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春苗 张泷月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战“疫”有我

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作为承担着

全省邮政业务的吉林省邮政分公司，始终

坚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筑牢安全防

线。同时，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发出《战

“疫”一线 党旗飘扬》倡议书，号召全体党

员干部群众全力开展志愿服务。连日来，

全省各地都留下了邮政志愿者坚实的脚

印，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吉林邮政的国企

担当和为民情怀。

疫情期间，省内部分区域实行静态管

理，在地方政府允许、疫情防控合规的情况

下，吉林邮政全力保持邮路畅通，确保党报

党刊及时、安全送达。

珲春市邮政分公司有一支由16名党员

组成的“防疫一线志愿车队”。他们负责运

送防疫物资、核酸检测样本等工作，参加疫

情防控任务以来，累计派送口罩、防护服等

防疫物资6万余件，核酸检测样本25万余

份。这支抗疫志愿车队成了城市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公主岭市邮政分公司志愿者团队，由53

名党员干部和群众组成。每天从早7点开

始，分成4个班次，深入两个小区卡点，配合

社区进行24小时的小区居民出入管控和特

殊情况报备工作，团队的每个人尽职尽责，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吉林市邮政分公司在疫情之初就组织

成立了防疫志愿者服务队，他们冲锋在前，

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序参与社区

日常秩序维护、人员排查、生活保障等志愿

服务。他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工作制度，

做到“逢车必检、逢人必测”，筑起牢固的安

全屏障。

永吉县邮政分公司有一支由29人组成

的志愿者团队，为了保证卡点24小时有人值

守尽责，他们不间断轮班执勤。

杨帅是敦化市邮政分公司沙河沿支局

经理，作为党员志愿者负责江东林建社区的

核酸采样登记、入户调查工作。社区老年人

多，有的老人不会用手机看通知，杨帅知道

后，每天挨家挨户通知居民做核酸，一天下

来数不清爬了多少层楼。经常早饭、午饭都

顾不上吃。下班后还要帮助社区工作人员

运送防疫物资，接送医护人员。他说：“能代

表邮政人为家乡抗疫出一份力，再苦再累都

值得！”

在静下来的城市里，所有人同心协力在

战“疫”，吉林邮政人秉承着“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服务宗旨，任劳任怨、默默付出，为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着邮政力量，展

现着无私无畏的志愿担当。

吉林省邮政分公司：

战“ 疫 ”一 线 党 旗 飘 扬
本报记者 李开宇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乡村振兴第一责

任人，也是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的守卫

者，他们奔波于农村基层防控一线，与乡亲

并肩作战，他们用坚守温暖着人心。

“疫情就是命令，作为一名驻村书记，老

百姓就是我的家人，保护黄花村就是我的义

务！”

郝云峰是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驻昌邑区左家镇黄花村“第一书记”。疫情

暴发后，他协助村里第一时间对全村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了部署，及时组建疫情防控突击

队，挨门逐户地毯式排查各类重点人群、重

点区域。同时广泛发动村民，及时反馈返村

人员和重点人员活动信息，确保底数清、流

向明。

郝云峰心里最牵挂的是居家隔离的乡

亲。73岁的独居老人尹贞淑在春节前得了

脑血栓，刚刚回家做康复就被通知居家隔

离，郝云峰连夜跑到镇里帮其买药，保障防

控期间药品不间断。他还帮助村民购买生

活物资，清运生活垃圾，奔波于村里的大事

小情。

在郝云峰的带领下，村民的健康和安全

得到切实保障。村民纷纷称赞他是“黄花好

书记”。

韩旭是吉林市昌邑区人大驻马虎头村

“第一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挺

身而出，与村干部及广大党员群众一起，

奋战在防控一线，展现出共产党员的忠诚

与担当。

巡查与值守，守好马虎头村的大门。他

与村“两委”工作人员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

全村400余户村民的摸底排查工作，在进出

村社路口设置卡点，搭建临时隔离点，每天

进行巡查并协助值守。同时积极为村里协

调防疫物资，对村部、核酸检测点等人员聚

集场所进行消杀。

由于村里老年人较多，增加了核酸检

测工作难度，韩旭在做好现场检测后，带领

医护人员到不能出门的老人家中上门采

样，保证了核酸检测全覆盖、无遗漏。在他

的带领下，马虎头村的疫情防控工作有序

开展。

宣传与慰问，筑牢村民疫情防控心理根

基。在落实落细防控任务的同时，他通过微

信、广播、标语等形式将疫情防控政策传达

到每家每户，同时对居家隔离和独居老人进

行“零接触”走访慰问，疏导他们的负面情

绪，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到位。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韩旭为马虎

头村疫情防控工作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切实

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责任落在岗位上。

“ 第 一 书 记 ”的 抗 疫 担 当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刘佳雪

抗疫一线党旗红

“大哥，太谢谢了，有了你的帮助，我再也不担心我爸妈买菜

的事儿了！”在河北打工的刘先生打来感谢电话，充满感激之

情。“别客气，以后老人有啥事你就给我打电话。”丁龙振说。

今年52岁的丁龙振是长春市九台区聚仁志愿服务队队

长，也是九台区兴隆驾校校长。同时，他还是一名老党员，从事公

益事业已经20多年。他说：“3月27日那天，我刚结束核酸检测点

引导工作，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自己和哥哥都在河北打工回

不来，父母住在西城社区，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只会使用老年

机，不会在线上订购蔬菜，问我是否能帮忙订菜。”丁龙振二话没

说，马上到蔬菜店购买了一兜子蔬菜给送过去，老人非常感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丁龙振主动联系九台区营城街道利

民社区，以志愿者身份申请加入社区防疫工作。维持核酸检测

现场秩序、扫码登记，入户排查，接送透析患者去医院，给行动不

便的老人送菜、送药品……从此，在九台的街道社区、居民小区

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这一干就是一个多月。

每次核酸检测，他都是4点多就到社区报到，晚上9点多才回

家，一天工作近20个小时，腿站肿了，嗓子哑了，累得回到住处倒

头便睡。有时候，看到一些老旧散小区的防疫卡点缺少人手，他

就申请晚上站岗值班，每次都主动值守后半夜，第二天依然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没有核酸检测任务的时候，他就给小区年龄大

的居民送药、送蔬菜等生活物资。社区工作人员都说他是铁打的

汉子，是一个“拼命三郎”。

他还多次为防疫一线捐赠物资。截至4月10日，他捐赠的

物资价值7万多元。3月8日，他为营城街道利民社区35名女同

志送去保温杯，让节日里战斗在一线的女职工心里暖暖的。他

还向利民社区赠送40箱酒精、100套防护服、10箱食品、30箱矿

泉水、20盒医用手套、200个护目镜、600个面屏。3月17日，分

别为九郊街道、九台街道西城社区、九台区持恒志愿者协会捐赠

N95口罩1.5万只。多次给支援九台的医疗队捐赠暖脚贴、自热

饭盒和医疗物资等；给家乡德惠捐赠1000套防护服、3000只面

屏、N95口罩4000只、医用外科一次性口罩8000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就是老党员丁龙振的高尚情怀！

抗疫一线的“拼命三郎”
本报记者 马贺

3月 11日，他主动请缨，投身龙井市疫

情防控工作；4月4日，他再披“白甲”，星夜

驰骋，奔赴长春市抗疫一线。他就是龙井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科科员于

洋，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党员，他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铮铮的誓言。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于洋第

一时间向龙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请

缨，加入在职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有大

家才有小家，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守护好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

任。”将家中年幼的孩子托付给朋友照顾

后，他和妻子便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为了壮大志愿者服务队，他通过公众

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积极宣传，集结了45

名退役军人及社会热心人士，加入到“龙井

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当中。

作为一名曾经的社区工作者，于洋深

知社区是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繁琐且艰辛。他积极对接升龙、吉明、凤林

社区主动认领任务，以逐户走访的方式带

领志愿者服务队进行2次大规模信息入户

核查、3次包保社区核酸检测任务。“我当过

兵，也是党员，退伍不褪色，国家有需要，我

必响应。”

4月4日，于洋又请缨参加第一批延边

州环境消杀志愿队，与其他 27名机关、乡

镇、街道工作人员一同驰援长春市南关区

开展环境消杀作业。

当天21时 30分，他们抵达长春市后，

立即与南岭街道建立联系，任务是帮助该

街道对管控小区、封控区域进行楼内环境

消杀作业。“当时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

在封控小区、管控小区消杀具有一定的风

险，稍不注意可能会感染；兴奋的是自己能

够为我省疫情防控出一份力，觉得特别有

意义。”于洋对记者说。

4 月 5 日，从驻地到街道办事处的路

上，于洋迅速消化掉这两种情绪，到达目的

地后，他立即领取消杀任务清单、穿戴防护

装备、背起消杀喷壶，与其他3人组成一支

环境消杀小组，投入战斗。楼梯、墙体、扶

手、门窗……全副武装后，于洋背着 50斤

重的喷雾器，采取 360 度消杀模式进行全

面消杀。

“我们负责消杀的小区都是老楼，从1

楼到6楼，不能放过一个死角，走完两个单

元，我们身上就被汗水打透了。”汗水不停

地顺着脸颊往下流，呼吸也越来急促，但

脚步却没有减缓。这天，于洋和队员共同

完成 25 栋楼、96 个单元封控区的消杀任

务。

首日任务告捷，虽然身体疲惫，但成就

感满满。然而，令于洋没有想到的是，第二

天他的身体就开始“闹情绪”了。“第一天干

得有多卖力，第二天酸疼的指数就有多

高。”第二天早晨，僵硬酸痛的身体“叫醒”

了睡梦中的于洋，他咬牙坚持，没有退却，

依然投身消杀工作中，与队员们同心协力

助力长春抗击疫情……

戎 装 虽 卸 志 未 改
本报记者 张敬源 实习生 杨佳琪

在长春市一处管控小区
内，防疫工作人员用喇叭提
醒 居 民 下 楼 接 受 核 酸 采
样。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王天净和刘梦娇是省博物院工作人员，在本轮疫情发生后，

她们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省文化和旅游厅第一批下沉社区队

伍，在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岭东社区做志愿者。

“下楼做核酸啦！戴好口罩，现在人少！”又到王天净“喊楼”

的时候了。王天净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协助核酸检测、宣传防疫

知识、设立交通路障等方面。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王天净做

得认真又细致。她时不时会想到，身处集安的父亲一定也在这

样努力工作着。

王天净的父亲王程也是一名文博工作者，去年被选派到集

安市青石镇长川村驻村进行帮扶。疫情发生后，他成为长川村

疫情防控小组成员。当王程知道女儿想要报名成为志愿者时，

他给了女儿最大的支持。就这样，父女二人虽然身在两地，却有

着同样的决心，为同一件事而努力着。

有着多年公益活动志愿者经验的刘梦娇，此次在社区负

责守卡点的工作。每天早7点，刘梦娇穿好防护服准时上岗，

开始一天的工作。卡点的工作虽然重在一个“守”字，可内容

却复杂多变，尤其是要与辖区内居民进行沟通。在省博物院

公众服务部工作的刘梦娇积累了不少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她

把长项应用到志愿者工作中，“几天下来，我了解了辖区范围

内很多居民的情况，哪些是医护人员，哪些有透析和化疗的需

要，哪些是物业员工和环卫工作者，掌握好他们的信息，就能

够尽快登记和放行。”

一天天的工作做下来，居民和刘梦娇产生了更多信任与情

谊，有不会线上购物找她帮忙的大爷，有送来热饮的年轻女孩，

还有塞给她厚厚毛袜子的阿姨……这一个个小举动感动着刘梦

娇，让她觉得自己做的这件“小事”特别有意义，“和医护人员比，

我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点点萤火汇星河，我们每个人

都做好自己的小事，合起来就是一件大事。”

点点萤火汇星河
本报记者 裴雨虹

当疫情肆虐时，总有一批批党员志愿者第一时间投入到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他们不畏风险，全力奋战，为人民群众

守护好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闸门。刘国华就是千千万万党员志愿

者中的一员。

刘国华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救援指挥中心的一名

党员干部。在长春市发生疫情初期，她主动联系街道社区网格

长，报名参加长春市南关区明珠街道新城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工

作。“当我穿上防护服时，便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协

助社区做好防疫工作。”刘国华说。

刘国华所居住的新城社区人和家苑小区3号楼出现一名

确诊病例。按照上级要求，在该小区设立了封控区和管控

区。由于事发突然，社区防疫人员严重不足。“任务艰巨，但作

为党员，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保证全力完成工作。”54岁的

刘国华身背沉重的喷雾器，一个人完成了3栋楼9个单元的整

体消杀。

除了每天的防疫消杀工作外，她还主动请缨，一个人完成

了一栋楼逐门逐户的抗原检测试剂盒登记、发放任务，并悉心

指导使用方法。“自刘姐来到社区协助抗疫以来，热心帮助居

民解决居家防疫中遇到的难事，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社区

网格长说。

防疫期间，刘国华主动与社区网格长沟通协调，承担扫码登

记工作，与其他“大白”共同完成了全小区管控区的核酸检测样

本采集工作。在参与核酸检测工作的同时，刘国华还承担起街

道社区与志愿者队伍之间的联络工作，协助网格长对新加入志

愿者队伍的人员进行培训。

危难之中勇担当
本报记者 刘勃 张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