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始终在一起 ZHENGZHOU DAILY
4

责编 张学臣
2020年2月18日 星期二

校对 司建伟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ywgj＠163.com

战“疫”一线的最美身影争做出彩河南人

“我宣誓!为保障全县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我们将竭尽全
力为生命站岗，病毒不退，我们不
退！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
月 15日，中牟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海
斌组织中牟县连霍高速中牟站卡口
执勤人员（交警大队、大孟镇政府及
派出所、公路局、卫生防疫等单位）组
成“联合战斗体”，在临时党支部领导
下开展工作，根据市政府 16号令全
面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为提振士
气，再次进行庄严宣誓。

“我们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
我们之所以进行第二次宣誓，是因为
现在是疫情防控最吃紧的关键时刻，
不能有丝毫懈怠，依旧要保持高昂的
斗志。”赵海斌告诉记者。

1月 25日，中牟县公安局召开紧
急会议，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在位。
一时间，一大批逆行者踏“疫”途，赴
一线，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式打
响。在这群“疫”线“战警”中，有一个
坚定有力的身影，他，就是赵海斌。
从 1月 25日，接到返岗通知起至今，
他已经在岗位上连续工作20天。

“忍一忍就过去了，我能扛得
住！”赵海斌的腰不好，几年前就被诊
断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医生一再提

醒他平时不要过度劳累，可在一线奋
战的他却觉得“这不是事儿”。

在应对春节返程高峰的疫情防
控工作中，赵海斌带领广大民警、辅
警直抵防控一线，现场协调各部门相
互配合，督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保
障现场交通秩序，并协助医护人员做
好须隔离治疗人员的解释安抚和信
息登记工作。他深入各执勤卡口，慰
问坚守在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民警、
辅警。

作为连霍高速中牟卡口防疫服
务站的副站长，赵海斌组织起了各部
门严密配合的抗疫联合战斗体，做到
了靠前指挥、坚守一线。

赵海斌的姥姥前不久不幸去世，
但是他都没有赶上见姥姥最后一
面。“1985年，我十岁时，姥姥陪我到
镇上新华书店买书，随后又陪我去换
书，她老人家小脚步行恁长距离，磨
出了血泡。”提及此事，铮铮铁汉赵海
斌眼含泪花，“我是姥姥从小带大的，
和她的感情也最深，夜深人静的时
候，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
前。她是正月初六去世的，家人给我
说时，我正在忙。带好班、站好岗，把
疫情战胜了，就是对她老人家最好的
告慰吧……”

“疫”线“战警”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发明 刘同 文/图

“请出站的旅客扫码登记。”“请大
家不要逗留聚集，尽快出站！”2 月 17
日，来自市委政研室的裴国威和同事每
天在郑州火车站卡点执勤，疏导旅客、
引导人流，简单的话语，每天都要重复
几百遍。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全市统
一部署，市委政研室人员下沉到部分高
速路口、郑州火车站南北地下通道开展
防疫执勤。其中，火车站人流量大，特别
是地下通道空间有限，可以说是防疫工
作的重点，疫情风险也较大。但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政研室人员纷
纷表示：“不光能端笔杆子，’战时’也要
能上得了’前线’！”

一个组织一道防线。市委政研室 32
名党员志愿者以组为单位上岗值勤，迅
速织密疫情防控组织网，筑起坚实的战
斗堡垒，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力、业务工
作有序。

郑州火车站作为全国铁路的重要
枢纽，人流量大，情况复杂。因此，在做
好疏导旅客、引导人流“规定动作”之
余，大家又兼职了“扫码登记指导员”

“换乘出行引导员”等多重“角色”：有的
旅客年纪大了，手机扫码操作不熟练，
在旁边耐心指导；有的旅客对站内情况
不熟悉，就反复讲解换乘和市内出行路
线；有的旅客没有携带手机，就反复协
调帮助手工登记……地下通道东北出
口经常响起大嗓门，不少人一天执勤下
来嗓子都哑了。

工作量大，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老党员、58岁的田海军同志主动请缨、冲
到一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火车站值勤；
军转干部王永涛不讲条件、不提要求，重
拾军装上“战场”；李一与爱人均在防疫
一线，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年幼孩子，夫妻
俩商讨制定“错时”值勤方案，保证值勤
质量……

裴国威说：“能让旅客尽快完成登记
出站，尽量减少出口的人员聚集，才能更
好地为旅客的健康负责。在这场战役
中，作为党员，没有后退二字，应该冲在
最前线！”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2月
16日下午，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病
区响起庄严的声音，7 名医护人员获准入
党。他们身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通过视
频连线，面对党旗进行入党宣誓。

这场入党宣誓仪式之所以特殊，是因
为 7位预备党员都是奋战在隔离病区一线

的白衣战士。身在“火线”，他们只能在院
党委书记马淑焕的带领下，通过远程视频
系统进行入党宣誓。在这场来势凶猛的疫
情面前，他们义无反顾选择做“逆行勇士”，
成为这场战役中最可爱的人。7位新党员
表示：“这次入党宣誓是特别难忘的经历。
我们一定会坚守在抗疫斗争最前线，接受
党组织的考验。”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河南省传染病医院）300余名医
护人员不分昼夜，奋战在 11 个隔离病区
和两个发热门诊，高强度连续作战，没有
人退缩，没有人叫苦叫累，没有人退出，用
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坚持战斗。目前，郑
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已经有 26 例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

2017 年 2 月，贾朝文被区委派驻到
惠济区江山路街道薛岗村担任第一书记，
任期三年。眼看任期届满，就在即将要回
到原单位工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凶猛袭来。面对严峻防控形
势，贾朝文第一次向组织递交了一份申
请，请求延长任期，继续担当第一书记，直
至抗“疫”阻击战取得彻底胜利。

防疫工作刚开始，由于防控物资严重
匮乏，加之农村普遍存在防疫意识差，好
多村民没有必要的防护物品。贾朝文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主动带头捐款
5000元，村支书、村主任也积极响应，各
自拿出 5000 元，三个人共捐出 15000
元，用于防护物资的采购。

因为口罩需求量急剧加大，贾朝文多
方联系，托关系、找熟人，买到了 3000个
医用口罩。口罩一到，他立即挨家挨户把
口罩发放到村里老年安置区的村民手里。

爱心汇聚力量，真情温暖寒冬。在他
的感召下，薛岗村党员群众也纷纷捐款捐
物支持村里抗击疫情。截至 2月 15日，
全村共收到 700 公斤 84 消毒液、100 公
斤医用酒精、1000 个口罩、一箱消毒药
片，还有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等物资，

以及现金 26000 元，有效减轻了薛岗村
的防疫物资紧缺压力。

“防疫就是保命，半点儿也马虎不
得！”在薛岗村，贾朝文用群众语言不厌其
烦地宣传防疫的重要性。他将自己的手
机号码写在卡口的宣传栏内，随时接受群
众咨询。同时，利用流动大喇叭循环播放
市、办、村管控措施，及时更新“阳光薛岗”
微信公众号，对网上流行的不实言论进行
辟谣，引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弘扬疫情
防控战斗中涌现的正能量。

在薛岗村卡口，记者看到略显疲倦
的贾朝文。他嗓子有点沙哑，由于经常
背着洒水壶喷洒 84 消毒液，原本黑色
的裤腿被消毒液氧化变成了暗红色。
一同在卡口值守的同事告诉记者，防疫
战打响以来，贾朝文连续 20 多天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三餐常常以方便面充
饥，累了在椅子上打个盹儿，手机一响
又马上投入工作。

当兵出身的贾朝文说话干脆利落，办
事雷厉风行。面对群众夸赞，他嘿嘿一笑
说：“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组织把我放在
这个位置上，我就必须履职尽责，要对得
起胸前这枚闪亮的党徽。”

“嗨，喇叭队，我家需要买
一袋米。”“哎，喇叭队，给我家
买五斤鸡蛋。”东家要买菜，西
家要买面，不时有人将大门打
开一条缝，探出脑袋，说出自
己的需求。

“不串门，别乱跑，染上病
毒不得了……”有孩子听到巡
逻服务队喇叭声，隔着院墙高
声跟着喊。

“ 随 身 带 着 三 件 宝 ，喇
叭水笔和纸条。”荥阳市崔
庙 镇 老 庄 村 巡 逻 服 务 队 小
队长许新普说，“咱巡逻服
务队的任务就是游村串巷，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让群众
知道疫情面前哪些能做，怎
么做，哪些不能做，怎么预
防；看见有人聚集说闲话，
就把他们驱散，劝说他们各
回各家不聚集；还有一个任
务就是谁家有啥需求，直接
告诉巡逻服务队，我们记在
小纸条上，拍照发村里，村
里 统 计 后 集 中 购 买 再 由 我

们凭纸条挨家发放。”
“因为我们手里总拿着

个小喇叭，他们都叫我们‘喇
叭队’。”郑岗村巡逻服务队
成员郑新超说，“群众听见小
喇叭，就知道疫情没过去，还
不能出门不能乱跑，咱听到
群众喊‘喇叭队’，咱就知道
群众有需要。”

荥阳市崔庙镇共有 22个
村 280个村民组，分散居住在
面积 8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全镇大部分是山地，利用
大喇叭宣传效果不太好，镇政
府便发动村两委干部、党员、
群众志愿者，每个村民小组都
组建了 1支巡逻服务队，根据
村民组大小，每个服务队给 3
到 5个人配置了小喇叭，组成
喇叭队。

280 个巡逻服务队从早
上7点到晚7点，不间断宣传，
每家每户都走到，宣传政策，
提供服务，为阻击疫情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隔离病区响起庄严的入党誓言
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王红 通讯员 王璞

党员就应该
冲在最前线”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新颖

“疫”线“大伙夫”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宋建庆 文/图

游村串巷的“喇叭队”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颜冰 文/图

向组织“要官”的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梦洁 文/图

在战在战““疫疫””一线一线我我

在中原区电缆社区办公区
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张 90 厘米
宽的折叠床和一床简单的被
褥，这是社区工作人员李爽临
时的“家”。自 1月 27日电缆社
区抗疫工作开展以来，李爽就
把社区当成了家，这样可以随
时待命，方便工作需要。有的
时候工作需要忙到凌晨，小小
的折叠床是他可以补充体力和
精神的小窝。

半个多月过去了，社区一线
的抗疫工作进入比较有序的状
态。李爽和其他网格长一样，负
责自己网格的几个院落的大小
事宜。早上 7点钟左右，他需要
和几个监测点的志愿者确认桌
子、登记表、测温枪、消毒水等物
资是否都已经到位，有需要的话
及时安排协调物资，确保监测点
的工作正常开展。

微信群里关于各监测点的
消息，李爽需要密切关注，除了
物资保证，看到哪里报过来有新
返郑的人员，他都需要立刻赶过
去依照流程进行分类登记、上门
再次测温、核实情况、宣传疫情
知识、政策知识、签订隔离承诺

书进行居家隔离等。李爽目前
负责的隔离家庭有 10 余户，随
着近日来返郑人员的增多，这个
数字可能还会不断增加。对于
已经进行居家隔离的家庭，他的
工作也不少，和家庭医生入户测
温、每日进行关怀问候，随时回
应隔离对象需求，例如代购日用
品、协助倒垃圾，对于情绪焦虑
的还需要及时进行安抚。

社区一线抗疫条件艰苦，工
作时间长、任务重、压力大，然而
工作中点点滴滴的温暖，是李爽
坚守一线的动力。这个不善言
谈的大男孩用自己的行动表达
着对工作的热爱、对居民的关
爱。他坚定地说：“只要社区疫
情工作需要，我就住这儿不走，
希望疫情早些结束，我就可以回
去睡大床了！”

他把社区当成家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李燕 文/图

他不仅要承担“疫”线防控
任务，还要在“二线”厨房忙碌，
保障工作人员的后勤用餐。他
是兴达路街道党政办餐厅管理
员方海龙，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

“大伙夫”。
作为一名退伍兵，“若有战，

召必回，战必胜”的强大基因，早
早就植根于方海龙的血脉精
髓。和家人仅仅过了一个除夕
夜，在第二天就奉召即回，投身
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正值大年初一，再加上疫情
因素，周边食材供应店没有一家
开门。方海龙下定决心，带人兵
分三路，从辖区的各个角落到市
区的各大超市，想尽一切办法采
买瓜果蔬菜等新鲜食材。联系
各方供应人员，能加班的加班生
产，有存货的登门取货。经过两
三天昼夜不停歇地买办周转，餐
厅的储备终于跟上了需求。

“后勤、执勤两头跑”。部门
排班时他主动请缨，分担卡口的
夜间执勤工作，而第二天继续赶
回餐厅忙碌。这样“昼夜连轴
转”，虽然让他吃不消，但他说得
很幽默：“以前手里拿着枪执行
任务，现在就算手里拿着勺子，
也不能让一线战友饿肚子。”

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做
饭的却饿肚子，这对他来说是常
有的事。

兴达路街道办事处机关餐
厅设计承载量为 150人用餐，配
备厨师 4 人，但在当前形势下，
几位厨师在疫情高发地区无法
到岗，只剩一个主厨，再加上区
直下沉人员就位，机关餐厅面临
着 1 位主厨负责近 300 人用餐
的空前压力。方海龙把会做饭
的、可调配开的人员召集起来，
在大家冲向疫情一线的时候，他

们“冲”向后厨，围上围裙、戴上
口罩，“全副武装”组成了临时

“后厨”。
饭菜出锅，“后厨”迅速变身

为“外卖”，在方海龙的带领下，
给东三环鸿宝路、东三环北站高
速口的疫情防控卡口送去热腾
腾的饭菜。那些日子，别人从卡
口回餐厅，他们从餐厅奔卡口，
保证了重点卡口共计 45人每天
4 顿的用餐量。结果却是可笑
又可敬：做饭的没时间吃饭，还
饿着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