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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在战““疫疫””一线一线我我

“公鸭嗓”与“钢铁人”
“她因睡眠严重不足，半边脸肿了

一星期，头发大把地掉，现在嗓子也成
了‘公鸭嗓’。”同事们说的是南阳路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街道疫情防控卫生防
治部部长张红霞。为什么大美女会变
成“公鸭嗓”、掉头发？副部长李学莉告
诉记者，这是连轴转的后遗症！“为了摸
清整个辖区的各类数据和情况，为了制
作各类台账，我们好几个同志已经成单
位的‘常住户’了。”

还有更牛的“钢铁人”。半年前，一
次意外，张超的左腿多处粉碎性骨折，
出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接到了返岗的
通知，就拖着残躯上岗。“现在腿里还有
近 20颗钢钉和两块钢板吧，值岗还好，
就是入户走多了会疼，止疼药随身带着
呗，总是有办法的。”在被问到腿伤与工
作之间的矛盾的时候，1991 年出生的
张超像没事儿人一样。

“狠心娘”和“狠心爹”
都说孩儿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可南

阳路街道晖达社区党委书记薛嫱却是
个“狠心娘”。

薛嫱整天“泡”在社区，她爱人是
一名医生。自疫情暴发以来，夫妻二
人都上了“前线”，两个女儿没人照
看。担心两个孩子在家有闪失，夫妻
俩就专门放了一部手机在家，一切
指挥就依靠“远程教育”。“你看妈妈

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你乖乖地待在
家，听姐姐的话，注意不要烫着、磕
着。”薛嫱利用视频电话，一遍遍地
叮嘱孩子。

除了“狠心娘”，还有“狠心爹”。福
园社区党委书记岳成军就是这么个主
儿。他和爱人也是社区“夫妻档”，天天

“黏”到社区，8岁的女儿就没人管了。

后方不稳，前方分心。怎么办？岳成军
就跟妻子商量把 8岁的孩子锁在家里，
但又怕饿着，两口谋划着，每天天不亮
就起来把当天的饭做好，给孩子留着。
怕孩子在家孤单，就买了一堆玩具和书
籍；担心孩子的安全，就给孩子配了个
电话手表，趁着不忙的时候赶紧看看孩
子在家干嘛。

“配齐一哥”及后勤部长
任宏伟是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党政

办主任，可战“疫”一响，他又平添一新
头衔：“配齐一哥”，大家都说他是合格
的“后勤部长”。“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全街道抗击疫情，离不开强有力
的后援。于是，这个缠人又缠手的活儿
就落到任宏伟头上了。

为给前方的同事配好防护装备，任
宏伟从年三十开始托关系、找熟人打听
哪里能买到口罩、酒精等物品。大年初
一下午，听说400公里外的一家生产企
业有库存，任宏伟二话不说就开着自己
的车赶往厂家，在与厂商软磨硬泡几个
小时之后，终于采购到 5万个口罩，任
务完成驱车返回，到家已是凌晨3点。

因为过年和疫情的突然暴发，很多
物品都比较难买，但任宏伟点子多、能
量大，他先后为“前方部队”配齐了口
罩、酒精、84消毒液、帐篷、额温枪等数
十种物品，足够开一家超市了。

任宏伟还有一个“头衔”：“准爸
爸”。只可惜，他这个“准爸爸”很不称
职，她媳妇都怀孕快 9个月了，他都顾
不上，媳妇最近一次产检，居然是姐夫
陪伴而去。“媳妇啊，真对不起！别管
了，等疫情过后，我加倍偿还，家务全
包！”在单位是“能人”，在家里却仿佛是

“罪人”，任宏伟只有真诚道歉。

图为任宏伟为前方战友送食品

来自基层的抗“疫”故事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林苏茜 文/图

有 人 戏 称 他 为“ 守 门 人 ”，荥 阳 市
环 翠 峪 景 区 综 治 办 主 任 敬 学 军 笑 笑
说：“这里是我的家，我给我的家当守
卫 ，给 我 的 家 看 门 ，正 常 。”据 悉 ，从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开始，敬学军就把自
己“定”在了环翠峪，没有回过一趟荥阳
市区的家。

“若有战，召必回”。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和 20年党龄的基层干部，敬学军心里
虽然放不下家人，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多年军旅生涯促使敬学军毫
不犹豫地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上。

从年初一开始，敬学军一天也没有休
息。他每天不但要在景区门前防控卡点
值班，还要入户排查，做信息比对、筛选，
对从外返乡人员逐个落实，对重点区域返
乡人员采取有效措施，确认每位群众都平
安无事。敬学军说：“每天熬红了眼，磨破

了嘴皮子，只要群众都没事，大家都平安，
多熬一夜不算什么，我愿意当好这个守门
人。”

在环翠峪景区，疫情防控当中重要一
环就是野生动物。景区有几百只猴子，还
有数不尽的野鸡，以及其他几十种野生动
物。敬学军对落鹤涧花果山区域严格管
控，彻底封闭。大雪封山时，他给猴子准
备了 600斤胡萝卜、1900斤玉米，不让猴
子饿着。至于野鸡、斑鸠等，敬学军就是
他们的保护神。

正月十六，已是深夜，就着火腿肠吃
过泡面后，敬学军给妻子发了条信息：“昨
天过节没有给你打电话，我一切都好，你
在家照顾好老人，督促孩子学习。”

“疫情一天不解除，我就坚守在一线
不撤。”敬学军对打好打赢疫情阻击战充
满了信心。

在居民眼中，他是邻家兄弟，深
受大家喜爱和拥戴；在同事眼中，他
是位“战士”，干工作不知疲倦；在家
人眼中，他是个忙人，早出晚归几乎
见不到人影。他，就是福华街街道
七一三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大帅，被
居民们亲切地称为“社区最帅的服
务员”。因为，他是居民身边的守门
员、快递员、消毒员、协调员……

阻挡来串门者不含糊

“我就必须进！你有啥权力
不让进？”大年三十晚上 10点，有
人到七一三航海小区串门，被“守
门人”贾大帅劝阻，居民不由吼了
起来，甚至想动手。贾大帅耐心
地解释半天，来人终于消气了，没
进门。

贾大帅和妻子都是基层社区
工作人员，都顾不了家。深夜十分
寒冷，他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正大
口吃着泡面时手机响了，是五岁的
儿子打来的，问爸爸“在外面冷不
冷”“什么时候回家吃年夜饭”。贾
大帅告诉儿子说：“爸爸很好，爸爸
在外面做‘大事情’，当英雄……”

变身“快递小哥”

“为居民买菜买药、送消毒液、
充燃气卡、收集生活垃圾，贾大帅
成为疫情期间居民的‘快递员’和

‘消毒员’，手机都成了热线电话。”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我老公治脑梗的药快吃完
了，我本人还患有糖尿病，家里也
没有孩子，请社区同志帮忙买一下
吧！”失独家庭的张阿姨打电话过
来求助。“我马上给您送来！”放下
电话，贾大帅就赶紧去药店购买。

不到 40分钟，他已经买好了老人
一周要用的药物，还买了一兜鸡
蛋，为他们送上门。

从湖北黄冈回来的陈老师说：
“给贾大帅好评 100分，他是社区
最帅boy，给我送消毒液、送菜，还
收拾生活垃圾，今天又麻烦他帮我
充燃气卡……”听到居民温暖的话
语，贾大帅开心地笑了。

同事们知道，每次接到电话
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您
放心，好的！我马上到”这些话语
背后，是他眼里布满的红血丝以及
没来得及休息片刻的疲惫不堪。

温暖武汉同胞的心

每天早上 6点半出门，7点到
卡点，接着检查记录、安排物资、挨

家摸排……几天下来，贾大帅嗓子

喊哑了。

在“地毯式”排查中，贾大帅和

同事们在一家酒店发现一对武汉籍

母子，儿子小吴在北京上学，年前母

亲到北京接他回家，突遇“武汉封

城”来到郑州，母子为了大家的健

康，在辖区酒店自行隔离。得知这

一消息后，贾大帅立即安排社区及

医务人员，进行安抚疏导。鉴于不

能确定武汉母子是否为病毒潜伏

期，母子还需要继续进行隔离安置

观察 14天。贾大帅安排酒店为其

送上一日三餐，在得知酒店的空调

老旧，又自掏腰包送去了电暖器，经

常送去口罩、牛奶、面包和水果等。

“我们身体没有任何异样，你

们放心！”每天测量完体温后，小吴
会和大家报平安，“在这里过年像
在家里一样温暖。”听到这句话，贾
大帅放心地笑了。

社区最帅“服务员”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户丹丹 焦卫平 文/图

贾大帅（左一）和同事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代买代办”服务

若有战，召必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充分调动退役军
人积极性，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补充一线防控力量，这支突击队发挥能战
斗的优势成为疫情防控中的生力军。

棉纺路街道五棉南社区书记王志峰
是一名有着 12 年军龄的退役军人，在社
区防疫第一线始终以“一个军人就是一面
旗帜，一个军人就是一个榜样”的要求，
率先垂范，坚守抗疫一线。他在统筹安排
好社区防疫工作的同时，牵头成立一支有
着 83名退役军人的志愿者队伍。这支退
役军人志愿者队伍中有 70 多岁的老人，
也有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他们在工作之余

听从社区的统一调配，在疫情防控一线严
格值守、认真排查，为隔离居民搬送生活
用品等。

退役军人李志强，在郑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工作，下班后还去棉纺路街道五棉
南社区参与社区防控监测点值勤工作，并
捐赠了一批紧缺的口罩给社区一线的同
志们使用，解决了社区防护物资紧缺的燃
眉之急。

在这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
“疫”中，这些退伍老兵勇于担当、恪尽职
守，发扬革命军人优良传统，用严谨的工
作作风协助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受到社区
群众的好评。

社区有支“突击队”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
士勋 文/图）为保障广大市民生活必
需品日常供应，同时减少线下采购带
来的聚集接触风险，连日来，荥阳市
全面推行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线上
下单，无接触配送”业务，让广大市民
安全放心填充“米袋子”“菜篮子”。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们
超市快速行动，制定方案、设立配送
组、协调解决员工返岗问题、调配配
送车辆，第一时间开展了‘线上下单、
无接触配送’服务业务。”世纪华联荥
阳店配送业务负责人左洋说。该模
式主要依托京东到家 APP、美团到
家 APP，操作简单便捷，市民可登录
上述 APP 进行选购，逐一选择所需
商品种类和数量，备注收货地址、联
系方式等信息，即可完成下单，超市
在接单后迅速进行配货，并将所配商

品第一时间免费送至各小区指定收
货地点，最终形成无接触购物。

在开展超市“线上下单，无接触
配送”业务的同时，荥阳还协调康泰
路市场、豫龙市场等农贸市场通过蓓
蕾易购微信小程序将农贸市场“搬
进”了群众的手机里，进一步丰富广
大市民群众的“菜篮子”。

据悉，为织密疫情期间物资供
应网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荥阳市专门成立了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市场保障部，进一步整合各
部门资源，组织农贸市场、物业公
司、物流公司、农业合作社共同参
与，打通采购、流通、销售、配送等环
节，实现线上接单、线下配送，形成

“农业企业+物流+超市+物业”的生
活物资配送供应机制，全力保障市
民“菜篮子”供给。

荥阳全面保障市民“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葛
亚东 常世超）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在市第六督导组指导下，二七区
成立疫情防控督查组，通过念好“早、
联、实、严”四字诀，累计督查暗访社
区、无主管楼院、公共场所、高速出入
口等点位 6862次，滚动式抽查武汉
返郑及亲密接触人员，发现问题 658
个，下发督办通知单54起，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迅速行动抓落实“早”。疫情发
生以来，二七区成立了疫情防控督查
组，下设 19个督查小组，全区 110名
骨干力量（其中科级干部25人）投身
疫情防控督查工作。按照“分片负
责、分组协作”的原则，19个督查小
组分包全区 18个镇办、火车站地区
管委会，明确督查组工作职责、督查
范围、督查要点、织密督查网络，确保
全覆盖、无盲区。

上下“联”动聚合力。市第六督
导组入驻二七区以来，建立了上下
联动的监督网，针对市督导组发现
的问题，二七区立即交办、迅速整
改，并及时向市督导组反馈整改情
况，由市区督查组联合开展“回头
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同时，针
对人员履职尽责、薄弱卡点疫情防
控等重点工作，不定期开展联合督
查，形成督查合力。

有的放矢促压“实”。坚持疫情
防控推进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
哪里，对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及领导干
部 24小时带班值守情况进行督查，
对缺岗空岗、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
问题严厉查处、通报批评，确保真下
沉、真履职。

盯紧看牢重点人群，采取敲门核
实、高楼层视频连线、低楼层隔空对
话等方式，完成了对全区 1205名湖
北返郑人员隔离情况的实地督查，同
时开展滚动式抽查162人，确保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针对全区无主管楼
院多的难题，督促镇街道化零为整，
将全区卡口从原来的1100余个优化
整合为876个，集中优势力量严防死
守。对无主管楼院、商超、市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卡口，持续开展日常巡
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

作风“严”明，敢于担责。督查组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不发通知、不
打招呼、不听汇报、不陪同接待、直奔
基层、直插现场，督查人员在岗履职
情况、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等。对疫情
防控履职不力、形式主义等问题，不
留情面、指名道姓、指明问题进行通
报。对督查通报出的问题，督查组领
导第二天进行复查，对整改不到位、
问题严重的进行移交，从严从重问责
追责。

用督查“利剑”筑牢疫情防线

2 月 16 日上午，由惠济区长兴
路街道彩虹社区绿洲花园小区业主
自发组织的抗击疫情献爱心“隔空
募捐”在网上悄然进行，在短短 3个
小时募捐时间里，1000多名小区业
主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捐赠了共
计34856元爱心捐款。

全部爱心捐款第一时间就通过
手机银行转给了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专门用于帮助岐伯山医院的全
体医护人员。

说 起 这 次 募 捐 ，绿 洲 花 园 小
区党员业主、募捐活动倡议者、抗
击疫情社区志愿者郭自超竖起大
拇指，为小区业主的爱心奉献连
连点赞。

从两天前在业主群里提出这
个想法开始，业主就热烈响应，非
常赞同用这种方式为抗击疫情做
出贡献。“募捐办好事，也不能坏
了 疫 情 防 控 的 硬 规 定 。 疫 情 期
间，政府号召社区群众不出门、少
出门、不聚集，我们举办一次网上
募捐活动吧！”在下沉该小区参与
卡点防控的区人大机关干部刘治
军的帮助下，郭自超邀请几个业

主 党 员 志 愿 者 成 立 临 时 募 捐 团
队，大家在微信群里商定倡议书
内容，明确了募捐的范围、捐款方
式、资金管理、捐款用途等内容，
通过业主微信群发给全体业主，
连续两天征求广大业主的意见，
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后，才正式
开始以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等
形式接收爱心捐款。

16 日上午是大家约定的正式
捐 款 时 间 。 从 早 上 9 时 开 始 ，郭
自 超 和 几 位 党 员 业 主 志 愿 者 的
手 机 微 信 红 包 提 示 音 就 响 个 不
停。 50 元，100 元，200 元……一
个 个 爱 心 红 包 涌 向 他 们 的 手
机 。 短 短 3 个 小 时 ，全 体 业 主 共
计捐款 34856 元。

16 日上午募捐一结束，大家就
将全部善款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捐给
了郑州第一人民医院，专项用于帮
助郑州岐伯山医院在第一线救治患
者的全体医务人员，并以手机截屏
的方式，将银行转账记录发到业主
群里公开，接收大家监督。

一场抗击疫情的募捐活动结束
了，但爱心依然在延续……

网上捐赠爱心满满
本报记者 栾月琳

当好景区“守门人”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孙凌歌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