情防控，她的丈夫徐永
刚也承担着小区楼院排查和卡点疫情防控的工

作，每天他都会把最新的防控知识推送给她，除了
对妻子的担心和挂念，更多的是对她的理解和支
持。

疫情防控工作是一项需要面面俱到的系统性
工作，邰亚辉深知自己的责任有多重。为确保数
据及信息的准确性，每件事她都亲力亲为、一丝不
苟，对各小组上报的返乡人员信息、体温动态等各
项数据进行逐一审核，详细了解人员最新动态。
在做好各项信息上报的同时，她还肩负着入户走
访排查和居家隔离户的服务保障工作，每天至少
与居家隔离人员联系两次，询问他们身体情况和
生活需求，帮助他们解除在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
负面情绪。

从大年三十到现在，已经在防疫一线坚守了
十几天的她，每天都像上紧发条的闹钟，在不停地
完成开会、布置、督促落实、汇报等各项工作，查看
每项工作的进展，督促每项工作的推进，不敢有丝
毫懈怠。

“拼命三娘”邰亚辉
本报记者 谢庆

卡点上过生日
本报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张莉 文/图

2 月 9 日，正在卡点执勤的上
街区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林红
永 收 到 快 递 送 来 的 一 份 特 殊 礼
物。这是女儿林元特意为他定制
的蛋糕和一封生日贺卡，祝福他
54岁生日。

作为汝南路北入口疫情防控
执勤点的总负责人，林红永已经在
岗点坚守十多天了。忙于工作的
他无暇陪伴家人，要不是女儿的礼
物，他早把生日忘得一干二净。

吹了生日蜡烛和同事们简单
就餐后，老林把女儿送的生日贺卡
又仔细读了一遍，小心收进口袋。
他整了整警帽，戴上口罩、手套、护
目镜，转身走进夜幕。

疫情没有结束，战“疫”还将
继续！

新 冠 肺
炎疫情暴发，
打破了中原
区绿东村街
道电缆社区
王慧陪伴家
人和孩子的
静 谧 时 光 。
疫情就是命
令，王慧从此
开启了她起
早贪黑的抗

“ 疫 ”工 作 。
11 日 ，已 经
是她一线抗

“疫”工作的
第16天。

当 日 早
上 8 点 到 达
社区，王慧首

先和社区家庭医生去了 119号院新隔离的两户家庭，一户住
5 楼，一户住 7 楼。王慧轻车熟路地带着家庭医生找到地
方。家庭医生负责测体温，王慧负责向隔离对象讲解疫情知
识和郑州市关于疫情的最新通告。离开时王慧细心地留下
社区电话：“您有什么事，只管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紧接着，她和同事去帮助 119号院一户已经隔离一周的
家庭采购物品。到了菜市场，王慧直奔熟悉的馒头店，20元
的馒头，装了两大兜，还有硫磺皂等日常用品。由于近期经
常过来，所以对于店铺的位置一清二楚。快速地采购之后，
她和同事提着沉甸甸的东西，穿过窄窄的巷子，走到尽头的
门洞，“咚咚咚”一口气爬上5楼，轻轻按响门铃。收到社区送
来的代购物品，隔离对象不停道谢，而后满怀歉意地说：“抱
歉啊，还需要麻烦您帮忙把垃圾顺道扔掉！”王慧用随身带的
小喷壶给垃圾消毒后，提着沉甸甸的三大袋垃圾下了楼。

刚忙完入户的事情，王慧收到消息，58号院的宣传页掉
了，需要送透明胶；174号院的环卫工比较多，没有智能手机，
需要送一批出入证过去，中午区里来检查……由于一刻不停
地忙碌，王慧和同事们戏称自己是“陀螺战士”。

除了大厅、监测点和楼院，厨房也是王慧的阵地之一。
每天下午 5点半，王慧需要到社区一个临时的小厨房为十多
位工作人员准备晚餐。煮汤、炒菜，半个多小时的忙碌，一锅
香甜的米汤、两个小菜、热腾腾的馒头，简陋的条件下，她竟
然做出了家的幸福味道。

晚餐后，还有工作等着王慧，登记表格打印盖章，上报材
料，临时会议，大厅消毒，一直到晚上 10点检查各院落锁，王
慧终于可以下班。一番消毒洗漱后，她才敢去看一下已经沉
睡的宝宝。

“陀螺战士”王慧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栗艳花 李燕 文/图

“疫情 面 前 不 言 老 ，越 是 这 个 时
候，我们越要冲在前面。”中牟县司法
局 61 岁的退休老党员张自学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主动请缨，义务担起了
家属院疫情巡查宣传员，与同志们一
起坚守岗位，逐家逐户走访，派发宣传
单，耐心地跟家属院的居民讲解最近
的疫情情况并让他做好登记，严格要
求进出人员及车辆，把守好家属院的
第一道防线。

“危难时刻见党性，关键节点显担
当”，在全县奋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时候，本应每天

“足不出户”的他们，却出现在抗“疫”
一线。

2 月 10 日清晨，青年路街道城东
社区服务中心院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
客人，有着 71 年党龄的科技工信局离
休干部韩守义骑着三轮车把两大框鸡
蛋和食用油送到社区大门口。韩守义
步履蹒跚地走到工作人员跟前说道：

“你们每天起早贪黑值班站岗、挨家挨
户排查，太辛苦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
自己啊，我是老党员，虽说年纪大了，腿
脚不方便，但也想为这次疫情阻击战出

一份力。”
70岁的县财政局退休干部胡书旺，

经常给育才巷财政局家属院卡点同志
送去自己包的热乎乎的饺子，蒸的扣

碗，炸的红薯丸。看到同志们冻得通红
的双手，赶紧把家里边的小太阳搬到疫
情卡点。他经常在大门口望着同志们
说，看还需要啥，需要就说话。感受到
老干部的关心，一线同志们感觉这个冬
天不再寒冷。

畜牧中心退休党员李新民今年 81
岁，是一位有着 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他在家天天看新闻，关注着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进展情况，听到前线医疗物
资告急、疫情发展态势严峻，老人家心
情很沉重。在听说单位要组织为“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爱心捐款活动这一
消息后，专门委托其儿子前来代其捐款
500元，临出门前，反复交代“人老了，不
能再为国家做贡献了，但是一定要把这
500元捐上去，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退休不褪色，离岗紧跟党。中牟县
县直机关离退休党员、干部疫情面前不
畏艰难，冲锋在前，他们的事迹情真意
切，感人肺腑，道出了退休老党员一心
为民的深深情怀。

图为张自学老人（左一）在家属院
进行疫情巡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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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不言老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李少波 司贵书 王惠燕文/图

“孩子，妈妈不是称职的好妈妈，
但 妈 妈 是 医 护 人 员 ，要 保 障 更 多 的
人 健 康 …… 满 满 的 愧 疚 ，等 疫 情 结
束 后 再 弥补你们。”翻看郑州第六人
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0 后女护
士王惠玲的日记，内疚中透露着坚毅：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她将 8
个月大的儿子和 4 岁女儿交给家人，
奔赴抗疫一线，被群众称为“最美妈
妈”。

昨日，记者见到王惠玲时，她正在
社区忙碌。特殊时期，她需要更仔细深

入社区去疑似患者家里，走访，询问登
记，有条不紊忙碌着。

“从大年初一开始，我们都是在工
作岗位度过的。”王惠玲告诉记者，正当
春节休假时，疫情来了，医院所有医护
人员第一时间返回防疫一线。

根据医院安排，王惠玲每天都在社
区以及道路上各处卡点轮流奋战。“按
照规定，惠玲还在哺乳期，她每天可以
提前 1 小时下班回家照顾孩子。”同事
说，但疫情严重，别说提前下班，加班成
了家常便饭，王惠玲每天几乎都奋战到

很晚。
虽然“疏忽”于对自家孩子的照顾，

但却在特殊时期照顾了更多的孩子，更
多的病人，不少居民被感动了，称她为

“最美妈妈”。
“舍小家为大家，对于我的工作，家

人都很支持，他们更因为我在防疫一线
而骄傲。”王惠玲深情说：“身为公交车
长的老公特别支持自己工作，除了发车
时间，张振都化身‘超级奶爸’，承包了
照顾女儿和儿子的重任，只为让她安全
抗疫，早日战胜疫情。”

“我知道你穿着防护服上厕所不方
便，但还是要多喝水。”“谢谢老公，你上
班也要注意安全，公交车要及时消毒，
开车要慢点，一定要戴好口罩。”“我们
都要照顾好自己”……

一个护士，一个车长，因为使命，因
为责任，他们放弃一家团聚，逆行而上
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4 岁的女儿时常会想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去打怪兽了，等怪兽都打
完了，他们就回来了……”爷爷奶奶
安慰说。

“最美妈妈”王惠玲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毛文琴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刘晓静 刘佳丽）近日，全市逐渐迎
来返岗复工潮。“疫”魔还在肆虐，
如何保障企业和劳动者权益？近
日，二七区人社局推出 8条举措，
在特殊时期为辖区劳动者和企业
送来“及时雨”。

新出台的二七区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就业助企业发
展的通知从 8个方面，对防控期间
的就业服务、劳动维权等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

通知提出，要坚持“人社服务
不打烊、劳动保障不停歇”的原则，
招聘活动、就业援助、劳动维权、业
务办理等工作，能网上办理的全部
网上办理，不能网上办理的延期到
疫情结束后办理。

同时，疫情期间加大对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小微企业申请
贷款条件，凡营业执照中经营项目
涉及疫情防控相关领域小微企业
（药品、防护用品以及医疗器械生
产、运输、销售、超市卖场、食品生
产和供应、物流配送、物业等行
业），正常经营 1年以上，提供相关
销售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供、

销货合同、票据等），即可申请创业
担保贷款，并开辟绿色通道；对已
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
患新冠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
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年。

通知还明确，对企业因受疫情
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鼓励、
帮助企业与职工集体协商，采取协
商薪酬、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在岗
培训等措施，尽量保留劳动关系。

除专人在人社局一楼大厅继
续现场受理举报投诉之外，二七
区还开通了 24 小时劳动举报投
诉电话 68700679，统一受理各种
劳动争议纠纷举报投诉，能当下
受理的尽量当下受理，受理后通
过电话调解、视频调解等方式依
法主持开展调解；对工伤职工，需
要当下办理的，通过“网上办”“邮
寄办”模式提供不见面工伤认定
服务，对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
冠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
特事特办、随报随办、最大限度简
化工伤认定程序，在维护好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依法及时维
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二七区多措并举
保障劳动者权益

本报讯（记者 刘地 通讯员 闫
彩彦）40余种新鲜蔬菜，围挡圈定
好的采购规划路线，1.5 米以上的
安全间隔……近日，紫竹社区在采
薇苑小区院内上建起了一家“爱心
蔬超”。

这家“蔬超”提供的可是“VIP
专属服务”：大白菜、萝卜、韭菜等
40余种平价蔬菜供应齐全，每个
楼栋的居民都拥有他们的专属采
买时间，红色的隔离带清晰地勾
勒出了购买路线，地上红色的标
记提醒着每位居民最佳距离是

1.5 米，还有在蔬超引导、服务的
志愿者，为居民带来安心的购物
体验。

据了解，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
中，“减少外出、错峰采买”是高新
区沟赵办事处村（社区）贯彻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举措，针对商
超密闭空间，会给居民带来健康风
险问题，紫竹社区以人为本，设置
露天菜摊，进一步方便群众日常生
活，堂李、岗崔等安置区也积极与
超市合作网上预约，送菜到小区门
口，方便社区居民生活。

小区建起“爱心蔬超”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骅）“您好，我是北林路街道办
事处金基社区的 AI服务机器人，
请问您现在的体温是多少度？”在
北林路街道办事处金基社区内，
一位工作人员接听到一个回访电
话，电话中详细询问了该工作人
员健康情况，并在电话结束后告
知社区联系方式。

瞄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减
少防控的难度，河南飙风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一个科技型企
业，依托公司以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为核心的技术优势，紧急成立

“人工智能外呼专项小组”，联合

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处金基社
区成功推出智能外呼平台“AI服
务机器人”，并在北林路街道金基
社区首次试用。

据了解，智能外呼平台可提供
流动人员排查、本地居民排查、回
访等外呼服务。它可在一天内，对
所在辖区内上千家住户逐一进行
疫情回访，宣讲疫情知识，对人员
健康信息做语音询问，如有症状，
还将定期跟踪身体状况，为社区摸
排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在应对当
前节后返城高峰、疫情防控面临新
挑战之际，“AI服务机器人”发挥
了强有力助手作用。

人工智能AI机器人
一天排查千家住户

“喂，宋书记吗？我是赵家庄
防疫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我们这里
有一个外籍人员，她在你们辖区居
住，你过来把人接回去吧。”2月 10
日午夜，正在社区巡查的荥阳市京
城路街道海天社区党支部书记宋
晓东接到电话后，立即向社区防疫
负责人汇报。

在赵家庄防疫服务站，宋晓
东通过这名外籍人员的中国朋
友，了解到这个年轻姑娘是俄罗
斯人，名叫 Lana，租住在海天社
区金源新城，小区物业也证实了
他们所说的情况。在经过认真
的信息登记填报、测量体温正常
之后，经宋晓东担保，办事处工
作人员把 Lana 送回了她所居住
的小区。

Lana在荥阳一家英语培训机
构做外教，疫情期间，她的签证马
上到期，如果不能改签签证，她将
无法继续待在中国。而Lana又非
常喜爱中国，更热爱现在从事的这
份工作，所以她必须到最近的韩国
大使馆改签证。Lana 的机票显
示，2月 10日早上，她从新郑机场
搭乘航班直飞首尔，在韩国待了一
个小时，办完签证后当天就飞到北
京，晚上10点飞回郑州，然后乘出

租车返回荥阳。
工作人员告诉 Lana，由于她

先后经过了首尔和北京，根据规
定，她需要在家自我隔离 14 天。
其间每天还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
进行两次体温报告，Lana表示，她
深深地爱着中国，爱着这里的人
们，她会全力配合街道工作，做好
自我隔离。

作为俄罗斯人，Lana 没有储
存生活物资的习惯，社区工作人员
与 Lana加了微信，方便她把生活
必需品清单发给工作人员，由社区
代为购买。在关起房门的一刹那，
Lana 竖起了大拇指，向街道工作
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

谢谢你，
友善的郑州人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荣高洁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