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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抗疫一线党旗红

战“疫”有我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省青年积极投身

抗疫前线，组成了一支支青年志愿者队伍。

他们来自不同岗位，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

情奉献，在战“疫”中绽放青春光芒。

闻令而动 擎团旗火速行动

疫情发生后，全省各级团组织迅速发出

“青春出列，抗疫有我”的倡议，广大青年立

即响应，通过微信群、朋友圈、24小时热线等

方式纷纷请战。

共青团吉林市委组织60名青年防疫志

愿者，顶着寒风赶往吉林市职教园区方舱隔

离点，协助工作人员用2个小时将超过80箱

棉被、1500个收纳盒、63个废物回收桶等物

资搬运到指定地点，完成4栋隔离点约1800

个隔离铺位的被褥分发和摆放工作。

在昌邑区桦皮厂镇，多个村（社区）被划

定为中风险地区。昌邑区团委立即组建“防

疫消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当天凌晨领取

防疫物资，到达桦皮厂镇后身负沉重的消毒

液和弥雾枪对居民区、市场、背街小巷等重

点区域进行喷洒，确保消毒杀菌全方位无死

角。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四平市实施城区静

态管理及车辆通行管制，一些尿毒症患者往

返医院做透析治疗成了难题。共青团四平

市委立即联系雷锋的哥车队，11名队员主动

承担起接送任务，为尿毒症患者架起生命绿

色通道。

截至目前，全省28581名青年防疫志愿

者集结防疫一线，配合工作人员开展社区

排查、交通防疫点测温、防疫宣传、送餐慰

问、运输保障等志愿服务，累计上岗138340

人次。

先锋旗帜 在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在全省各级团组织的大力号召和动员

下，833支青年突击队、青年文明号，47105名

团员青年奋战在消防、交通、生产等重点领

域，发挥着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省森林消防总队特勤大队组建120人的

“青年突击队”，担负起九台区3个街道全部

小区的公共区域、学校内外的消杀任务，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吉林机场集团组建青年突击队负责支

援吉林省医疗队航班包机保障，12名青年突

击队队员认真完成航班进出港、航空器放行

检查、除防冰作业和防疫消杀等工作，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航班保障任务。

省青年文明号——国网松原供电公司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全员日夜坚

守工作岗位，全面做好电网运行监视和故障

及异常处置工作，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和防疫

重要用户供电。

精准帮扶 防控更有温度

疫情期间，我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

第一时间开设防疫心理疏导志愿服务专

席，遴选了30名具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咨询

师担任志愿者，全天候开展线上心理咨询

服务。

与此同时，全省高校“青春战疫行动”持

续开展，招募4.7万名大学生志愿者组建“青

马”突击队、团学服务队381支，提供校内生

活物资配送等服务；深化“学伴+”网络助学

活动，组织202名大学生“青马”学员与72名

援吉医疗队成员子女结对，以“一对一”“多

对一”方式进行线上学科辅导，让医护人员

安心战“疫”。

为与转运隔离学生搭建连心桥、守护成

长路，共青团四平市委准备了特殊“见面

礼”，精心制作“吉平战疫携手同行，团团与

你陪伴相守”主题欢迎卡片和七色千纸鹤，

举行线上“团团”生日会等学生群体喜闻乐

见的特色活动。共青团松原市委开通青少

年服务台“心灵氧吧”热线，招募52名心理咨

询志愿者，发放温馨提示卡1100份，公布心

理咨询电话，为隔离学生提供24小时在线咨

询服务。共青团白城市委组织青年企业家

为隔离学生和防疫一线工作人员送去“爱心

加餐”暖心披萨。共青团梅河口市委开通线

上心理咨询室，通过《“青”听·“疫”路陪你》

广播、晚安故事音频包、“每日一签”等方式，

帮助学生强健身心。

疫情期间，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第一时

间发出号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公益组织

和爱心企业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截至目前，

累计筹集防疫物资价值2128万元，所有防疫

物资星夜输送到防疫前线。同时，在省青联

的号召下，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电商协会、

青少年发展促进会，积极发动会员单位踊跃

捐款捐物。

拳拳爱心汇聚真情暖流。吉林青年用

行动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

誓言。

战“ 疫 ”中 闪 光 的 青 春
——我省青年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王超 刘帅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抚松县公安系统活跃着这样一个“特

殊”群体，他们平均年龄62岁，始终以离岗不离党、卸任不卸责

的责任担当和政治品格，重新披挂上阵，坚守抗疫一线。他们是

退休老党员，更是一面旗帜。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的那一刻，由四位退休老党员组成

的小分队，人人胸佩党员徽章，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线。

杜焕礼是队长，每天他负责沟通协调一天的工作安排，并带

领这支队伍整装出发。首先是帮助社区做宣传及卡点登记工

作，他们深入到居民家中，不仅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同时还进行

反诈骗宣传，用最朴实的话语让大家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

在小区卡点处，他们认真查看过往居民及车辆的行程卡，测温、

登记，每一项工作都做得仔细认真。

在核酸检测工作中，他们配合工作人员执行维持秩序工作，

“戴好口罩、保持间距”这句话说了不知多少遍。他们不觉辛苦、

不觉累，心中始终牢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无论风霜雨

雪，都同年轻人一起奋战在一线。

“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四位老党员第一时间冲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他们和年轻同志在一起站岗值守，一句怨言都没

有，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年轻干警。”抚松派出所社区

警务队队长翟乃君说。

壮心未与年俱老，老骥伏枥再出征。四名退休党员以实际

行动为年轻一代民警、辅警做出了榜样。

杜焕礼说：“疫情来临之际，公安战线的全体干警承担抗疫

一线工作，比较辛苦。作为老党员、退休的老同志们，我们看在

眼里，也疼在心里，所以就主动要求上岗，替他们缓解压力。虽

然我们离岗退休了，但是离岗不能离党，退休不褪色，只要一日

不战胜疫情，我们一直不休。”

离岗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
本报记者 王春宝

“叮咚”“叮咚”……为长春市朝阳区杏花邨社区居民送菜的

时候，省委统战部下沉社区党员干部苗臣、刘涛、崔彦杰的微信响

个不停。

“我这老头儿哪会上网买菜啊，幸亏有你们帮忙！”

“特殊时期不容易，起早贪黑为我们服务更不容易。”

……

苗臣、刘涛、崔彦杰是省委统战部的党员干部，也是同住杏花

邨社区的邻居。前些天，三人下沉到所在社区，就近开展志愿服

务。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杏花邨社区老年人多，很多老年人不会

线上购物，导致了“买菜难”。

怎么帮助群众把“菜篮子”填满，成为三人最关心的事。

一番商量后，三人立即行动起来。组建“买菜小队”、建立“杏

花邨买菜群”、积极协调社区和供货商，在三人的组织下，社

区里搭建起了一个临时售菜点，专门帮助辖区居民解决买菜

问题。

3月27日，他们协调购买的80多套“蔬菜套餐”“水果套餐”

“粮油套餐”“猪肉套餐”顺利到达社区。他们又化身“收银员”“服

务员”“送货员”，卸货、分装、收款、维持秩序、发放蔬菜，忙得团团

转。夜幕降临了，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的“买菜小队”，已经累得

直不起腰。“加把劲，坚持把工作做到最好。”苗臣鼓励大家说。最

后，他们愣是蹲在地上，坚持做完收尾工作。

3月29日，杏花邨社区又为居民协调了600个蔬菜包。他

们三人立即奔赴社区售菜点，帮助搬运、出售蔬菜包并维持秩

序。“特别感谢你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你们在微信群里

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杏花邨社区党委书记陈红玉激动地

说。“作为共产党员，抗击疫情、保障民生是我们应该做的。”三

人坚定地说。

统计生活物资需求、为群众“代购”“跑腿”，每一天，苗臣、刘

涛、崔彦杰三位“大白”都在为服务群众忙碌着。

帮居民填满“菜篮子”
本报记者 李娜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为保障全省数百万电信用户通信畅通，

中国电信吉林公司组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以网监中

心为主体，分成两个梯队，一主一备，定期轮换，在枢纽楼封闭集

中值守，日夜守护着网络信息安全。

值守队伍包括电源组、传输组、核心网组、数据组及业务组

成员，及时配合各专业网络现场巡检，紧急处理各类网络故障，

确保网络安全稳定。

从3月15日起，第一梯队正式进驻。孙斌、佟振华、王佳楠

等11人，开始了为期“7＋N”天的枢纽楼集中封闭值守工作。他

们在坚守中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春天，好多队员感慨地说：

“时间过得真快，忙起来都忘了时间，看看手机才知道今天是星

期几。”

集中值守的生活有许多难处，更休息不好。白天还好，一到

夜里，有睡办公室的、大厅的、会议室的、监控室的，还有睡走廊

的，大家的睡眠质量都很差。一连多日睡折叠床，早晨起来，浑

身疼。加之机房环境干燥，导致每个人都有眼睛干、嗓子干甚至

鼻子发干流血的问题。辛琦是团队中唯一的女孩子，此间的种

种不便，自不待言。

虽有诸多不便，但他们是一个战斗集体，也是一个温暖的

“临时家庭”。大家互相帮助，大事小情争着做，“家务活”抢着

干。虽然条件简陋，但11个小伙伴团结协作，其乐融融，使原本

枯燥乏味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

夜深人静的时候，除了空调机若有若无的嗡鸣声，机房外面

是那样的安静。2022年的春天，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晚一些。在

这场“倒春寒”里，中国电信吉林公司的网监人员用赤诚守护着

万家灯火，期待胜利的曙光。

“ 临 时 家 庭 ”
本报记者 王皓

4月1日一大早，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

道十委社区十委大院自治委员会主任沈永

华就来到供暖泵房巡查，随着一批批居民购

置的生活物资运送到大院门口，沈永华又是

第一个赶到那里，对物资进行消杀。这只是

他每天工作的一小部分。

“这次疫情开始到现在，大门的钥匙一直

在我这里，我辛苦点没关系，必须要保障大家

的安全。”话语简单，但事情不简单，无论几

点，只要有事，沈永华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

说起沈永华，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

委社区的居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都亲

切地称他为老沈。10年来，这个居民自治的

大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些都与自治委员

会主任沈永华的付出分不开。

有着30年党龄、今年已70岁的沈永华

说，作为党员就要起好带动引领作用，老百

姓才能把十委大院当成家，积极参与居民自

治，为自己的家园扎牢防疫安全网。

疫情防控期间,十委大院仅保留了东绿

安街的一个大门出入。在沈永华的带动下，

十委大院居民为核酸检测点搭建起了一个

临时遮雨棚，一张小桌上摆着登记本、测温

枪、消毒液等必备用品。“我们没有招募志愿

者，街道社区都太需要人了，大院只有两栋

楼110户居民，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

量做好防疫、检测工作。”沈永华说。社区参

与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实在有限，十委大院

就充分发挥自治优势，由居住在大院的退休

医护人员顶上，为居民开展核酸检测。

沈永华心系大院里的大事小情。前几天，

大院里一位老人胃疼，沈永华知道后马上询问

大院居民中谁家有药。这里的居民特别团结，

一家有事，大家都来帮忙，问题很快就解决

了。沈永华还组织大院居民在做好自身防护

的情况下，坚持每天两次对大院进行消毒。

社区运输防疫物资缺少车辆，邻居李松

泉就开着自家车义务帮忙；社区核酸检测点

多，十委大院就出人出车帮忙制作核酸检测

围挡、布置核酸检测点；还有人主动帮社区

站好卡点岗、向居民宣传防疫常识……面对

疫情，沈永华和十委大院的居民坚定信心，

疫情不退绝不放松。

十 委 大 院 里 的 老 沈
本报记者 刘霄宇

4月1日上午，前一天一直忙到凌晨两

点多的杨俊欢，短暂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后，

又投入到当天的盒饭制作中去。

疫情发生以来，他带领公司部分员工免

费为九台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

盒饭，一干就是二十多天。

杨俊欢是九台区人大代表、长春市劳动

模范。2015年，他担任了吉林省国隆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地产、餐饮、宾馆酒

店等多个领域发展。

3月7日，疫情发生后，餐饮单位停业，

很多一线抗疫人员吃饭难，杨俊欢非常着

急。他主动联系九台区住建局、国土局、营

城街道办事处、九台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提

出免费为抗疫工作人员、志愿者、医护人员

提供餐食。

从那天起，杨俊欢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带领开发公司和饭店的部分员工共30人，免

费为一线人员制作三餐，做好后放到饭店门

口，再由取餐人员无接触取送，每餐都送出

1000多份盒饭。目前已经投入30多万元，

现在每天仅菜品费用就达1.5万多元。

他们提供的盒饭受到大家的一致好

评，一些单位慕名前来订餐，杨俊欢带领员

工克服人手少等困难，仅收取成本费用陆

续接受订餐。为保证食品安全，30名员工

两班倒连续奋战，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

时。3月30日下午三点半，杨俊欢临时接

到一所学校的订餐，晚餐需要1400份盒饭，

杨俊欢二话没说，立即组织大家开干，两个

多小时就做了出来。

“厨师们大多都是义务参与，年龄小的

有20多岁，年龄大的有70多岁，摘菜、洗菜、

切菜，有啥活干啥活。”杨俊欢说，这里没有

经理，没有员工，穿上工作服大家都一样。

在杨俊欢的带领下，国隆公司旗下刚装

修完毕的宾馆主动申请为隔离宾馆；旗下物

业公司尽职尽责维护小区安稳，全体物业人

员坚守岗位；正在经营的2000多平方米的健

身房，免费提供给抗疫人员作为临时住所；

两个销售团队除居家隔离人员外主动报名

奔赴抗疫一线。公司还向九台防疫总指挥

部捐赠了1万只N95口罩、5000瓶消毒液和1

万只一次性纸杯及部分医疗物资。

“在九台区发展这么多年，政府给了我

们企业大力支持。这个时候，我也要回报社

会，贡献自已的微薄之力。”杨俊欢说，“既然

做了，就一定做好，做到底。”

做了，就一定做好做到底
本报记者 孟凡明

4月3日，梅河口市
组建近 5000 人疫情防
控工作队驰援长春经开
区。图为长春经开区首
地首城社区志愿者与梅
河口市驰援工作人员核
对核酸检测人员名单。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