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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哨兵”
助力基层智慧防疫

一心为民好支书 平凡抗疫“真英雄”
连续12天奋战在一线，他倒在了这片最牵挂的土地上

“姐妹花”
抗疫路上绽芳华

本报记者 刘伟平

自 5月份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有这样一对“姐妹花”冲锋在抗
疫一线。80后的姐姐张兰兰是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
90后的妹妹张亚明是二七区嵩山路街道锦绣家园社区工作人员，虽
然在不同的岗位，却因为疫情有了共同的坚守。

张兰兰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志愿者，自从下沉到锦绣家园社
区后，主动申请重头任务——在发生确诊病例的玉瑞园小区开展“敲
门行动”。张亚明作为社区疫情专干，除了参与玉瑞园小区上门核
酸检测，还需做好涉及近400人核酸报表（台账）、上级派遣的不定时
流调任务、录系统、重点人员转运等系列工作。

5月 4日以来，这对“姐妹花”主要负责玉瑞园小区上门核酸检
测工作，该小区有 1028户共 3089人，为了让标本尽快送到实验室
检测，每天上午 9点之前必须完成核检任务，这就需要逐家逐户敲
门、提醒住户提前准备好核酸码，以便准确迅速完成核酸检测。因
此，姐妹俩每天凌晨 5点起床、做好防护工作，就开始和“大白”、社
区工作者一起投入当日紧张的抗疫战斗中。由于时间太早，一些
居民还在睡梦中，遇到个别不配合的居民，她们总是笑脸相迎、耐
心解释，并且做到熟记该楼栋 27层每层住户信息，确保应检尽检、
不漏一户。

每天上门核酸结束后，姐妹俩还得赶着去支援其他两个园区的居
民集中核采。有时候，为了让辛苦的“大白”适当放松，在居民核酸检
测人少的时候，张兰兰会带着“大白”一起做做手指操、喊喊口号，用片
刻的欢声笑语驱走满身的疲累。

封控区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连轴转，这也让姐姐见识了妹妹
“拼命三娘”的样子，心疼又敬佩。5月 10日，在进行居民集中核酸
检测时，张兰兰看见妹妹身体一直在摇晃、眼见要摔倒，就赶忙接过
妹妹手中的手机，扶她到旁边草地上，然后继续扫码、采集信息，再回
头，妹妹已经在草地上睡着了……10分钟后，张亚明又像上了发条
一样，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中来。姐姐很心疼妹妹，让她注意休息，
妹妹说特殊时期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自己没事。

在锦绣家园社区志愿服务期间，张兰兰曾向社区书记表态：“请
把我也当成社区人员，有任务随时安排，我要与大家一起干。”此后，
社区上报隔离户核酸表、上门贴隔离封条、发放中药、帮助居民倒垃
圾……都能看到姐姐的身影。在做志愿者的第 6天，张兰兰被社区
人员“劝返”了，“强迫”她在家休息。原来，张兰兰从事志愿服务时

“太拼”了，细心的社区人员发现她脸色泛黄、眼睛发肿，担心再熬下
去她身体会吃不消，所以让她回家歇息。在休息的当天，张兰兰收到
了来自社区的感谢信和社区书记的问候。

“有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得益于医护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等一
线人员的尽职尽责，更得益于众多志愿者的热心奉献和辖区居民的
积极配合，我们的抗疫战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张兰兰开心地说。

樱桃滞销果农愁
志愿者上门解困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志愿者的“志愿者”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马瑞萍

“每次做核酸都能吃到你
送来的可口饭菜，真是太让我
们感动了。”“你们在一线这么
辛苦，我这点东西不算个啥，只
要做核酸检测，咱社区检测点
上的饭就包在我身上。”这几
天，新郑市新烟街道永宁街社
区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刚一
结束六个多小时的核酸检测，
社区居民冯超峰就如约送来
爱心餐。

烩菜、肉夹馍和酸奶，一共
25份。“手艺不太好，如果不合
胃口的话，大家多担待。”冯超
峰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地
说。一身休闲装，戴一副眼镜，

身材瘦瘦的他，扛着一大箱爱
心餐却十分麻利。检测点上的
志愿者对这个风雨无阻送餐的
年轻人并不陌生，每次只要做
核酸检测，冯超峰和他的爱心
餐一准到。

据社区干部介绍，冯超峰
家住该社区东方国际小区，今
年34岁，在主城区一家米皮店
经营一个橱窗卖肉夹馍。家离
小店十来里路程，他风里来雨
里去，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他
起早贪黑赚来的。

虽然手里并不富裕，但在
疫情和汛情面前，冯超峰毫不
含糊。2020年疫情发生，冯超

峰向中国红十字会定向捐款
2000 元；2021 年郑州遭遇特
大暴雨，他定向支援灾区2000
元；2022 年疫情反弹，他的爱
心款又陆续汇到上海、许昌市
魏都区。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
么多的医护人员、党员干部和
志愿者在一线冲锋陷阵，我们
帮不上啥大忙，只是在能力范
围内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大家
一起努力，早日战胜疫情！”虽
然戴着口罩，但能看到他眼带
笑意，是一种坚定和满足，说话
间，放置好了餐饭，冯超峰匆忙
离开。

“夫妻档”
让爱与坚守同在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芳

在中原区三官庙街道河南纺机社区抗击疫情一线的志愿者队伍
中，有一对“夫妻档”。妻子陈萍是河南纺机社区华山路225号院“青
苹果”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她和丈夫陈建民携手共抗疫，在逆行中
坚守，和一线人员共筑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河南纺机社区华山路225号院是无主管楼院，距离社区比较远，
楼院只有两栋楼，居民八成以上都是老年人。疫情防控卡点设立以
来，人员值守成了问题，陈萍得知后，主动请缨，向社区党委申请与丈
夫一起参加华山路225号院的卡点值守以及楼院的核酸检测志愿服
务工作。“身为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候，要挺身而出，守护好‘大家’，才
会有幸福的‘小家’。”陈萍说。

陈萍和陈建民坚守在华山路 225号院防控一线，从早到晚轮流
在楼院出入口值守。在5月的核酸检测中，小区里老人居多，为了不
漏一人，他们夫妻俩挨家挨户敲门提醒居民及时进行核酸检测。在
这对夫妻的带动下，该院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主动加入，他们组建了

“青苹果”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两人到现在的11人。
陈萍和陈建民在“大家”与“小家”之间做出了义无反顾的取舍，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编织了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用实际行动守护着
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
讯员 李军 安平）近日，上街区
峡窝镇观沟村、寨沟村、冯沟
村、石嘴村、上街村等 17个村
疫情防控卡点迎来了一位新的

“守门员”，小小身躯却能实现
“刷脸+测温+验码+核酸检测
结果+疫苗接种”等多项功能
一体化，它就是峡窝镇新上岗
的“数字哨兵”——疫情防控卡
点健康码一体机。

5月 17日，记者来到上街
区峡窝镇观沟村亲身体验这个
新上岗的“数字哨兵”。在卡口
处记者将“郑好办”APP 上的

“郑好码”放在大门口人行通道
的“识卡区”，屏幕立刻呈现绿
色，显示出体温正常、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新冠疫苗已接种等
信息，小区门禁随即打开，顺利
进入小区，整个过程不到5秒。

“这个东西非常智能、非常
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脸一
刷就可以了，比起以前真是方
便太多了，对咱老百姓来说，这

东西，中！”今年93岁的观沟村
民张运发谈起这个新的“守门
员”，竖起了大拇指。

“数字哨兵”的到来，也给
小区物业管理带来了变化。“原
先一个人验码测温询问就要半
分多钟，还得仔细识别健康码
是否为本地截图、是否是本人
及小区住户。有了这个数字哨
兵，扫一下就可以完成测温验
码和开门，还有语音提示，能直
接识别和拦截异常者，绿码直
接通过，红码黄码禁止入内，几
秒钟就可以实现通行。不用像
以前一样，这边扫码、那边测
温、这里刷门禁，疫情防控期间
还得担心非本小区的人员混进
来，减轻了很多压力，疫情防控
也更加精准了。”观沟村党总支
副书记赵卫东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进一步方便群
众进出小区，峡窝镇率先在全
区推广安装农村（社区）卡点健
康码一体机，实现居民体温、健
康码、核酸检测结果和疫苗接
种同步查询。本村（社区）居民

事先将个人信息录入系统，直
接刷脸即可自由进出。村（社
区）以外的居民，将“郑好办”
APP上的“郑好码”进行识别，
没有异常也可自由进入小区。
此举有效解决了“一老一小”出
入扫码难题，提高了群众扫码
通行效率，减轻了卡点工作压
力，为精准防控、流调溯源提供
数据支撑。同时，峡窝镇还对
全镇 1800多处“天眼”智能摄
像头进行升级新维护，建成寨
沟、观沟、石嘴、魏岗等全方位
可视化视频监控平台，实现居
家人员管理“电子门磁”应用全
覆盖，推进“无人机巡查喊话”
应用，切实把“数字哨兵”融入
智慧防疫的实践之中。

“下一步，我们还将对新设
备进一步推广升级，提升卡口
防疫管理精细化水平，满足科
学防疫需求，通过人防和技防
相结合，筑牢辖区疫情防控安
全防线，切实维护辖区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峡窝镇党委书记
陈勇说。

“他是一个好人。”70岁的村民程国
振如是说。

“他是一个好领导。”跟着他干了4年
的村两委委员李根锋这么说。

大家说的“他”，就是李战伟，新密市
岳村镇红泉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他连续 12天带
领全村党员干群奋战在防控一线，参与卡
点值守、核酸检测、隔离转运群众等工
作。5月 14日 18时 20分，在前往安抚隔
离户的路上，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死，
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疫情防控一线。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李战伟以
生命践行使命，以担当照映初心，把光和
热都奉献给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将自己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55岁。

“你们有事先走，这里有我在”

“你们有事先走，这里有我在。”这是
李战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红泉沟村
委委员李辉回忆说，村里大大小小的事，
李支书总是亲力亲为，每逢遇到谁有急
事，他总是揽下活儿，让别人先走，自己最
后离开。李战伟留在世间的最后言语，仍
然是这句话。

“下午 4 点多，他去世前的两小时，
我俩还一直在村里巡逻，提醒群众居家

不外出。”李根锋说，由于惦记着木楼组
的隔离户没有人陪同，李战伟决定自行

前往群众家中慰问关怀。他交代了一句

“我开车去木楼组看看，你们先走吧，有

事了再联系”就离开了。“下午 6 时 23

分，我接到木楼组长王明新电话，发现李

支书的车停在路边，人趴在方向盘上，手

里紧握着的手机屏幕上，还显示着未拨

出的隔离户电话。”

2011 年高票当选红泉沟村村支书，

2018 年兼任村支书和村主任，11 年来，

无论村内大事小事，事无巨细，低调寡言

的李战伟总用一句“有我在”顶起党员干

部的使命担当。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翻开红泉沟村工作群，从凌晨5点到深夜

12点，都有李战伟安排疫情防控工作的

消息。辛苦劳累的他却说：“只要全村人

都平安，苦点累点都值了。”李战伟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最

无畏和最热忱的方式实现了一个党员的

价值。

他心里装着乡村发展，
也装着群众冷暖

李战伟心里装着乡村发展，也装着群
众冷暖。

红泉沟村位于岳村镇最西端，属城乡
结合部，辖 11个村民组 2145口人，以发
展休闲农业为主，产业基础薄弱，2021

年，村人均年收入25000元左右。

如何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提高

村民人居环境水平，成了李战伟心头的大

事。4年时间内，红泉沟村不断以提升农

村基础设施为抓手，大力开展道路建设，

全村整修道路9公里，基本达到“组组通”

“户户通”；在此基础上，在李战伟的协调

下，红泉沟村引进了扶贫项目和农业项

目，建设2000平方米冷链仓库，流转土地

750余亩建设农业观光种植基地，为红泉

沟村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他出过两
次车祸，腿里打了钢板，身体也因药物发
胖，常年走路不便，但村里修的每一条道
路，他都在现场，亲自指挥。走的路多了，
小腿一直到脚踝、脚背都肿了，他都没有
停下来休息，村里到处留下了他步履蹒跚
的身影。”村委委员张玲玲说到动情处，声
音哽咽。

他是贫困户的贴心人，
也是群众的办事人

去年的特大暴雨让红泉沟村受灾严
重，村里 36 户居民的房屋倒塌受损，这

让李战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李支书
几乎一天去看我一次，问我缺啥少啥。”
70 岁的村民程国振回忆说，一夜之间，
家中小院被冲毁殆尽，无家可归。暴雨
过后，他们一家五口租住在邻居院内，

“支书不仅关心我的衣食住行，送被子、
送床、送粮食……还提出让我去他家
住。他说，我吃不好住不好，他就休息不
好，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把群众放在心头，李战伟带领村两委

全力推进村民房屋灾后重建工作，及时与

镇党委政府汇报进度，协调资金，督导施

工进度，确保重建房屋质量。截至目前，

重建安置房屋均已交付到群众手中。“踏

实肯干、任劳任怨，李支书不仅是贫困户

的贴心人、群众的办事人，也是两委的带

头人、发展的指路人。”岳村镇一级主任科

员包村干部张进安说。

“去年特大暴雨时，李战伟同志冲

锋在前，舍小家顾大家，带领群众重建

家园；应对多轮疫情冲击，他起早贪黑，

坚守卡点，组织核酸检测，安抚群众，直

至生命最后一刻。我们岳村镇党员干

部将从他身上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坚决守牢群众生命健康
防线。”岳村镇党委书记樊建伟说。

本报记者 郭涛

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党旗

为方便辖区居
民接种新冠疫苗，
昨日，经八路办事
处省建社区特申
请一辆移动疫苗接
种车进社区，在黄
河路与文化路交叉
口定点为居民接种
加强针疫苗。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为营造“能力作风建设年”结果导向、狠抓落实的浓厚氛
围，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发挥郑州市网络行政
平台的作用，广泛倾听群众呼声，心通桥开设“强能力锻作风
优服务促发展”心通桥指数专栏，盯紧“急难愁盼”问题，解决
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

一周问政概况

5 月 9 日~5 月 15 日，心通桥网络问政平台接到诉求 303
件，各职能部门回复 288件，办结 217件。其中，疫情防控类诉
求最多，占总量的 26%，公共设施类占 17%,环境问题类占
16%，物业管理类占 12%，交通出行类占 10%，医疗保障类占
9%，教育公平类占7%，其他诉求占3%。

网友发帖：从未去过中高风险区域，健康码却变红了。
郑在抗疫：因已注销的手机号扫码所致，现已改成绿码。
5月 11日，弓先生在“郑在抗疫·一帮到底”平台求助，称自

己做核酸检测时，发现健康码变红，但自己从未去过中高风险区
域，希望能查明原因，尽快恢复绿码。

据了解，弓先生下楼做核酸时，发现健康码变红，社区工作
人员说弓先生名下的一个手机号于 4月 29日在钱塘衣城扫过
码，所以推送红码。

“这个手机号我已经注销两年，现在被别人使用了，联通公
司也给我出了证明。”弓先生说。

在核实情况后，平台工作人员将此信息转办至郑东新区防
疫部门，经防疫部门再次核实回复：弓先生名下曾注销的号码确
实在钱塘衣城扫过码，因此弓先生的健康码被推送为红码。最
终，经相关部门的共同研判，郑东新区防疫部门表示，已与弓先
生取得联系，等弓先生提交相关核酸检测证明和签订承诺书，核
实无误后便可恢复绿码。

之后，弓先生表示：“已经改成绿码，并且解除了隔离。”

郑在抗疫

已回复热帖

1.网友发帖：居家期间连续停水，非常不方便。
白沙的郑汴水务供水水压低，导致我们居住的有色地质家

园 A区高层三天没水，其间短暂来过一两个小时又停了，现在
疫情居家期间非常不方便。

郑东新区回复：经向豫兴路办事处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多
数居民居家，导致用水量增大，造成部分楼层一时供应不上，郑
汴水务公司已启动备用阀门，以保证供水。

2. 网友发帖：职称转移状态一直没有审核。
我最近需要从郑州市人社局职称处把职称转到商丘市，申

请已经发出，但是一直没有审核，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郑州市人社局回复：已沟通商丘市教育部门，现已审核

通过。

3. 网友发帖：本人医保能给父母检查身体用吗？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回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个人账户资金允许用于支付本人及指定人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或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费用。城镇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规定病种费用和居民医保门诊统筹费用，不
得用他人个人账户资金支付。

心通桥指数
（5月9日~5月15日）

强能力锻作风优服务促发展

身边正能量

“眼看着挂满枝头的樱桃都落地了，颗颗果子又红又大真让人心
疼啊。你们能来真是帮了大忙，谢谢大家了！”原本愁容满面的果农
刘心愿，看着一袋袋被志愿者装好的樱桃，脸上笑开了花。

5月 17日一早，郑州公交徐亚平志愿服务队来到龙湖镇楚家垴
村的樱桃园中，为他解决了滞销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果农刘心愿是在楚家垴包地种的大樱桃，销量一直都不
太理想。

“前两天刚下过雨，这樱桃一碰见下雨天就容易裂果，成熟快
还不易保存，你不知道这多心疼人。我们一年就指望这几天呢。
这又是裂果又是疫情的，别提多愁人了。”看着满树的樱桃，刘心愿
情不自禁地说起了自己的不容易，这满园的樱桃树是他家的依靠。

在得知情况后，郑州公交第四运营公司四车队党支部及时
带领公交志愿者上门帮助刘心愿采摘运输，并积极组织线路职
工购买。

在采摘现场，志愿者人手一筐，有的在树上采摘（如图），有的
忙着过秤。一上午的时间，近百斤的樱桃迅速被志愿者打包装好，
并按市场价全部买走。除此之外，志愿者还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
等平台为刘心愿家的樱桃园进行广泛宣传，呼吁身边人参加助农
爱心采摘活动。

临走时，果农刘心愿拉着志愿者的手连连道谢。党员志愿者、
B17路党支部书记娄元斌笑着说：“力所能及地购买些樱桃，不仅能
减少您的损失，也能让我们尝尝鲜，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以
后只要您需要，我们还会来。”

疫情防控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