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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抗疫一线党旗红

战“疫”有我

“成玉，马上赶回单位，有紧急任务，要

快！”3月14日，正在社区组织核酸检测的德

惠市委组织部档案室主任朱成玉，突然接到

单位领导来电，“现在派你带队，支援长春九

台区抗疫，马上出发。”

朱成玉二话没说，立即赶往集合点，组

织支援力量。不到半个小时，一支由51名

医护人员、51名街道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

同救援物资，迅速集结完毕。整装出发途

中，朱成玉和市医院带队领导再三叮嘱大

家，一定要穿好防护服，注意自身安全，遵守

工作纪律。

突击队到达九台区后，经过简单对接，

朱成玉马上组织队伍进入民乐社区吉利副

食胡同住宅新区、客运站西幸福之家超市院

内糖酒楼、佳龙花园小区，对3个小区600余

户1400余人进行入户核酸采样。当时，下

着小雨，而且天气逐渐变冷，加上不熟悉情

况，给采样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同志们，一

定要逐户敲门，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朱成玉认真了解小区地形、人员构成、居家

生活情况，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开展工作。

克服各种困难，处理遇到的各类突发问题，

直到深夜，朱成玉和突击队员才完成支援任

务。

3月 15日凌晨，突击队返回德惠。刚

刚经过短暂休整的朱成玉再次接到电话：

“成玉，你马上集结队伍，1个小时后出发，

支援万宝镇顺山村和广太村入户核酸采

样。”放下电话，他立即组织工作队员，再次

踏上征程。

出发前，朱成玉及时与村里取得联系，

详细了解情况，提前分发防护物品，布置具

体工作任务。同时，他还叮嘱大家要总结经

验，做好配合，提高效率，注意防护。直到深

夜，朱成玉带领工作队顺利完成了顺山村

940人、广太村720人的核酸采样。

“成玉，你先放下手里的工作，准备出发；

成玉，你组织队伍，1个小时后出发……”就

这样，朱成玉这个“疫”线“救火队长”，带着这

支“救火队”先后多次深入环境危险、任务繁

重、情况复杂的区域开展支援任务。

3月28日，朱成玉和他的工作队员经过

集中隔离后转为居家监测。谈起多次支援

“疫”线有何感想，他憨厚地笑着说，“这是一

名共产党员和组工干部应尽之责。只要组

织召唤，我义不容辞。”

“ 疫 ”线“ 救 火 队 长 ”
本报记者 李学伟

疫情期间，为全力守护居民“菜篮子”，吉林市千方百计保

民生，街道、社区、物流企业和志愿者等通力合作，确保“最后

一百米”配送到位。

“10号楼，下楼领蔬菜包！”4月1日午后，家住吉林市松北

二区10号楼三单元的郑春艳听到楼下志愿者的喇叭广播，立

即下楼，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排队、登记、领取，然后返回，

全程不到10分钟。

居民刘家宇是辖区居民，也是一名志愿者。打开新鲜的

蔬菜包，她高兴地说，居民不出小区就领到政府免费送来的蔬

菜，心里既踏实又感动。

同时领到蔬菜的还有小区居民杨旭，除了辣椒、土豆等蔬

菜外，她还被蔬菜包中一张纸条上的留言所感动：“辽吉一家，

共克时艰。同气连枝，共盼春来。千里驰援，物资不易。偶有

破损，敬请谅解。”她这才知道这些蔬菜来自辽宁。回到家放

下蔬菜包，她转身下楼加入蔬菜运送志愿者队伍。

“有志愿者的挺身而出，有社区人员的坚持和努力，我们

一定要把蔬菜尽快送到每一户居民家门口。”吉林市船营区大

东街道松北二区社区书记林红介绍，3月31日晚11点多，街

道将蔬菜转运到社区，社区干部和志愿者连夜卸车，一直奋战

到凌晨1点。

4月1日早7点，大家又利用电瓶车、手推车把蔬菜分发

到各居民区，并发动志愿者进行蔬菜分发。

一栋楼又一栋楼，一直到下午2点，近2200户居民家

全部领到蔬菜包。对于居家隔离和有困难的老人，社区

人员和志愿者采取送菜到门口的方式，保障居民及时领

到蔬菜。

小区疫情防控升级后，为做好蔬菜等民生物资的转运工

作，吉林市成立了由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组成的

1000余支近万人的配送小分队，积极为小区居民提供生活物

资配送。

让群众及时领到“暖心菜”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刘佳雪

说起刘怀的抗疫历程，无论

是业内同行，还是各医院参加抗

疫的医疗队员，或多或少都有所

了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他被报社任命为疫情报道组

组长，负责指挥从各部门抽调的

精干力量开展全面报道工作。

从腊月二十九开始，他就投

入到紧张的抗疫报道工作中。

联系支援武汉医疗队、协调省卫

健委等部门，获得大量线索，策

划开设了多个专栏……连续两

个多月，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

时，由于过度劳累，免疫力降低，

患上了过敏性哮喘、带状疱疹等

疾病。

当2021年疫情发生时，他

又担起重任，科教卫部派出两

名记者深入通化抗疫一线，他

每天策划选题，严格把关，充分

做好抗疫一线的报道。同时还

协助社领导审核与疫情相关的

稿件。

今年疫情发生后，正赶上他

轮值报纸夜班出版，正常值班是

每隔10天轮换，由于疫情防控

需要，他一干就是16天。吃住

在报社，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凌

晨两三点，有时天已大亮。虽然

是夜班出版负责人，但他却把自

己当成一名编辑，每篇稿子都要

仔细斟酌、修改，和值夜班的其

他同志一起严格把关，坚守阵

地，确保出版安全。他还根据疫

情需要，策划栏目，采写稿件，哪

样工作也没落下。不仅如此，他

还担任报社两个一线报道组的

指挥，晚上上夜班，白天审稿子，

再次开启了2020年抗疫的工作

节奏。颈椎病旧疾复发，干眼症

愈发严重，但他仍然坚持在一线

工作岗位上。

他组织记者采访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以醒目的标题、明了的内容发布我省疫情防

控最新动态和举措；组织记者深入采访一线救治医疗队的感

人事迹；宣传外省市支援吉林医疗队的深情厚谊；组织记者采

访专家积极宣传防控知识；组织记者以各种形式宣传传染病

防治法；每天不间断地报道患者治愈出院的情况等等，每一篇

稿子他都要认真审阅。

看着他每天忙忙碌碌兢兢业业，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爱

人不久前刚刚做完手术出院，为了不影响报社的正常出版工

作，在爱人的支持下，他选择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作为负责医疗战线报道的部门，疫情就是命令。他所负

责的科教卫部人员少，女同志多，但在他带领下，部门同事克

服困难，积极参加一线疫情报道工作。她们有的主动申请深

入九台区、吉林市抗疫一线，有的在长春不顾危险到医院拍摄

患者出院视频，有的常常工作到深夜……

对于自己的辛苦付出，他总是轻描淡写不愿提起。“其实

报社每个人都是这样工作的，无论是社领导还是编辑记者，甚

至行政后勤人员，大家都在坚守岗位。那些在一线救治的医

护人员和志愿者以及下沉干部，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为抗疫贡

献自己的力量，他们都值得我们学习。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坚

强领导，有大家的齐心合力，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刘怀充满信

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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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发生以来，长白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细化管控措
施，严格落实防疫各项举措，全
力抓好口岸疫情防控工作。图
为边检站民警为进出口岸限定
区域工作人员检测体温。

代家伟 摄

如果奉献有颜色，那一定是医护白。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一线的医护人员承

担着巨大的风险、压力和疲惫，在岗位上奋

战、向险而行。他们，用职责和使命，为人民

群众构建起了一道守护生命与健康的坚实屏

障。

我是党员，我留下

蛟河市援助吉林市医疗队共257人，成

员来自蛟河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担负

核酸采集工作。

医疗队领队、临时党支部书记于静说，由

于时间紧任务重，医疗队到达吉林市昌邑区

后，大家的行李都来不及拿下车，就直接进入

到各社区进行核酸采集工作。那几天吉林市

正好赶上两场降雪，地面积水多，很多队员的

鞋都被雪水浸湿了，脚在凉水里一泡就是一

天。还有部分居民，比如老人、孩子需要上门

检测，而昌邑区的很多楼房都没有电梯，队员

们穿着防护服上楼下楼，几趟下来防护服里

的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

3月8日，于静接到电话，说队员沈悦在

社区工作时晕倒了。于静焦急地赶往吉林市

中心医院急诊室，结果沈悦的第一句话出人

意料：“姐，别告诉我爸妈……”通过跟沈悦谈

心得知，由于吉林市当时疫情形势十分严峻，

她怕父母担心，没告诉他们自己来当志愿

者。待情绪稳定、身体稍好些，沈悦坚持说：

“姐，我不走，我能坚持！”就这样，沈悦又回

到了工作岗位……

“在我们连续工作了十几天的时候，一天

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另外一个社区需要我

们支援完成核酸采集任务。当时我们有3个

小组完成工作刚回到宾馆，听说有社区需要

援助，全员18人一起出发。社区只需要4名

医务人员。我想留下4位小伙子，其余人回

宾馆休息。”这时，队员吴雪兵说：“我不走，

我留下。”于静看向他时，他又认真地说：“我

是党员，我留下。”当时，大家都被这简短几个

字所震撼。

后期，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一凸现，但没

有一个人放弃。历经17天战“疫”，医疗队

第一批106名医务人员已返回蛟河。其余

100多名医务人员，仍坚守在吉林市的抗疫

一线……

会诊，在定点医院……

3月13日，省卫健委紧急组建吉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省级定点医院巡诊专家组，

赶赴吉林市进行相关医疗救治工作。吉林大

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捷，

担起巡诊专家组组长的重任。

张捷组建起了包含妇科、儿科、重症医学

科等骨干医生的队伍。到达吉林市后，他们

立即投入工作，先后与定点医院、方舱医院负

责人完成对接，主要负责疑难病例会诊、重症

患者转诊、筛查预警、医疗救治指导等工作。

大家克服困难，以最快速度完成了预案制定、

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及职责分工的规划。在

国家医疗救治组专家主持联合会诊时，张捷

和专家组提出的建议与方案得到了充分肯

定。

在吉林市开展工作以来，张捷和专家组

巡诊了区域内所有定点医院及方舱医院，多

次主持危重症患者会诊抢救，与所负责医疗

机构协调配合建立了实时会诊平台，24小时

对新冠肺炎合并多学科基础疾病的危重症患

者及孕产妇、儿童、血液透析、肿瘤放化疗等

特殊人群开展筛查预警、分级分层会诊；率先

提出精准管控、特殊群体区域管理、信息化分

层的方舱管理建议；短时间内就起草了方舱

医院新冠肺炎高危患者筛查及急救预案，特

别是发挥多学科专家优势，针对特殊人群及

管理需要，撰写了孕产妇的方舱管理方案、儿

童重症肺炎方舱医院排除流程、方舱医院核

酸检测优化方案等。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下，给予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极大的指导和

帮助。

一家医院两支志愿团队

张海波是长春恒康中医医院党支部书

记、院长。疫情发生以来，她成立了15人的

净月核酸采集小分队和14人的流动核酸采

集小分队两支志愿团队，并多次前往抗疫一

线支援。

3月20日一大早，张海波和队员们来到

了室外采集点，采咽拭子、封管、消毒保管垃

圾……张海波和队员们分工明确，行动迅速，

采集效率十分高效。

医院两支志愿团队分工明确。净月核酸

采集小分队专门支援净月区抗疫一线，到当

地的社区、工厂以及入户进行核酸采集工作；

流动核酸采集小分队则留守医院，既要为住

院患者做好医护服务，又要协助社区到朝阳

区的核酸采集点为居民做检测。

除了支援一线的核酸采集工作，张海波

组织医院药剂部门煎制了预防中药汤剂

1000余袋，手工制作防疫香囊300个，配备连

花清瘟颗粒200余盒，向街道社区干部、辖区

居民免费发放。

她多方调配捐赠抗疫物资，通过多种渠

道购置了总价值1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并将

这些物资全部捐赠给朝阳区清和街道。

一对一心理疏导

“21天的高强度工作保延边一方平安，

值！”

“为近200名隔离人员排忧解难，是我们

的使命。”

……

谈起在隔离点工作的日子，延边脑科医

院怡华酒店隔离点医疗组的医护人员感慨万

千。

疫情突袭，2月28日，延边脑科医院迅速

行动，选派5名精干医师组建专业团队，火速

前往怡华酒店隔离点开展工作。

“作为医护工作者，我们身上的职责、心

中的使命要求我们义无反顾奔赴抗疫一线。”

医疗组负责人张延丽告诉记者。

该医疗组负责隔离人员的核酸采样、体

温监测以及心理疏导等工作。“隔离人员很多

都是半夜收到通知要马上进行隔离，生活用

品都来不及收拾，情绪都不好。”心理治疗师、

咨询师李颖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

“谁想成为密接人员？谁不想回家？”这

是被隔离人员说过最多的话。医疗组的工

作人员敏锐察觉到了他们心中的负面情绪，

医院迅速开设了 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热

线，给予集中隔离人员关怀与疏导。“不同患

者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采用一对一的心理疏

导方案。”李颖告诉记者，掌握病症后，医疗

队快速开始“对症下药”，从他们最关切的问

题着手。刚做完手术仍在恢复期的女患者，

为她进行健康宣教和心理护理；对家中只有

老人的患者，帮忙联系社区人员送菜、照顾

老人……

病毒无情人有情。“疫情当下，作为心理

疏导方面的医护人员，我们要更用心、更细

心。我们坚信，很快就会春暖花开！”张延丽

告诉记者。

我只想尽己所能多做点

沈悦是蛟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从

3月初开始，沈悦就到吉林市进行支援，凌晨

4点多集合，有时一直要工作到深夜十一二

点。在这次支援中，沈悦担任核酸采样工作，

每次采样八九百人，最多时达到一千四五百

人。

今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对沈悦来说有

点“特别”。持续在户外进行核酸采样的沈

悦突然一阵心悸和晕眩，眼前一片漆黑，随

后被送到医院。清醒后，领导询问要不要返

回蛟河休息，她说：“不用，我缓一缓就行。”

当时沈悦心里涌上的第一种情绪是愧疚，

“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却给大家添

麻烦了。”

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中，沈悦的手脚都

肿了，关节处的肿胀有时会让她半夜疼醒，但

这些病痛在她心里抵不上居民的一句感谢。

“有一次采样时，一位大爷跟我说，‘孩子你辛

苦了，现在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大爷给你鞠一

躬。’”大爷实实在在的一个鞠躬让沈悦在防

护服里哭得稀里哗啦。

“我只想尽己所能多做点，疫情之下大家

都在超负荷工作，疫情能赶快过去就好了。”

这个年轻的女孩儿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是付

出、是奉献，她在感受着别人带给自己的感

动，而她也把感动带给了别人。

致敬！平凡却温暖的天使
本报记者 王忆遥 张鹤 张敬源 裴雨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