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在办公楼里多好啊，既舒服又暖和，你在这多遭罪。”

“不行，物流岗位离不开库房。库房在哪，我的床铺就应

该在哪。”

疫情防控期间，吕永生本可以选择更舒服的办公楼

驻厂住宿环境，但却始终坚持吃住在库房。这位来自长

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公司的物流班长，自 3月 11日起至

今，连续住在厂里近2个月，是该公司唯一一名始终坚守

在工厂的“战士”。

疫情暴发后，吕永生所在公司立即启动驻厂生产、驻

厂发货的工作模式。然而，随着防控措施不断升级，留厂

工作人员迅速减少到只能保留发货人员在厂，吕永生认为

自己身为物流班长不能临阵退缩，应该把回家的机会留给

同事。

收货、清点、内部物流、发货交接……往常应该是多人完

成的工作任务，此时只能由吕永生一人承担，可他并没有因为

缺少人手而使工作打了折扣。吕永生不仅出色地保障了疫情

期间工厂的发货供应，还完成了到货物资的日常接收、系统录

入、到货清点等工作。

驻厂期间，经常能看见吕永生忙碌的身影。在办公室，

他帮助各部门无法到厂人员进行电脑远程设置、开具财务

发票，包括公司文件的打印、盖章、扫描、发出等工作也落到

他身上。

由于客户的计划变动，需将广州包装箱换为武汉包装箱，

吕永生带领其他2名留厂人员先后两次完成1920台总成的倒

箱工作，每次倒箱都需约2天的工作量，体力消耗巨大。在第

二次倒箱的时候，客户要求对960台总成的包装内衬进行清

擦，吕永生带队积极应对，及时保证了任务的如期完成。在他

的带队坚守下，公司保持内外部信息畅通、发货及时，没有因

为封厂造成客户断点，产品持续向7地9厂发出，发货总量达

1.2万多台。

库房里简易的一张小床是吕永生每日工作后休息的港

湾，一餐简单的盒饭被他视为珍馐美味。在这样简朴的驻厂

环境中，吕永生没有任何怨言，不声不响地做好本职工作，还

代替其他无法到厂的同事完成了任务。面对赞许，吕永生只

是淡淡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库房在哪，床铺就在哪”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本报5月5日讯（记者孟凡明）今天，长春召开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5月4日0-24时，全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含2例无

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以

上人员均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5月4日0-24时，长春市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37例，新

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70例。

长春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晶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疫

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

针，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风险，长春按照就近、便民的原则，

根据辖区人口数、功能定位、百姓需求等因素，以“固定采

样点+便民采样点+流动采样车”相结合的方式，计划在主

城区设置1000余个便民采样点，主城区以外的县（市）设

2000 余个采样点，方便市民随时进行核酸检测。便民采

样点主要设置在人员流动较大的机场、火车站、高铁站、

客运站、地铁出入口、公园、大型商超、步行街、医院周边、

大型企业、居民区等场所。截至5月4日，城区、开发区已

设置采样点 907 个，其中固定采样点 126 个，便民采样点

781个。

张晶提醒，随着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商业企业复

商复市和学校逐步复学复课，人员流动性大幅增加，更需要自

觉落实防控措施，做好个人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多通

风、不聚集、两米线”等良好的卫生习惯，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不断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成果。

长春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5月5日下午，随着最后一批

患者的离开，运行了46天的长春

北湖奥体中心篮球馆方舱医院正

式休舱。

这是一家由长春中医药大学

独立接管的中医方舱医院，157

名中医人闻令而动，与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用实际行动跑出了

中医抗疫的加速度，累计收治患

者1602人，累计转院122人，治愈

出院患者1480人，中医药使用率

达100%。实现了患者无一例从

轻症转为重症、医护人员“零感

染”的目标。

送别现场，医患之间拥抱感

谢，医护人员们紧紧相拥，无数人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是胜利的

眼泪，每个人都是英雄，这段难忘

的方舱日子将被永远铭记。

本报记者 张添怡 摄

““我们我们
休舱啦休舱啦！！””

疫情袭来，高校防疫任务艰巨。东北

师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春宇主动担起学

校外宣工作重任，驻校报道学校战“疫”全

过程。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一支笔，她和

部里同志并肩奋战，为讲好东师抗疫故事，

传递战“疫”信心，守牢舆论阵地，夜以继日

地忙碌着。

3月13日，吕春宇入驻学校。从同事那

里借来一张折叠床，办公室就成了她的阵

地。线上开会、策划选题、部署任务……繁重

的工作让她顾不上问一问在家上网课的女

儿，也没工夫和丈夫沟通家里是不是缺菜少

肉，“说不惦记是不可能的，但这个特殊时期

也顾不上了。”晚上，她就睡在办公室，深夜的

东师行政楼又冷又旷，但只要想到驻守在一

线的同事们和可爱的学生们，她的内心就涌

现出足以抵御一切困难的勇气。

3月15日是吕春宇驻校工作的第三天。

她撰写的《校园静态管理 东北师大将战“疫”

临时党支部建在学生宿舍》的文章通过校园

融媒体平台发布，阅读量很快突破2万。这

一天，学校实行静态管理，每个宿舍楼成立临

时党支部，以解决宿舍封闭给学生带来的不

便。吕春宇及时宣传学校创意举措，家长们

阅读后纷纷留言，感谢学校这一决策，让他们

对孩子的安全感到放心。

随后，她策划的《平凡中的不平凡》战

“疫”图片推文，撰写的《谁知盘中餐 盒盒皆

辛苦》《东北师大精准施策精细操作 全力打

好校园疫情防控战》，把学校从顶层设计的方

案到基层落实的具体情况，全方位展现给广

大读者，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目前，东北

师大新闻网设计推出战“疫”专题网站1个，

吕春宇发布战“疫”主题新闻180余篇，推送

微文近200条、视频90余条，撰写稿件万余

字，图文并茂记录下全校师生众志成城、共克

时艰的动人事迹，鼓舞了东师师生共同抗疫

的士气。

在这场战“疫”中，吕春宇既当指导员

又当战斗员，此时此刻，她依然奋战在战

“疫”前线。

以 笔 战“ 疫 ”
本报记者 李文瑶

抗疫一线党旗红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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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有我

“党旗插地头，春耕备耕生产不能落。”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龙市崇善镇古城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万宝迅速集结

一支由党员干部、村“两委”成员等10人组成

的“春耕支农服务队”，积极开展支农助耕志

愿服务活动。

“通往古城村的道路封控，我们挨家挨户

地走，和村民‘拉家常’，问问他们有啥困难和

需求。”王万宝告诉记者，“农户们面临着缺少

农耕物资、物流运输不畅等困难。”4月20日，

“春耕支农服务队”通过开展入户走访，掌握

了60户村民所需生产物资。

为确保农资能及时进村入户，服务队队

员们纷纷当起了“联络员”，多方协调农资经

营户，做好春耕备耕期间柴油、化肥等生产物

资的供应。同时，加强农资供需调剂，对农产

品和农业生产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确保

春耕备耕生产所需物资运输畅通。

“农时不等人，多亏服务队送来的柴油，

我这心里踏实多了！”古城村村民邱德晨一边

在田间忙碌一边说道，话语里满是感激。

为了减少村民外出，服务队组织“接单”

为村民配送上门，既解决种植户难题，又减轻

疫情防控压力。截至目前，累计配送种子、化

肥共70吨。

连日来，服务队奔走在田间地头，戴

着口罩，扛起农具，帮村民平整土地、除草

施肥……以实际行动当好春耕备耕的“勤

务员”。

“每村只保留一个出入口，设置卡口，安

排值班人员，加强值守，引导农民在做好自我

防护的前提下有序下田，种好个人的‘一亩三

分地’,实行‘两点一线’作业模式。”王万宝向

记者介绍，他们引导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好

严格消毒和防护，分时下地，分散劳作，有效

避免了人员聚集。

“春耕支农服务队”精心挑选崇善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的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指导组，积

极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帮扶工作，采取“对

点对户”分散交流方式，下到田间地头，为农

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建议采用拖拉机配液压双向栅条翻

转犁将秸秆翻埋入土，翻耕深度30厘米以

上……”“翻后采用对角线法用轻耙将垡

块耙碎，耙深14厘米左右……”“翻地作业

最好在土壤含水率 18%至 22%的条件下进

行……”技术指导员周晨声正详细地给村

民邱德晨讲解秸秆翻埋的注意事项。

“我们生产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指导员

都能对症下药！”邱德晨连连称赞道，微信督

促村民加强病虫监测预警，及早准备好药剂

药械，适时开展应急防治。

奔 走 在 田 间 地 头 的 服 务 队
本报记者 张敬源 实习生 杨佳琪

“90后”小伙子孙世超是长春市殡仪馆

的员工，平日里的他是一个阳光热情、积极向

上的大男孩。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舍弃

休息时间，积极投入这场抗疫战斗中。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也是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的战场。“金园社区所管辖小区

有中海寰宇F、H区，吴中A、C区，澳海梦想城

和金色家园一期，共有7330户约2万多人，为

了防控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我被分配参与

到中海F区排查、防控和物资保障等工作。”

孙世超对记者说。

3月9日，孙世超成为一名抗疫一线的志

愿者，他夜以继日穿梭在小区内各楼宇之

间。“我会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的防疫措施，实行地毯式排查，甄别

高风险楼宇与居民。”孙世超说，“在气候多变

的3月份，我多次参与核酸检测任务，组织居

民有序排队，保持安全距离。”孙世超还在保

证安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积极为中海寰宇

天下F区的居家隔离人员解决各类生活所需。

在日常防疫工作中，为避免小区居民发生

接触感染，孙世超主动学习消毒知识及操作程

序，精准有效在小区内进行多次消杀。“打防疫

排查电话、做核酸扫码、送抗原试剂盒、送生活

物资、清理小区内垃圾等，这些活我干起来都

已是轻车熟路。”孙世超对记者说自己年轻，身

体能扛得住，在一线中多做些事是应当的。虽

然每天早出晚归，几乎都是超负荷工作，睡眠

时间和质量得不到保证，但他却从没叫过苦，

始终在抗疫一线默默地奉献着。

作为金园社区抗疫志愿服务队的一名

“冲锋兵”，孙世超也带动了更多的志愿者参

与到抗疫防疫一线中来。

“ 90 后 ”小 伙 儿 抗 疫 记
本报记者 刘勃 张宽

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教育中心员工李永峰是一名退伍

军人，也是一名有着26年党龄的老党员。疫情发生后，他主

动下沉到疫情防控一线，先后奋战在长春新区北湖街道之悦

社区和长春市南关区鸿城街道达兴社区，用执着和坚守践行

初心使命。

每天天刚亮，李永峰就到达社区，穿上防护服，戴好

手套、口罩，化身“大白”立即投入工作。奔波忙碌于维

护核酸检测秩序、核实居民信息、生活物资配送等各项

工作，一天下来，顾不上喝一口水，只有晚上结束工作脱

掉防护服时才能去一次厕所。他说，“作为下沉社区的

志愿者，要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的光和热，这点困难算

不了什么。”

在社区抗疫的50多个日夜，他是不辞辛苦的“服务员”，

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挨家挨户发放检测试剂盒，解决居民

各类生活所需；他是仔细全面的“消毒员”，主动了解消毒知识

及操作程序，对小区的楼梯、电梯、垃圾箱等公共设施开展全

方位消杀工作；他是耐心细致的“宣讲员”，看见社区内不戴口

罩、扎堆唠嗑的人，他都会上前耐心劝说，向他们普及防疫措

施……

然而，作为丈夫和父亲，李永峰对家人充满了内疚之情。

疫情期间，他的妻子腰间盘突出复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不能

动，都是13岁的儿子在照顾。“虽然对家人充满了愧疚，但只

要党和政府需要我，只要人民群众需要我，我就必须顶上，守

护好这片阵地。”李永峰坚定地说。

“阵地”坚守者
本报记者 李抑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