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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戴口罩 勤勤洗手洗手
少聚集少聚集 多通风多通风

抗疫一线党旗飘扬

□ 通讯员汤宣 记者文正

在这场防控疫情阻击战中，汤庄镇有一群“老支书”，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发挥经验丰富的优势，带头奋战在防疫一线，犹如
战“疫”场上的不落夕阳，用自己的光和热书写着“老支书精神”的
初心和担当。

“勤通风、勤洗手，没事不要出门，就在自个儿家里待着。”
疫情发生以来，甸垛村68岁的郑维年老支书每天都拿着小喇
叭，一家一家地喊话。“口罩要这样戴才有用，一定要夹在鼻子
上。洗手一定要注意手背，手指尖也要洗到……”已有49年
党龄的郑维年，得知全村正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时，毅然放弃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不顾家人反对，主动要求加入村级疫情防
控工作。

已近70岁的长林村老支书赵其生，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戴
上口罩奔赴卡口点参加值班，村干部考虑到天气寒冷，任务繁
重，劝他在家休息，但是赵其生的态度却十分坚定，他说：“我是一
名党员，我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这种时候我必须上。”连日来，赵
其生始终戴着党徽坚守在卡点，认真负责地劝阻来往人员，准确
记录进入汤庄人员的信息。瑟瑟寒风中，那枚党徽却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这是些生活用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讲。”如今已
74岁的金堰社区老支书李永喜心系疫情，当了解到村里的居
家隔离人员生活有诸多不便之后，他主动承担起为居家隔离
人员送物资的后勤保障工作，每天一大早他会把精心挑选的
新鲜肉类、蔬菜等送到居家隔离人员家门口，大家都纷纷夸他
是“暖男”。

在疫情面前，“老支书”们积极发挥余热，离职不离责。“老
支书精神”的存在更让村民居家有了主心骨，党员战“疫”场上
有了“定心丸”。

战“疫”场上的“老支书精神”
□ 记者朱亚萍

“爸爸，出门记得戴好口罩。”八岁
的女儿贴心地对赵小兵说。从腊月二
十九起，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
进科（法制科）科长兼商务行政执法大
队大队长赵小兵坚守在岗位一线，积
极做好商超、加油站疫情防控和物资
保供工作，基本没有休息。“我入党十
几年了，在这非常时期，更应该身先士
卒、走在一线。”赵小兵说。

自市商务局1月22日发出防控
通知以来，赵小兵每天到各大商超、加
油站督促防控措施是否逐一落实、宣
传是否到位；每天联系超市了解当天
市场供应情况，督促超市价格不涨、货
源不断、质量不降；每天统计各项数
据，及时上报数据报表。

为了打好防疫这一仗，赵小兵主
动请缨，增加了永辉、万德福2家超市作为服务
对象。同时，督促商超、加油站全面清洁消毒，进
出人员严格佩戴口罩并检测体温，及时督促世
贸、吾悦商业综合体于1月29日前暂停132家
餐饮企业。

在做好督查防控工作的同时，赵小兵还主动
提供服务，多头多路帮助商家解决实际困难。在
得知商超、加油站防疫物资紧张后，赵小兵及时
汇报，向市物资保障组争取到了2500只口罩、
16箱医用酒精，及时缓解了超市、加油站的燃眉
之急；2月4日晚，永辉超市负责人微信告知赵小

兵需要商务局出具民生保供企业资质证明函，第
二天早上赵小兵就将函送到了超市负责人手中；
市区部分母婴店因没有体温测试仪无法营业，赵
小兵这两天一直在联系申请体温测试仪，到货后
第一时间给商家送过去，保障他们的正常营业。

白天抓落实，晚上再分析。疫情防控期间，
赵小兵没有时间陪孩子、陪家人，他感到特别对
不住的是身患肺癌晚期的父亲，春节前后他只见
过父亲一次面。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赵小兵说：“疫情一天不解除，使命永远在肩
上。”

“疫情一天不解除，使命永远在肩上”

□ 通讯员戴林艺 记者张晓晖

“陆书记真辛苦！有她在，我们放
心！”说起琵琶社区党总支书记陆凤霞，
不少居民竖起了大拇指。

每天组织卫生消杀、协助联系通行
车辆、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检查、筛查
医学观察人员、帮助买菜送药、关注密
切接触者……作为琵琶社区的“小巷总
理”，这些都是陆凤霞每天必须完成的
工作任务。

截至2月9日，这个常住居民4262
户、12053人的社区，已经进行了两轮全
员排查，共排查出需实施居家医学观察

人员46人，封闭辖区路口65处，设立卡
口7处、巡查点7处，目前正在进行第三
轮全面过细排查。

疫情就是命令

大年三十下午，正在家里准备年夜
饭的陆凤霞接到一个电话，有人从疫情
重点地区坐动车来邮，就住在琵琶社区。

陆凤霞立马放下手中的菜，迅速联
系公安及医务人员上门。当时她只戴了
一个普通的医用口罩，没有做其他防护
措施，却面对面地与疫情重点地区回邮
居民进行交流。陆凤霞在笔记本上记录
着各种信息，现场制订了一系列方案，天
黑了才离开。回家时寒风呼啸，天空又
下起了小雨。家人见到陆凤霞时，她身
上的衣服已经被雨水打湿，汗水和雨水
交织在一起。家人心疼她的同时更为她
捏了一把冷汗，而她只是淡淡地说：“（这
户居民）情况还好，不发热。”

“叮叮叮！”正月初三的深夜十二点
多，手机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的消息让陆
凤霞睡意全无——辖区内的方某一家七
口从疫情重点地区自驾回到高邮。疫情
就是命令，陆凤霞迅速联系公安及医务
人员上门排查，仍然是戴只口罩，测量体
温，了解详细信息，制定一系列方案，不
知不觉又是一夜。鲜有人知的是，这时
陆凤霞的女儿已重感冒5天，她却无暇
照料，她说：“虽然女儿需要我，但是社区
这么多居民更需要我。”

“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你注意自身
防护，你不能倒下……”正月初四一早，
忙了一夜没有休息的陆凤霞听到女儿微
信发来的语音，笑意里带着哽咽。

清单式全天候贴心服务

“从我回来开始，社区党员服务队教
会了我许多隔离的科学要求、注意事项，
还有个人卫生健康事项等。工作人员每
天都过来给我量体温，各项生活服务无
微不至，让我感觉到了隔离的是病毒，隔
不断的是温情，真的很感谢他们。”

家住琶琵社区的郑某一家，1月31
日外出旅游返邮，被大数据摸排出途经
疫情重点地区绕城高速。一接到消息，
陆凤霞就立刻与医护人员、民警奔赴郑
某家进行仔细调查，并对郑某一家进行
14天的居家隔离。

经过几天的3人小组上门测量，结
果显示体温一切正常。郑某开始不配合
医护人员上门量体温，并开始外出活动，
她说：“我需要生活，我要吃饭，我要买
菜。”陆凤霞耐心地对她说：“你安心在
家，我加你微信，你有什么需求直接告诉
我，我帮你去买。”这时郑某已无话可
说。一天晚上她突然发消息给陆凤霞：

“我需要消毒水，你帮我去药店买。”陆凤
霞二话不说，立刻去药店帮她买消毒水
并送至她家中。郑某当场感动地说：“书
记您辛苦了，你们真不容易。”陆凤霞说：

“不辛苦，只要你们都好好的，我们所做
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只是陆凤霞深入开展疫情防控
的缩影。从年三十到现在她一直奋战
在一线，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
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信息，生
怕漏掉一条从疫情重点地区回邮人员
的信息；对每一位居家留观人员，她带
领琵琶社区一班人提供清单式全天候

贴心服务，让居家留观人员感觉安全、
放心的同时，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和关怀。而对于她自己，本想用这个春
节假期陪陪家人又成了奢望。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社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陆凤
霞有着近20年社区工作经验，对这份事业
不只是尽责，更是充满了爱意和深情。她
说自己每天也在被感动着，社区志愿者、
老党员主动到社区请战，医务工作者每天
跟踪服务……大家各尽所能，一同投入到
这场战役中来。

小戴、小徐孩子小，胡蒙蒙爱人工作
忙，娘家又在山东，家里孩子还等着她照
顾，但是她们同样跟大家一样，入户、登
记、排查工作一个不落。在陆凤霞眼里，
年轻人像她的孩子，她心疼他们；中年人
像她的兄弟姐妹，她体谅他们上有老下
有小。社区其他同志都是轮流值班，而
陆凤霞主动挑起担子每天值班。

“两辆电动车轮着充电备用，有时一
天下来电还不够用。”辖区面积1.3平方
公里，这半个多月时间，陆凤霞每天来往
于社区的大街小巷，报报表、跑居民户、
到各卡口巡查，从清晨忙到深夜，回到家
一躺下就能睡着。第二天一早，她又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就
是个总指挥，每天有条不紊地布置各项
工作任务，大家分工明确，忙而不乱。”同
事们这样评价陆凤霞。

“您累吗？”“还好，类似的工作成了
常态。已经适应了这个节奏，也有了一
定经验，再加把劲儿战胜疫情就完了！”
陆凤霞信心十足地说。

一位“小巷总理”的抗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