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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3月 25日，长春市净月区朗天社

区核酸检测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为了大家的安全 ，请有序排

队，自觉间隔两米距离！”一位“大

白”志愿者站在居民排起的长队旁，

不时提醒着。这位“大白”是来自省

机电研究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赵增

阳。

自疫情发生以来，赵增阳所在

社区封控、管控小区不断增多，疫情

防控压力很大。“得知消息后，我马

上联系社区，报名志愿者服务，这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赵增阳说，“虽

然家中有不足两个月的婴儿需要我

照顾，但我爱人和家里老人都非常

支持我。特殊时期，我要迎难而上，

也想给家里的宝宝做一个好榜样。”

在疫情防控中，身为九三学社

社员的赵增阳每天坚守在志愿者岗

位上十几个小时。“每天他都是从早

到晚忙个不停，检测队伍引导、帮助

居民扫码登记、为行动不便老人进

行上门检测、登记管控区特殊人群

台账、扫码发放自检试剂盒，还有楼

内消杀、搬送物资、清运垃圾、张贴

公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社

区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除了完成社区委派的任务外，

赵增阳还协助医护人员上门为隔离

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密接人员需要

居家隔离 14 天，他担当起了“采买

员”“快递员”的角色，帮助物资短缺

的隔离人员代买生活用品，把十几

公斤重的物资送到居民家门口。

“在密接人员中，我得知有一位

耄耋老人，牙龈肿痛已有 4 天，我马

上向社区管理人员反映了老人的情

况。在多方沟通后，我联系好车辆，

顺利为老人购买了药。”

当起“采买员”“快递员”
本报记者 刘勃 张宽

3月20日，方长丽受伤了。她在搬

运消毒液时不慎造成肩膀韧带撕裂。

方长丽是吉林瀚星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今年60岁。她搬运的消毒

液一件20公斤，“疫情发生以来，这种

事天天都在做”。

3月5日，瀚星集团旗下的四星级

酒店紫光苑华美达“受命”接待来支援

吉林市的医疗队，最远的医疗队来自江

西，共104人。“我们把酒店全部房间都

腾出来，但消毒液、防护服等不够用。

市内商铺都关门了，我就托人把别人家

里的酒精都‘划拉’来了。”

这些天，她“划拉”来的必需品有十

多种，大到吹风筒、加湿器，小到医疗垃

圾袋、挂衣架，价值80多万元，“医务人

员每天都要用消毒液、酒精泡衣服，原

有衣架、衣挂不够用。”

“我们集团下面有一个供热公司，

疫情发生后，要在我的供热区内建方舱

医院，突然增加5万平方米供热面积，

煤就不够用了。我又筹集了300万元

资金，在内蒙古等地进煤……”

方长丽生长在吉林市，对家乡有深

厚的感情，“这次疫情，我们都急坏了，

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疫情之下，企业家更要有担当。”如

今在养伤的她仍然时刻挂念着酒店，经

常打电话到后厨，反复叮嘱要确保饮食

安全，让住在这里的医疗队吃得舒心。

总 觉 得 自 己 做 得 不 够
本报记者 王文辉

自长春市各小区实行封控管理后，

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党委

书记、吉大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高云

峰等30名律师立刻组成了“吉林新智”

抗疫服务团，为长春市一些街道和社区

提供服务。

“白衣律师”高云峰利用微信群向

吉大律所党员、律师及工作人员发出

了抗击疫情募捐倡议书，并率先捐出

价值5万余元的防护服、鞋套、手套等

物资。在我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

会开展的“同心抗疫·再献新阶层力

量”活动中，高云峰又带头捐款2万元，

号召广大新阶层人士和律师事务所党

员、律师在疫情防控中捐款捐物，传递

抗疫正能量。

为了响应上级号召，让更多的人走

上志愿者岗位，高云峰根据省、市疫情

防控需求，在我省新阶层人士中发出

《新阶层·党旗红 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

令》。同时，面向参与疫情防控的医生、

警察和社会群众等进行线上义务法律

咨询。

在工作之余，高云峰还利用各种机

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培训，他总是对志愿

者们讲：“作为志愿者，不仅要维护他人

的安全，也要保护好自己。”

“ 白 衣 律 师 ”
本报记者 刘帅

3月25日上午，记者加了舒兰市抗

疫志愿者于天琦的微信。“小鱼老师”是

她的微信名。名字中那个五彩小鱼的

图像，正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也很契

合她的工作——舒兰市第一小学美术

教师。

自3月初舒兰市抗疫工作进入攻

坚阶段以来，舒兰市第一小学校长带

头，于天琦和她的20多名同事投入到

抗疫一线当上了志愿者。她因此收获

了一段最难忘的经历。

本轮疫情中，舒兰市也有了阳性病

例，阻断社区传播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于天琦和同事们参加了多个社区的核

酸采样录入以及卡点执守工作。她说

每天重复最多的话就是：“往前来、打开

吉祥码、保持一米间距”……

两人一组进行核酸采样，每天要采

五六百人，一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但

于天琦不知道与她一组的医护人员叫

什么名字。不仅是因为太忙、医护人员

换了又换，更是因为穿上防护服，大家

全副武装后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面罩

挡着，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当了近一个月志愿者，感觉最难的

是有个别年纪大的群众不下楼、不配

合。还有的人认为当志愿者一天都能

赚不少钱，其实志愿者都是无偿服务

的。

感觉最累的是爬楼梯。记不得多少

次了，爬上了六七楼，住户家却没人开

门。可下楼不久，住户又来电话说现在

回家了，让检测人员上门去给家中卧床

的老人采核酸。爬楼时出汗，雾水顺着

面罩往下滴，什么都看不清。这种情况

下，只能用手敲一敲面罩，让雾水尽快落

净。

防护服从上午九点穿上，一直要穿

到傍晚五六点钟,全部采样工作忙完了

才能脱下来。中间不吃饭、不喝水。于

天琦说：“排队采核酸的群众太多了。

如果我们休息，无人替换，群众就得回

家后再回来重新排队。”

最开心的是遇到热心群众给抗疫

人员送暖水袋、暖水瓶。站在凛冽的寒

风中采核酸，工作人员只能带一层医用

手套，还要频繁用酒精给手套消毒。手

经常冻得又红又肿。有了暖水袋（瓶），

热乎一下手，真是幸福。

于天琦印象最深的事发生在幸福

广场。那天核酸采样工作接近尾声，工

作人员都要休息了。忽然有个老大娘

颤抖着走过来，一把抓住她的手说：“姑

娘，我心脏病犯了，赶紧帮我找家人。”

于天琦马上翻出老大娘带的手机，联系

上了其在附近做检测的家人，并将大娘

送了过去。

说到最希望的事，于天琦说：最希

望疫情快点过去，孩子们都能回学校上

课。

小鱼老师的难忘经历
本报记者 苏宏梅

筑 牢 疫 情 防 控 钢 铁 防 线
——战“疫”中的吉林儿女

编者按：

连日来，全省各地医护人员、警务人员、社区工作者以及各界志愿者，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

共同战“疫”，坚定信心、众志成城，筑牢疫情防控钢铁防线，奋力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歼灭战阻击战。

抗疫一线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令人动容的故事。

一场疫情突发，吉林市各大医院一

手抓疫情防控不松懈，一手抓医疗保障

不间断。特别是对急危重症患者，发布

24小时联系电话，开通绿色救治通道，

确保急危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

救治。

这其中，离不开医护人员的辛苦付

出，他们在疫情中，坚守岗位，全力救治

高风险患者和各类急危重症患者，与时

间赛跑，同病魔较量，守护群众平安健

康。吉林市人民医院功能科主任王显

芝就是这样一位有担当的医务工作者。

在这场疫情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守

的阵地，或是方舱医院，或是小区卡点，或

是核酸检测点……超声检查和介入治疗

便是王显芝坚守的阵地，医院隔离期间，

部分患者病情紧急危重，此时最便捷、最

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超声介入治疗。

一位 68岁的老人入院期间持续

高热不退、腹痛并逐渐加剧，考虑化

脓性胆囊炎，如果不及时排出脓液，

胆囊穿孔形成弥漫性腹膜炎，患者有

生命危险。当临床联系到王显芝，她

立即汇报院领导，采取相应防护措施

为患者进行胆囊造瘘手术，手术十分

顺利，随着感染的胆汁被引流出体

外，患者疼痛症状缓解，随后体温逐

渐恢复正常。

另一位肾脏造瘘患者，由于引流

管堵塞，导致尿液引流受阻造成肾积

水，进而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生命垂

危，王显芝果断决定，紧急为患者进行

了引流管置换术，梗阻解除，患者转危

为安。

这些都体现了王显芝和团队敬佑

生命、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和临危不

惧、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到

处充满紧迫的脚步，与时间赛跑、与困

难较量。”王显芝说，抗疫仍在继续，她

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坚守着自己的

阵地。

急危重症患者的守护人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刘佳雪

3月11日是钱同学的13岁生日，当

天她在吉林市昌邑区隔离点集中隔

离。隔离点的“刘妈妈”特意为她送去

热气腾腾的生日面。

孩子们口中的“刘妈妈”，是吉林市

昌邑区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

公室主任刘宏亮，也是进驻速8酒店隔

离点的医务组组长。

“刘妈妈”所在的隔离点，被隔离观

察人员中有多名儿童，都是密接或次密

接人员。这些孩子因为没有家长陪同，

不免会有焦虑情绪。

作为母亲的刘宏亮，非常理解孩子

们的心情。她除了每天通过微信发布

疫情防控知识，说些温馨话，还抽空给

孩子们挨个打电话，通过视频监督他们

按时吃中药，不少孩子都称她“刘妈

妈”。

刘宏亮是3月2日接到紧急命令奔

赴隔离点的。从当天晚上8点多一直

忙到次日凌晨5点多，刚布置完100多

个房间，隔离人员就到了。她又忙着为

隔离人员办理入住登记、健康监测、心

理疏导、分餐送餐，自此开启了24小时

的“战斗”模式。

3月14日，一名隔离人员在微信里

说：“从我来到酒店到现在，你们每天为

我们不辞辛劳地送饭、测温、做核酸

……辛苦了！我代表隔离人员向大家

表示感谢，更感谢刘宏亮医生对我们家

人般的照顾和关心。我们的健康就是

你们劳动的硕果！”刘宏亮回答：“你们

平安，我们就值得！”

3月17日，第一批孩子解除隔离，

回到家人的怀抱。而“刘妈妈”又迎来

新一批隔离人员，继续新的战斗。

隔 离 点 的“ 妈 妈 ”
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我今天听说杏花邨社区出现了防

护用品短缺的情况，咱们得赶紧想想办

法。”

3月12日，在得知长春市朝阳区永

昌街道杏花邨社区出现口罩、手套等基

本防护用品紧缺的情况后，省应急厅地

震和地质救援处党支部书记周正学第

一时间通过微信群召集本部门的党员

干部，一起商议为社区抗疫一线人员张

罗防疫物资。支部的党员们积极捐

款。经过多方联系、紧急筹措，3月14

日，他们将购买到的1000副医用消毒

手套、1000只一次性医用口罩等防疫物

资送到杏花邨社区，解决了一线防疫人

员的燃眉之急。

自疫情发生以来，周正学和省应急

厅地震和地质救援处的党员干部们迎

难而上，把初心写在抗疫行动上，把使

命落在志愿岗位上，在抗疫一线筑起坚

固的防疫堡垒。

时间回到3月9日，刚刚结束为期

一周的应急值班值守任务的周正学，第

一时间下沉到居住地所在的长春市宽

城区站前街道白菊路社区参加志愿服

务工作。穿上防护服，手持大喇叭，每

天协助社区维持核酸检测现场秩序，对

群众进行心理疏导。白天的工作结束

后，他还积极参加夜间排班巡逻工作，

筑牢社区抗疫防线。

由于常年从事应急救援相关工作，

周正学对安全隐患问题非常敏感。3月

初，长春的大雪使得小区路面有积雪、

墙上有冻冰，增加了外出做核酸检测的

居民和工作人员滑倒摔伤和被坠落冰

溜子砸伤的风险。为此，他积极组织志

愿者们清理围墙、路面，及时消除了安

全隐患。

“谁不知道当志愿者有被感染的风

险？但这紧要关头，我必须豁出去。”

有周正学这样的“头雁”，省应急厅

地震和地质救援处的党员们各个冲锋

在前：53岁的卢旭辉不顾身体抱恙，坚

持多次下沉社区做志愿服务；刘野在家

中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爱人连续多

天封闭在单位的情况下，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两名年轻党员积极参与省里组织

的防疫行动……每名党员都在为疫情

防控贡献自己力量。

3月 25日，得知白菊路社区防疫

物资告急，周正学迅速寻找购买渠道，

以个人名义向白菊路社区捐赠价值

2000余元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40套，

有效缓解了社区防疫物资紧缺的实际

困难……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紧要关头，

豁得出去！战斗尚未结束，周正学和

同事们仍奋战在抗疫一线。据了解，

截至目前，省应急厅共下沉社区 432

人次，协助管控小区90余个、核酸检

测近 5 万人。共支援社区口罩 3400

只、防护鞋套 1050双、消毒手套 2000

副、医用防护服120套、免洗手消毒凝

胶500瓶。

把 使 命 落 在 志 愿 岗 位 上
本报记者 孙寰宇

3月25日下午，袁赫潞在办公桌前

忙碌着，作为辽源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

息科的科员，此时她需要赶紧结束手头

的工作，为明天全市第五轮核酸检测工

作作准备。

与此同时，她的爱人潘国栋也正在

国网辽源供电公司的变电运维中心继

续进行封闭值班。自疫情防控开始，夫

妻俩便开始了各自的忙碌。

潘国栋与袁赫潞是对“90后”夫妻，

疫情发生后，两人同时向各自单位请缨

出战。在潘国栋参加封闭值班的同一

天，袁赫潞也走上了社区防疫岗位。为

了抗疫，夫妻二人将仅13个月大的孩

子托付给家中老人照看。

“明早6点到岗，7点开始进行第

五轮核酸检测，我和同事一起负责两

栋楼8个单元的住户。”袁赫潞告诉记

者。自下沉到社区起，每天天还没亮，

袁赫潞就已经到社区挨家挨户开展排

查工作了。为了将“敲门行动”落到实

处，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她常常

忙到凌晨才能回家。“最累的不是爬

楼，而是把大家用于检测的咽拭子一

个个小心地插入采样装置中，由于天

气寒冷，大家排着队，必须要抓紧时

间，而这个工作往往要4到6个小时才

能结束。”袁赫潞说。

对于袁赫潞的辛苦，潘国栋是清楚

的。潘国栋作为一名监控值班员，同样

责任重大，他要负责辽源地区21座变

电站的运行监视、信息验收、远方操作

以及应急处置等工作。

谈起这次请缨，他说，首先是为了

响应公司的号召，践行“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企业宗旨，在特殊时期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另外，因为在疫情期间人员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作为青年职工，

同时还是一名党员，在工作中多分担一

些，在岗位需要我的时候主动站出来，

这是很正常的事。”

他俩也曾因为孩子的事犯过

愁。“老人身体不太好，还要带孩子，

难免担心。”袁赫潞说。但两人很快

就统一了思想，“同样为了抗疫奋斗

在一线的工作者、防疫人员还有很

多，战胜疫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这

一切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

的。等我们的孩子再长大些，我们也

能骄傲地和孩子说起这段工作经

历。”

坚守抗疫一线的“夫妻档”
本报记者 董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