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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全 面 行 动 守 护 共 同 家 园
——战“疫”中的吉林儿女

“我有经验，我可以。我愿意接

受艰巨的任务，疫情不下线，我也不下

线。”3月11日下午，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统计驻台采访的记者，

《第1报道》栏目组记者王儒雅主动请

战。

本轮疫情发生后，王儒雅始终奋战

在采访一线，报道联防联控举措、记录

抗疫感人故事。3月15日，接到首批转

运患者入驻长春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

直播任务后，王儒雅立即与频道直播团

队商定直播方案。之后，冒着大雪赶往

现场测试信号，经过近3个小时奋战，

顺利完成直播首批新冠肺炎患者入驻

方舱医院的任务。

王儒雅从事记者工作已经 10个

年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她曾多次深入定点医院、社区及省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现场进行直播报道，

第一时间将“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的

感人故事通过手中的话筒向公众传

递。

3月17日下午，得知台里要向疫情

严重的吉林市派驻记者后，王儒雅第一

时间申请出战。出发前，她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晚，王儒雅抵达吉

林市后立即投入到采访工作中，回到驻

地已是凌晨。为了给制作节目腾出时

间，她经常是三餐变一餐，工作到凌晨

更是家常便饭。

作为吉林广播电视台特派吉林市

记者，王儒雅除了给全台新闻栏目提

供素材外，还承担着新媒体端的报道

任务。在频道成立的“公共新闻·吉

林市报道组”微信群内，王儒雅每天

上报选题五六条，频道安排专人全力

配合她做好后期剪辑工作，确保将其

采访到的每条新闻第一时间在全台

共享、制作播出。

“赴‘疫’线是职责使命，在现场是

义不容辞。”王儒雅和频道所有采编播

人员的话掷地有声。

在 现 场 ，义 不 容 辞
本报记者 马璐

3月15日，一场雨雪让长春的道路

变得难行，很多路段道路结冰严重，位

于市郊的莲花山泉眼镇也是如此。

下午3点半，民进长春市文化传媒

支部副主委鲁江开车出发，去接替已值

班8小时的同事，他是负责莲花泉眼小

区封控管理执勤工作的一员。

车行至泉眼大街一个弯道时突然

失控，漂移180度后撞到了道路右侧的

马路边石。只听“砰”的一声巨响，车辆

前保险杠把马路边石撞成了两截，两个

安全气囊全部弹出，车内顿时弥漫一股

焦糊气味。

“完了，换班要迟到了。”下了车的

鲁江惦记的是自己的执勤工作。马上

就到交接班时间了，他拿起手机拨出第

一个电话。

“领导，我车出了点状况，你一会儿

能不能顺路把我捎上，我怕执勤来不及

了。”怕单位领导担心，鲁江隐瞒了车辆

出事故的消息。

挂断电话，他立马又打给了要与自

己交接班的同事。“我的车出了点状况，

得晚点才能过去接班，你先帮我盯着

点，辛苦了。”

几经周折，一个半小时后，鲁江终

于站在了莲花泉眼小区的执勤点上。

从3月12日加入莲花泉眼小区封

控管理执勤工作至今，鲁江还没回过

家，一直和同事们住在单位，每天三

班倒。

“我家老人胃疼，好像是急性肠胃

炎，得去医院。这咋办啊？”3月22日，

正在执勤的鲁江收到了居民的求助。

泉眼镇虽有3家卫生院，但都处于

停诊状态。鲁江第一时间联系了泉眼

镇相关负责人，如实告知情况，又联系

了同样在此执勤的警察，询问交通通行

情况，前后15分钟，事情得到妥善处

置，老人被送往医院。“一切出发点都是

为了百姓的安全和健康，只要百姓有

求，我们必须回应。”鲁江说。

百 姓 有 求 ，我 们 必 应
本报记者 孙红丽

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美丽江

城吉林市，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3月10日21时，磐石市隆达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强紧急组

织集团下属客运公司10辆大客车，经

过紧急消杀、清洁，赶赴吉林市区转运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生。

接到转运任务后，作为吉林市劳

动模范，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王强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没有任

何迟疑，立即选调公司驾驶经验丰

富、责任心强的驾驶员组成抗疫转运

车队，快速出发。历经31个小时，一

直到车队里最后一辆车凌晨4点安全

返回，顺利完成全部转运任务，他才

如释重负。

磐石市隆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隆达客运，目前拥有各类营运车

辆136辆，是磐石市唯一经营跨省客运

班线和旅游包车的客运企业。

当疫情发生后，王强时刻关注疫情

变化，狠抓抗疫期间职工思想教育，号

召职工积极参加抗疫志愿者行动。多

次组织为街道、社区、乡镇抗疫卡点捐

赠食品、物资等。

为做好磐石市抗疫人员转运保障

工作，王强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每天

奔波于抗疫一线，靠前指挥。组建了

由大巴车、7座商务车、电动公交车等

40辆各类客车，50名驾驶员组成的抗

疫转运应急车队，先后组织完成了运

送支援吉林抗疫医疗队，转运吉林农

业科技学院学生，磐石驿马镇样子沟

村民转运，接支援吉林抗疫医疗队凯

旋等多项重大转运任务。转运车队多

次前往吉林、长春、白城等地，穿行于

磐石各乡镇间，十几天来已发出195个

车次，转运3375人次。

疫情当前，作为一家省级客运优质

服务示范企业的负责人，他带领着隆达

实业集团全体职工，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携手同心、抗疫有我”的诺言。

携手同心 抗疫有我
本报记者 王旭

疫情当前，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特

勤大队成立的“终末消杀队”，从平日灭

火的主力军转变成病毒消杀的骨干力

量。吉林市“特等劳模”陈宇强就是其

中的一员。

陈宇强有腰椎骨裂的老伤，但每次

接到任务，他总是标杆似的站在队伍最

前面。听说有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终末

消杀任务，他主动要求前往，从消防员

变身“消杀员”。

终末消杀会直接接触患者的日常

物品，消防员必须穿着全套防护装

备。陈宇强每天要背着30公斤的装备

行走4万余步，上下楼梯2000余阶，喷

洒1000公斤消毒药剂，一干就是8个

小时以上。

早上5点，是陈宇强起床的时间。

“我们的早餐吃得很少，水也喝得很少，

因为只要上厕所就要占用消杀时间，就

要重新更换一套防护服，还会增加感染

的几率。”陈宇强告诉记者，他每天执行

任务，都穿着纸尿裤。

喷洒药剂、打包消杀垃圾、擦拭全

部表面、再次彻底消毒，一系列正规严

谨的消杀流程下来，仅一个房间就要耗

时30分钟以上。

消杀环境危机四伏，消杀过程也

是困难重重。有一次消杀时，弥雾机

的药液管突然脱落了，陈宇强赶紧和

另一位队员利用现有工具维修，保证

了工作进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他默默

奉献，始终坚守着。人们看不到他被护

目镜压破的皮肤、让背带勒破了皮的肩

膀，还有顺着发梢和额头流淌下来的汗

水，只有同事们知道他的付出。

消防员变身“消杀员”
本报记者 李婷 周凇宇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3月10

日，蛟河市好人帮志愿者协会招募30

多名志愿者，组建应急车队，接送医护

人员往返。

当天，蛟河市卫健局工作人员为志

愿者讲解了防护措施和注意事项，并为

他们发放了防疫物资。防疫应急车队

队长兰兴表示，医护人员很辛苦，他们

休息好，才能更好地工作。

兰兴告诉记者，自组建应急车队以

来，共接送医护人员2000余人次，出动车

辆近千辆次。连日来，车队所有队员随

时待命，积极为医护人员提供接送服务。

据了解，面对此次疫情，从3月7日

起，好人帮志愿者协会已组织25辆车

参与到疫情防控宣传工作当中。他们

每天早7点到达指定重点小区，采取定

点和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宣传，每天宣传

10多个小时。

蛟河市好人帮志愿者协会是2017

年正式注册的。近5年来，先后有200

多人加入这个爱心团队，参与爱心送

考、应急济困等公益活动，成为蛟河市

志愿服务的一面旗帜。

“好人帮”为医护人员提供接送服务

3月 25日一早，金文玲穿好防护

服，来到长春市东风大街加油站，检

查设备、清扫消杀，开始了一天的保

供工作。

抗疫一线总有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他们平凡朴实，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

暖着这座城市。

金文玲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是中

国石化吉林石油长春分公司东风大街

加油站党支部书记。“我们吉林石油的

广大党员和员工们没有退缩的。”金文

玲告诉记者，“我们的加油站和便利店

在疫情发生以来，依然保持24小时营

业。”

抗疫伊始，金文玲主动请战，“我

是党员，就应该我先上！”在她的带动

下，长春分公司油库、母站、加油站等5

个党支部陆续请缨，在全市封闭管理

的情况下，主动投身到值班岗位，驻

库、驻站办公，在基层筑起了一道“保

油供”的堡垒。

一天，由于长春多个小区实行封

闭管理，东风大街加油站的一名员工

无法上班。得知情况后，金文玲二话

没说，主动顶上其岗位，连续三天三夜

驻站值班。

每天，金文玲严格按规定，对工作

区域和设备设施进行消毒清洁、为员

工发放防护用品、及时支援现场加油

保供，并对进站顾客进行扫码测温、引

导他们使用“一键加油”等无接触支付

方式。

3月15日，东风大街加油站接到求

助电话，隔壁小区物业的发电机没油

了，而小区封闭，工作人员又无法进

出。此时，漫天飞雪，金文玲在做好散

装油品登记后，带领员工吴亚贤冒雪来

到小区护栏外取得装油铁桶，又返回站

内加满20升油，再次折返送至对方工

作人员手上。虽然辛苦，但金文玲说：

“保供！我们义不容辞。”

持续在岗，为百姓提供最暖心的服

务，保证油品供应；利用休息，为员工疏

导心理压力，传播正能量；传递爱心，为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

热腾腾的奶茶……“我做的这点事真的

不算什么。”金文玲说，“我是党员，就要

对得起胸前的党徽。”

保供线上的默默奉献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通讯员 孙琬姝

疫情发生以来，吉能集团迅速向

本单位全体党员发出“党有号召，我有

行动”抗击疫情志愿服务倡议。吉能

集团吉煤投资公司党员赵坤尧积极报

名参加志愿服务，她用10余天100多

个小时的志愿服务，践行着一名党员

的初心使命。

在得知所属社区招募志愿者后，

赵坤尧主动联系了社区网格长，成为

一名一线的抗疫志愿者。赵坤尧几

乎每天都是迎着初升的朝阳出发，伴

着深夜的星辰回家。在风雪中前行、

坚守，即便鞋子被雪水浸湿一遍又一

遍，她也从没有想过放弃。“小区居民

行程卡查验、信息录入、上门核酸采

样、核酸扫码等都是我的日常工作。”

赵坤尧说。

在之前的核酸检测系统更新中，

赵坤尧主动参加线上培训，提前学习

操作流程，为更好开展志愿服务学习

必要技能，并在后续服务中主动承担

起社区核酸检测、扫码录入工作。为

了让社区群众深入了解检测流程，避

免不必要的风险，她耐心细致、有序疏

导。面对年纪大、操作不顺的待检群

众时，她逐人录入、详细讲解。

回顾这些天的志愿服务，赵坤尧

对记者说：“能成为一名志愿者为抗击

疫情出力，我感到很自豪。”即便知道

防护服的穿脱不便会导致不适，即便

因为暴雪天在户外连续工作而全身冻

僵，即便自己在工作中遇到委屈在防

护服里偷偷落泪，但我并不为我的选

择后悔。”

每天工作在社区，赵坤尧深知当

前防疫物资供应紧张。她主动联络身

边人参与捐赠，与好友共同向吉林省

慈善总会捐助口罩1000只、84消毒液

120公斤。“虽是微薄之力，但作为一名

党员，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来有所作

为。”赵坤尧说。

赵坤尧告诉记者：“我父亲是一

名在卫生战线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

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父

亲便坚守在防疫一线，我曾见证了父

亲连续工作十几天未回家的艰辛和

不易，也深深被父亲的辛苦付出所感

动。如今我们再次遇到疫情，虽然我

不能像父亲一样从事专业的抗疫医

疗工作，但能有机会在志愿服务岗位

为消灭疫情出力，我很自豪，我认为

这是我们父女两代人的一种精神传

承。希望疫情能快点结束，希望我们

的城市能尽快回到往日的繁华。”

父女两代的精神传承
本报记者 刘勃 张宽

“多亏了热心的志愿者小乔，要不

然真不知道怎么办呢！”最近，这句话成

了家住吉林市造纸厂公寓楼居民解奶

奶的口头禅。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吉林市小区实

行全面封控管理，对独居、有慢性病、需

要长期服药的老人来说是种考验。好

在有一大批勇于担当、富有耐心的志愿

者，在疫情防控中充当“服务员”“跑腿

员”和“信息员”，封控不封关怀，居民的

健康和生活需求成了他们每日奋战的

一项主要工作。

解奶奶口中的小乔是吉林市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志愿者

乔丹羽。

疫情突如其来，3月4日，吉林市生

态环境局机关党委征招志愿者：“有没

有人报名志愿者？要去的11点之前到

市礼堂做核酸。”在不知道具体任务的

情况下，乔丹羽立刻报名，奔赴了抗疫

一线。

3月6日起，按照社区要求，她来到

昌邑区交警支队楼后路口卡点，协助社

区同志“扫楼”，积极妥善处置居民需

要。她在室外卡点上每天工作8小时，

连续工作了7天，直到13号轮岗才第一

次休息。

乔丹羽负责的站岗卡点是个老旧

散小区，居民八成以上为老年人，在小

区封控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关怀和照

顾。对此，乔丹羽下了一番功夫。她对

小区400多户1000多人进行了摸排，每

一个有困难的居民的情况她都熟记于

心。

在卡点区域内，一名聋哑老人独自

生活。她的儿子十分焦急地找到了乔

丹羽，“我妈妈独居，我又进不去，她无

法与做核酸的工作人员交流，帮忙想想

办法。”乔丹羽详细记录下老人的信息，

主动找到老人，陪同她一起做核酸，帮

她把身份信息填好。在她的帮助下，老

人顺利做完核酸检测。在吉林市后续

开展的10轮核酸检测中，乔丹羽多次

陪同老人，她用微笑告诉老人：“有我

在，您放心。”

说起辖区的群众，乔丹羽拉开了话

匣子，对记者如数家珍：“透析的大爷每

周二、四、六需要就医，我们帮忙联系了

社区书记，开具了相关证明，病人得以

顺利就医。”“老人通过电话订菜，菜到

了卡点，老人取菜不方便，我给他送到

单元门口。”

居民的心脏病药不足了，她主动代

为购买，并联系社区拓宽购药途径；解

奶奶有脑病后遗症，腿脚不便，而且记

性不好，小乔就成了她的“记事本”，遇

到困难她就找小乔；还有的老人不会用

智能手机线上采购，她就热心地记下他

们的电话，看到送货的商家就帮助协调

联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疫情考验着吉林人的团结和互助，

曾经的陌生人，现在成为了‘家人’，做志

愿者获得群众认可的同时，我自己也收

获了温暖。”乔丹羽说，“小乔、丹羽……

每当听到老人家这么叫着我的名字，或

者熟悉的阿姨看到我，叮嘱我注意身

体，我心里就特别的幸福和感动。我决

心，疫情不退我不退，我要与大家一起

奋战到最后，迎接胜利的曙光。”

解奶奶的“记事本”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刘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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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