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楼院的最美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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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栋“小管家”抗疫“大作为”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徐克镜 王炎升 文/图

“疫”线最亮的星
本报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李文裴 李莎莎

“村里全员做核酸，妈妈都是一天一夜不合眼地忙，还要带领
医护人员上门为卧床不起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做核酸检
测。妈妈有眩晕症，不能熬夜，但是她依然坚持工作，我为妈妈感
到骄傲。”这是一个 18岁的少年写给奋战在抗疫一线妈妈的一封
信。他叫兰一恒，他的妈妈是花园口镇南月堤村委委员李致。

抗疫工作中，李致主要负责重点人员排查、统计居家隔离人员
信息，时刻注意动态监测，做好疫情联防联控。通过电话了解询访
对象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出行轨迹以及核酸检测情况等
信息。

“你好，请问最近去过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吗？去过中高风险
地区吗？乘坐过什么交通工具？是否有同行的人？”“你好，我是惠
济区花园口镇南月堤村防疫志愿者，经过大数据筛查，你近期从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经过，麻烦您提供一下信息。”夜幕降临，沙哑的声
音从南月堤村党群服务中心传来，李致带领人员正在打电话一一
核对信息。

“一天要连续打几个小时的电话，有些人排斥情绪特别严重，
说话很难听，我们要不停地解释，耐心疏导他们，一天下来累到不
想说话，但是能够得到询访对象的理解，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全，
心里是甜的，是值得的。”李致说，打电话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
需要极大的耐心，要和不同脾气性格的人打交道，要不停地重复一
样的内容，考验着责任心、耐心和沟通技巧。

全员核酸检测现场，兰一恒看到妈妈和其他志愿者忙得不
可开交，非常辛苦，主动提出来要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帮助贴
宣传标语、发放疫情防控手册，核酸检测现场负责扫健康码、检
测台消毒……哪里需要，兰一恒就去哪里，毫无怨言。当问到为
什么会舍得儿子干这些时，李致说：“当时儿子说要跟着我一起
做志愿者，我也很犹豫，怕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会影响整体
工作，但是他既然提出来了，就说明他是下定决心要干好，正好
锻炼一下他，工作中他很认真负责，出乎我的意料，感觉孩子长
大了，更加懂事了。”

疫情面前，无数个像李致一样的妈妈坚守一线、冲锋在前，她
们是走街串巷的“宣传员”、卡口值守的“守门员”、核酸检测现场的

“临时妈妈”……她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为打赢这场战“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疫一线
三胞胎姐妹绽芳华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我们要报名，我们也要当志愿者……”日前，登封市徐庄镇的
三胞胎“00后”在读大学生徐莉、徐冰、徐昊听说镇里在招募疫情
防控志愿者信息后，主动递交请战书，加入疫情防控工作队伍，成
了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大学生志愿者。按照统一安排，三姐妹
被安排到徐庄镇屈沟疫情检测采样点协助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进行
数据录入。

出门还是白天，回到家已是凌晨。“您好，请佩戴好口罩，出示
登记码，登记一下您的个人信息……”这些是三姐妹志愿者在采样
点志愿工作中重复无数遍的话。

徐莉、徐冰、徐昊不顾炎炎酷暑，个个干劲十足，汗水湿透衣
衫，她们也丝毫不觉得疲惫。有很多村民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三姐
妹一次又一次耐心引导，或者索性替他们操作。设立疫情防控卡
点后，三姐妹又积极参加卡点值守工作。在屈沟村疫情防控检测
卡点，她们耐心地对出入人员、车辆进行信息登记，测量出入人员
体温，查看健康码，引导群众有序排队。

“值班过程中，时不时会听到‘你辛苦了’‘谢谢你’之类感激
的话，这让我们很感动。在返校之前，我们会一直当志愿者，和
大家共抗疫情。”三姐妹的脸庞虽然稚嫩，肩膀却有担当。她们
还用通俗易懂的家乡话为大家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在防疫一线
发出了青年好声音。她们说，当年她们家有困难的时候，是政府
帮助了她们；当她们仨上大学交不起学费的时候，又是政府给予
帮助。“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主动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去，为家乡做点事，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担当。”
三姐妹朗声说。

“不守规矩”的老党员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董悦 张保真

“我本来就是一名老党员，肩负使命，看着人人都在抗疫，我自
己在家也坐不住……”工作人员劝导赵绍强时，他如是说。今年
64岁的赵绍强是中牟县狼城岗镇东狼村的老同志、老党员，已经
退休多年。

疫情发生后，赵绍强主动向社区请战，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因为年龄已经超过志愿者规定年龄，考虑到他的身体不能承受每
天的工作负荷，报名时对他进行劝导，可他依旧坚持要求每天给他
排班站岗。

大家开玩笑说他是“不守规矩”的老党员，是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夕阳红”，这称呼里充满了敬佩。这个抗疫一线的“夕阳红”，积
极参与到社区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测量、登记等防控工作中，大力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居民正确理解、科学防疫。

有时候遇到居民对小区实施闭环式管理有意见、有情绪，赵绍
强就主动上前做思想工作，劝诫居民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不聚
集。红马甲、红袖章、小喇叭、宣传单，是他工作的“装备”。

不只在疫情防控期间，平时只要是村里对群众办的实事、好
事，赵绍强也带头去做。为了防范火灾，保护生态环境，秋收秋种
时，能看到他执勤的背影，劝阻人们不焚烧秸秆。村里还有一支属
于他自己的队伍——盘鼓队，当问起建盘鼓队的初衷，“就是为了
不让年轻人聚堆打麻将。”赵绍强说。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不仅
锻炼了年轻人的身体，也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赵绍强说：“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披星戴月的他们，是居民眼中最可爱的人
本报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韩莎

8月 16日早上 7点，上街区启动第四轮全员核酸
检测。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负责峡窝
镇晨光社区的核酸采集工作。一天工作下来，该采集
点不少志愿者和居民被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采集员
感动着，直呼这些采集员是“最可爱的人”。

峡窝镇晨光社区有居民 5000人左右，郑州市第
十五人民医院共有两个小组、8位采集员负责该社区
的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工作。组长赵东方医生早早地
来到现场做准备工作。黑志刚、张真真、苌伟、李哲、
张冰、李娜、王攀等医护人员也先后到达采集点，穿戴
好防护装备，走上岗位。天气炎热，大家就把冰棍绑
在头上、背在肩上。社区居民多，现场采集员顾不上
休息，吃饭也是匆匆忙忙，只为尽量减少群众等待时
间。医护人员汗水顺着衣服往下流，湿透了衣服，但
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除了集中采检，晨光社区还有 35户需要上门采
集样本，属于上门入户比较多的社区，而且这些小区

大都是老旧小区，几乎都没有电梯。黑志刚医生提着
箱子、穿着笨重的防护服，不停地上楼下楼。当需要
再派一名队员到社区入户采集时，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张真真毫不犹豫地说：“我上！”就这样，两位队员在鸿
泰花园、美达彤观园、富丽花园等六七个小区，一户户
敲门，直到完成采集任务。当医院来电话询问：“需要
支援吗？有什么困难吗？”他们的回答是：“有困难我
们想办法解决，不需要支援！”

晚上 7点多，下班的人们陆陆续续到社区排队采
集，需要再增加一组采集人员。共产党员、普外科医
师李娜迅速穿戴好防护服，率先走上岗位，一直忙碌，
最后一个脱下防护服。每当有人要去替换黑志刚和
赵东方医生时，他们总是说：“没事儿，大男人就要多
干点儿。”

从早晨6点半到晚上12点，这些医护人员相互支
持、连续奋战，顺利完成采集任务。披着月光，大家踏
上了回家的路，虽然一身疲惫，却也满心自豪。

18天的坚守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孟雷东 文/图

阵地上“忘我”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耿亚平

社区作为外防疫情输入、内防疫情反弹的重要阵地，社区工
作人员就是这个阵地的守望者。记者在未来路街道发现一些

“蹊跷”的现象：对工作，他们很“上心”；对自己和家人，他们却总
是“不上心”。

“您好，我是金水锦江社区的工作人员，请问您最近是从疫情
中高风险区返回的吗 ？麻烦您配合，报一下您的基本信息。”同样
的话一天要重复几十遍。工作期间，也许会被质疑，也许会被拒
绝，也许会被认可。

面对拒绝赵娅敏耐心解答，出示文件；面对认可赵娅敏只是点
头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而说起家人，赵娅敏自责起来，几度哽
咽，孩子的生日就在前几天，结果给忙忘了，还是回到家里看到孩
子自己定的蛋糕才想起来。

其实，和赵娅敏一样“忘我”的社区工作人员还有很多……
“您好，我是升龙社区工作人员，现在可不能堂食啊，快打包

带走，避免人员聚集，戴好口罩。”陈琳琳刚从隔离人员家里返
回，回社区的路上一刻也不闲着一家一家宣传疫情防控期间不
能堂食的内容。

不一会儿，电话响了，“小陈，我买的蔬菜在门口，我隔离在家
你帮我取了吧。”“我有一个快递在菜鸟驿站放了好多天了，没好意
思麻烦你们。”“好的，收到，一会儿就给您送到家门口。”为了让辖
区居民舒心，陈琳琳化身“外卖员”“快递员”。

一天的工作结束，陈琳琳已疲惫不堪，“觉得有点疼，一看才发
现手上不知啥时候勒出了一道道红痕，嗨，没事。”坚强的小姑娘轻
描淡写地说。

一位父亲的言传身教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赵静文

8月 16日，郑州市已完成四轮核酸检测工作，在每一轮核酸
检测现场都活跃着一群“红马甲”。他们奔忙在环境消杀、维持
秩序、信息采集等各个环节，这些志愿者不为名利、不求回报，奋
战在抗疫一线，为核酸检测的顺利有序进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中原西路街道颍河西路社区核酸检测点，志愿者程浩轩不
停往返在检测队伍旁，用略显稚嫩和羞涩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告
诉大家注意保持一米距离，尽心尽力维持着现场的秩序。程浩轩，
是一名准高一学生，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他放弃了暑假的休息
时间，自告奋勇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问及参加志愿活动的原因，
他说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

程浩轩的父亲程军朝是颍河西路社区直属党支部的一名党
员，听说全员核酸检测需要志愿者后，虽然工作忙碌，但仍然第
一时间报名参加。“身为党员一定要对得起身上佩戴的党徽，无
愧于入党誓言。”程军朝说。只要检测逢周六周日，程军朝都是
从太阳升起忙碌到太阳下山，连续 13个小时一头扎进核酸检测
采样点。程军朝的言传身教，也让程浩轩深受感染，他也在行动
上向父亲看齐。

虽然立秋已过，但天气依旧炎热，程浩轩和父亲程军朝仍然并
肩战斗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坚持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从8月 1日开始，他就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

如今已经18天了，都没回过家。”昨日上午，B18调
度王林对记者说。

王林嘴里说的他，是郑州公交 B18路车长李
红斌。

原来，李红斌家住二七区封控区，在面临回
家和坚守抗疫一线的选择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
坚守岗位，毅然递交坚守岗位一线的申请，抗疫

至今。
在岗期间，他承担起了 B18路所有运营车辆

的消杀工作，每天夜里，当运营车辆全部收车，在
杲村公交场站总能看到他对车辆消毒的身影。装
满消毒液的喷水壶重达 20斤，一轮下来他衣服湿
透，但他总说车辆的重点部位一点都不能放过，对
车辆外表面、内部地板、驾驶室以及车内车门、扶
手、座椅等乘客能够触摸到的关键位置进行彻底
消毒，要把 20台公交车全部消毒完，他夜里 12点
前没有休息过，“工作其实不复杂，就是先喷洒消
毒液，拖地板，再将消毒液擦干。”对于自己日复一
日的工作，李红斌说得轻描淡写。

李红斌每天 5时 30分起床，这比上班时间提
前一个小时。工作的细致，对比出李红斌对自己
的粗糙，就着温水，匆匆扒拉几口饭菜，转身再投
入到紧张的一线服务工作中去，这些已成为李红
斌每天工作的常态。先跑车，下班前再将负责的
所有车辆消毒完毕，一有空，他还参加志愿服务，
始终奔波在抗疫一线。

记者问李红斌，你天天这么忙碌，选择留岗不
回家，家人有没有怨言？这个一米八的男子汉红
了眼眶。

李红斌的儿子今年 8岁，每天视频聊天的时
候，孩子总是问：“爸爸，你都不让我出门，可你自
己都不回家，我都已经快忘记你长啥样了。”面对
儿子的“责怪”，李红斌心里有些许的难过，而他的
妻子总是鼓励他：“你在单位安心工作，家里有我，
相信疫情很快都会过去的，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
再团聚。”

正是家人的理解给了李红斌莫大的鼓励，他
说：“能为抗击疫情做点自己的贡献，值！”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二七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既不是医护人员，也不是基层工作者，却甘愿舍小家、顾大家，在疫情面
前逆流而上、向险而行，时刻坚守在楼院、挺身在家门口，昼夜奋战、默默奉献，他们犹如点点繁星闪烁在小区楼院，照亮千家万户、温暖
千万人心，让小区楼院（栋）的“安全防护网”更加坚实严密。他们就是全区1181个小区楼院的最美守护者——楼院（栋）长。

冲锋向前我们的楼院我来守

“请放心，这个院的群众安全、生活服务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一
定守好楼院、护好小区。”大学路街道金桥社区李森林、李樊美和杨
爱琴 3名楼栋长向社区郑重承诺。作为社区有名的“铁三角”，他
们主动申领任务，手举小喇叭、带上登记本，夜以继日在小区楼院
开展值班值守、巡查排查、登记信息等工作，每天都忙至凌晨。

“你好，麻烦停一下，请配合我们测量一下体温。”“你好，疫情
防控期间，请不要随意外出，如需要帮助，请拨打我的电话……”嵩
山路街道珠江社区楼栋长杨平召集群众成立“珠江社区志愿服务
队”，制定疫情防控值守制度和志愿者职责，组织其他楼栋长和热
心群众94人编成 7个班组，有序组队、定时巡守楼院，走访摸排居
家隔离人员。

“爸爸，这道题目看不懂，一会儿给我解释一下吧！”淮河路街
道兴华社区兴华街2号院楼栋长张贝贝，因女儿学习要动态打卡，
同时还要值守楼院卡点，他只能将女儿带在身边，监督其完成作
业。“我是楼栋长，站出来守好楼院，保证大家的安全，这都是我应
该做的。”张贝贝说。

不漏一人我们的门栋我来管

抗疫战斗打响后，楼院（栋）长一刻不停地穿梭于楼院门栋、楼
道走廊，精准摸排情况、宣讲政策、安抚情绪，确保将“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的工作要求落在实处，织密织牢疫情防控“安全防护网”。

“书记，7～9号楼的 9户居家隔离人员，我已经全部联系上
了，后续的监管和服务我负责！”福华街街道京广家园南社区楼栋
长饶清成每天早出晚归，执勤服务都在10小时以上。为精准统计
体温、核酸检测、物资需求等情况，他单独建立楼栋微信群：“先做
消杀，再逐一核对，确保一户不落。气温高，食品蔬菜容易腐坏，要
优先送给居家隔离的居民。”经过几天的修炼，饶清成练就了“火眼
金睛”：快速翻看微信群信息，记下重要内容，第一时间转送。

嵩山路街道亚星社区楼院长梁志刚已是古稀之年，连续十多
天穿梭在小区楼栋之间，他说，200余户居民群众的安全健康是他
当前的大事要事。“虽然有风险，但我不放心！哪怕漏掉一户，后果
都不堪设想！”

京广路街道祥云社区和园3号院楼院长安晓伟召集志愿者协
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把志愿者按照“3人一单元，1人敲 10楼”的
标准，分派到两栋33层楼栋进行逐户提醒，做到了全员检测、不落
一户。“作为一名楼院长，我要为整个楼院的群众负责，相信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无论多大的困难都能跨过去！”安晓伟坚定地说。

用心奉献我们的亲人我来护

楼院（栋）长既是群众安全的守护者，更是群众
身边的贴心人。“这个时候，不管有什么困难只要我
能做的，都要尽力去做。我们是邻居，也是心贴心的
亲人。”大学路街道祥和社区楼院长郭晓慧连续在岗
17天，每天给隔离户采购运送蔬菜，自掏腰包、亲自
下厨给值岗一线人员改善伙食、送上可口饭菜，闷热
的“秋老虎”加上超强度的运动量，她的衣衫总是被
汗水浸透。

蜜蜂张街道和平新村社区楼栋长丁爱荣从本
就不多的 2000 多元退休金中，自费购买 27 把大
扫帚、10 箱消杀用品、20 包口罩、6 箱面包，捐赠
给社区和群众，助力楼院清洁消杀，帮扶困难群

众。福华街街道铁道家园社区油漆厂西院楼栋长
冯宝刚主动申请为居家隔离人员服务，晚上统计
居民需求上报社区，早上根据每家每户的需求把
物 资 分 类 、上 门 配 送 ，被 大 家 称 赞 为“ 贴 心 大
叔”。楼栋负责人甄闪闪看到一线工作人员吃泡
面，立即回家做好新鲜饭菜送给他们。在她的感
染下，越来越多的热心居民参与其中，贡献一分
力，释放一片爱。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每名楼院（栋）长走出
“小家”、守护“大家”，筑起万家灯火的“第一道防
线”。他们用坚守的背影告诉我们：黑暗终将过去，
曙光终将到来。

隔离点临时支部勇担当
本报讯（记者 张立）8 月 18日，南龙湖悦城酒店健康关爱中

心临时隔离点，临时党支部已经坚守 17天，面对 100多名隔离人
员，从初次到多次，从急切到从容，从陌生到熟练，一切工作有序
推进。

隔离点设立之初，新郑市龙湖镇第一时间抽调党员成立临时
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支部成立综合协调组、信息联络组、医
疗工作组、后勤保障组、安全保卫组、心理疏导组六个工作组，总结
制定了 5 个工作流程、6 条工作制度、2 项服务、8 个微信群的

“5628”工作体系，对各项工作进行统筹安排。
目前酒店隔离人员 128人，其中密切接触 16人，次密切接触

112人。隔离点实施封闭管理，严格落实集中观察场所一般管理、
个人防护、健康监测、消毒处理、情绪安抚等要求，严禁无关人员进
出，坚决防止隔离期间发生交叉感染和疫情传播。加强对隔离工
作的督导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确保每个工作流
程衔接有序，不出差错。

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了解每位被隔离人员的实际需求。隔
离点有一名9个多月的孕妇，工作人员及时协调了冰箱，对其药品
进行了储藏；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准备了画板和绘本，有个小
朋友过生日，党支部为其制作了暖心的生日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