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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抗疫一线党旗红

战“疫”有我

本报讯（记者赵梦卓）疫情发生以来，舒兰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发出征集退役军人志愿者倡议书后，在短时间内就有146

名退役军人主动请缨，成立了退役军人志愿者消杀队。同时，成

立退役军人志愿者临时党支部，对退役军人志愿者进行岗前培

训，并为其购买意外险。

据悉，该消杀队分为蓝天消杀队、退役军人志愿者1队、退

役军人志愿者2队、高速卡口消杀队共4个队120人，负责舒兰

市封控小区、封控单元、无物业管理小区、核酸检测点、高速公路

卡口等重点部位消杀工作。他们每天背着近20公斤的消杀喷

雾器，连续工作十余个小时。

“我身体健康有力气，请组织批准我上抗疫一线的请求。”62

岁的退役军人潘克余在疫情发生后，多次打电话给舒兰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武汉带头坚守夜晚和凌晨的岗位。夜里

天冷，消杀用的喷雾器喷头冻住了，他就用手焐到融化，坚持完

成消杀任务。“咱是当过兵的人，疫情当前，在人民最需要的时

候，我必须上！”武汉说。

自3月9日至3月25日，消杀队员们夜以继日，为228个小

区、517个单元、760个核酸检测点以及高速公路卡口2890辆车、

2651人进行消杀，为疫情防控贡献了退役军人的力量。

“咱是当过兵的人,必须上”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外人“看不见”的医生。他们离

病毒很近，是抗疫前线的“侦察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检验科医生。吉林市化工医院检验科于博丞就是他

们中的一员。

于博丞是检验师，近几年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先后参加过

“吉林市支援通化核酸检测医疗队”和“吉林省支援天津核酸检

测医疗队”。

3月4日，吉林市化工医院抽调10人组成核酸检测先锋队，

赶赴吉林市核酸检测基地，他担任核酸检测队组长。“我是检验

师，我应该在最需要我的地方！”

工作期间，于博丞要穿好防护服，戴好护目镜和橡胶手

套，再与病毒“面对面”。实验室空间狭小，他常常闷热难耐，

里面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等走出实验室时，常常是精

疲力竭。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于博丞每次取样、加样，都要精确

到几微升。在基地工作的日子里，他每轮检测工作都要持续

10至16小时，完成1.5万至2万样本检测。“外人觉得检测很简

单，实际上我们检测数量大、时间紧迫，根本没有闲下来的时

候。”于博丞说。

每轮核酸检测结束，其他成员回隔离酒店休整时，于博

丞还在基地的办公室里，填报当轮所做标本的检测结果、汇

总数据，对实验室内进行最后的消杀灭菌，为下一轮检测做

好充分准备。

于博丞作为组长，为提高检测速度及检测质量，不断进

行精细化岗位管理，队员们身体和心理都承受着巨大压

力。他还要时刻关注，及时做好疏导，让团队始终保持旺盛

的斗志。

谈到风险和压力，于博丞说：“我们战斗的地方，就是守护人

民生命安全的最前线；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守

在最前线！”

抗疫前线“侦察兵”
本报记者 李婷 周凇宇

“信息摸排很重要，咱们要逐户逐人排查，做到村不漏

户、户不漏人。”

“迅速成立卡点执勤，群众的安全能早一刻得到保障。”

“一些工作要做得更好一点、更细一些，确保防疫不出

差错。”

……

3月 7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复杂，省吉盛资

产公司派驻到临江市大湖街道葫芦套村的驻村干部姚向

涛，趁着夜色赶到村书记纪磊家，开了一次碰头会，共同商

量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考虑到现在村里各草莓大棚需要“放风”作业，村民大

多会早起下地干活，于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姚向涛就和

纪磊、驻村干部赵吉贵各带一组人，挨家挨户开始了“敲门

行动”。

排查在村常住人口，建“卡点”、测体温、设置核酸检

测点、搭建隔离帐篷，两天内，姚向涛和驻村队员为了给

核酸检测工作留出更多时间，不分昼夜、不顾疲劳，做好

了全部准备工作。

“3月8日开始，我们就没停下过，也不能停，山上山下的

村民住的都比较远，山上的村民信息渠道少，有的老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也从不下山，我们必须挨家挨户宣传到位，帮

他们完善吉祥码，一刻也不能放松。”姚向涛告诉记者。

连日来，姚向涛在联络员、服务员、宣传员等角色中随

时切换，帮助群众及时了解疫情动态、做好防护，坚定群众

战“疫”的决心，增强群众战“疫”的信心。

村民来桂珍老人已 87 岁高龄，由于眼疾，双眼近乎失

明，无法完成吉祥码注册，村里类似的情况有很多。为了不

影响核酸检测工作整体进展，姚向涛与纪磊商议决定，特事

特办，先跳过信息录入环节，登门为老人们进行核酸检测工

作。

首轮核酸检测过后，姚向涛仍心念着老人，他认为老人

的吉祥码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仍会对以后的生活带来困难和

阻碍。“我一定要为老人排这个忧，解这个难。”姚向涛请教了

相关技术人员，最终把老人的吉祥码注册成功。

驻村干部——

站好岗 守好村
本报记者 杨晓艳

疫情当前，一群勇士奋战在没有硝烟的

战场。在众多抗疫战士中，有这样一对伉俪

“大白”，一个身为国企职工，另一个身为医

护工作者，他们分别奋战在长春、吉林两地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是吉林省农业投

资集团食品安全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希官和

吉林市龙潭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治医生

云云。

疫情发生后，孙希官在长春市朝阳区前

进大街阳光城小区日丽园做志愿者，从3月

17日至今，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他每天早

早来到社区疫情防控点，配合工作人员进行

数据统计；组织核酸检测居民有序排队、扫

码登记、测量体温；开展上门服务，把生活物

资运送到居民家门口。

志愿者工作很辛苦，亦有感动。每天工

作10多个小时，嗓子都喊哑了，防护服内汗

水湿透全身。自从当上志愿者，他共计7次

服务社区开展核酸检测、7次参加“敲门行

动”，发放抗原检测试剂700余盒，运送生活

物资到户300余次。

“两天前，我帮社区工作者组织居民进

行核酸检测，有一位60多岁老先生做完核酸

回家给我们拿来两瓶热水和几片暖手贴，这

让我非常感动。”孙希官告诉记者，虽然是平

常小事，却让人特别暖心。

“你自己也多注意点身体，做好防护。”

视频时，孙希官嘱咐着战斗在吉林市抗疫一

线的妻子云云。3月初至今，她一直在为吉

林市江机小区和江山如画小区的2000多户

居民进行核酸采集，每天工作15个小时。

自3月1日接到支援社区抗疫命令后，

云云把父母从江北接来照顾上初二的女儿，

自己投入抗疫一线。

“有一次，我为居住在江山如画小区

的89岁张奶奶上门采集核酸，她为我伸出

大拇指点赞。”云云对记者说。张奶奶患

有脑血栓多年，言语含糊不清。当云云穿

着笨重的防护服走进屋里时，老人伸出了

大拇指。采集完核酸后，老人又一次为她

点赞。

如今，夫妻俩继续战斗在前线，相互鼓

励、相互支撑，共同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夫 妻 抗 疫“ 双 城 记 ”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抗疫路上，有这样一对夫妻：他是坚守

消防安全保障的“火焰蓝”，她是保卫人民身

体健康的“天使白”，他们舍小家、顾大家，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最美的“并肩前行”。

徐彦军是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

长，在疫情防控关键期，为保证辖区消防安

全形势稳定，他想在前、干在先，深入疫情隔

离点、定点医院、定点物资采购场所开展检

查80余次，指导做好防火工作。徐彦军说：

“疫情期间消防安全不能放松，妥善保管酒

精等易燃物品，确保疫情集中隔离点等地的

绝对安全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就算再苦再

累，也要及时检查，消除每一处火灾安全隐

患，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疫情期间，在吉林消防救援总队和延边

州消防救援支队党委的安排部署下，徐彦军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64处。他还带领大队驻

乡镇（街道）工作人员开展大风天火灾宣传

30余次。利用乡镇（街道）微信群，向居家隔

离人员发送微信提示500余条。同时，利用

“线上”服务模式，徐彦军参与社会单位培训

十余课时，为战“疫”筑牢了坚实的消防安全

保障。

徐彦军的妻子郑延梅是延边大学附属

医院传染科的护士。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

她主动请缨加入核酸检测一线。2月底至

今，她一直从事医院门诊的核酸检测工作，

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为数百人进行检测。

汗水经常将衣物浸透，长时间佩戴口罩导致

她的面部红肿压伤，她说：“这点苦不算什

么，还有很多医护工作者比我们更苦更累。”

3月初开始，徐彦军和郑延梅就奋战在

各自的岗位上，快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徐彦

军说：“像我们这样的抗疫家庭还有很多。

只要我们坚守岗位，筑牢战‘疫’防线，就能

守好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最爱的人。”

“火焰蓝”携手“天使白”——

最 美 的“ 并 肩 前 行 ”
本报记者 纪洋

面对疫情，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

社区党委通过建机制、广发动、重宣传、细排

查、严管控、优服务、强保障，打出了一套疫

情防控“组合拳”。

3月18日，在电力医院宿舍小区门前，

志愿者付强和两名同伴在热心地为居民服

务，连日的工作让他们的嗓音变得沙哑。“我

和其他几位志愿者都是这个小区里的商户，

每天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7点半工作，就想

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小区居民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付强告诉记者。

战“疫”打响，十委社区党委上下联动，

党员冲锋在前，日夜坚守在疫情防控最前

沿，大力发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社区

党委积极组织“三长”人员入户发放“致居民

一封信”，在小区门口安放大喇叭，扩大居民

知晓率；通过三级网格群、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发布疫情防控相关内容，让疫情防控知识

进门入户入心；通过录制疫情防控小视频，

宣传疫情期间小区管理制度，组织居民配

合、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由于十委社区辖区内大多都是老旧小

区，因此社区党委采取“物业小区督促物

业管理、自治小区加强自治管理、无物业

小区实现社区兜底管理”三种方式对整个

辖区进行疫情防控管理，并采用大片区合

围的方式将散居小区进行封闭管控。“我

们社区人手有限，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居民

的理解和支持。在与居民沟通过程中，楼

栋长、单元长、党员、志愿者都起到了很大

作用。”网格长王立娜说，目前工作十分繁

重，常常要从早上6点多开始准备一天的

工作，到次日凌晨1点左右才能休息。从3

月8日开始，身为党员的王立娜，每天吃住

都在社区。

为解决居民需求，十委社区党委专门设

立了24小时“应急防控服务岗”，分门别类、

突出重点，由党员带头，采取个性化、定制

化、多样化服务，满足居民需要。“在疫情期

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全部下沉到网格中，

与网格长一起做好辖区居民的后勤保障工

作及心理疏导工作，从物质和精神上服务居

民，消除居民的焦虑情绪。”社区党委书记

林静告诉记者，社区网格长通过建立老弱病

残孕特殊群体台账，并将社区工作人员配备

到网格中，一起对接特殊群体，定期回访，了

解需求，及时帮助解决困难。

打 出 一 套 抗 疫“ 组 合 拳 ”
——记长春市二道区东站十委社区党委

本报记者 刘霄宇

受疫情影响，长春市按下了“暂停键”。

日前，按照要求，长春市内居民不得外

出“离境”，正在长春出差的王健，也被隔离

封闭在二道区荣光街道福安社区，工作不得

不暂时中止。

35岁的王健居住在天津市，是玖信煜丰

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员。他在隔离期间

几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结束隔离后，

他偶然看到共青团长春市委发布的志愿者

招募令，想着要为处在疫情中的长春做些贡

献，便联系社区，报名加入到志愿者服务工

作中。

“这是我第二次做防疫志愿者，工作起

来相对轻车熟路。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感觉

长春人民很热情，也愿意积极配合防疫工

作。”王健对记者说，“我平日负责居民核酸

检测的扫码登记、维持秩序、帮老年人登录

吉祥码等工作。”由于王健身体素质较好，他

经常主动申请入户排查，多次上门给行动不

便的老人做核酸采集。

当社区居民感谢王健对长春抗疫工作

的支持和奉献时，他说，先要感谢年前吉林

对天津抗击疫情的支持。今年1月份天津突

发疫情，在全国人民包括吉林人民的大力支

持下，才使天津疫情得到快速控制。作为天

津人，很高兴在吉林需要的时候也能贡献一

份力量。

王健笑着对记者说：“哪还分什么天津

人、吉林人，疫情之下，我们都是一家人。”

来自天津的志愿者：

“ 我 们 都 是 一 家 人 ”
本报记者 刘勃 张宽

近日，吉林
市一处工地，数
千 名 施 工 人 员
争分夺秒、昼夜
不停地赶进度，
全 力 抢 建 方 舱
医院。

本 报 记 者

宋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