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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 牛超

本报讯 自开展疫情防控以来，派出
所民警、辅警“舍小家为大家”，日夜坚守
在抗疫第一线。近日，爱心理发师孙银
霞、赵东为市公安局建设路派出所、光明
路派出所民警义务理发，受到众人点赞。

2月19日，建设路派出所案件侦办大
队队长张栋告诉记者，前些天，理发师孙
银霞女士主动与他取得联系，要为所里民
警义务理发。为避免聚集理发带来的风
险，他在微信群发出理发预约通知，同事
们一个接一个前来接受这份特殊“捐
赠”。孙银霞顾不上休息，一连为18位民
警义务理发，受到民警们的称赞。“他们是
人民卫士，没日没夜地工作，我也就是出
些力气。”孙银霞说。

昨天中午12时30分，市区理发师赵
东放弃午休时间，带着理发工具来到矿光
岗亭，趁着民警、辅警午饭间隙，在警亭外
空旷地方放上一把椅子。先做好消毒防
护工作，然后开始有序地为大家理发，众
人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经过一中午的
忙碌，大家的形象焕然一新。

“能通过我的手艺，帮大家一点小忙，
也算是为抗疫作贡献了！”赵东腼腆地说。

爱心理发师为民警
解决“头”等大事

□本报记者 牛超

傍晚6点至次日早上8点，
社区疫情防控卡点值班。

上午8点到 12点，上班，梳
理一天的工作，单位灭菌消杀，
安排值班人员就餐。

下午，单位没事的话，可以
在家休息一会儿，等待傍晚6点
值班。

这就是罗志昂一天的生
活。而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坚持
了半个月。昨天上午，记者与罗
志昂联系时，他刚刚从卡点赶到
单位——凌乱的头发、布满血丝
的双眼、戴着口罩，正忙着上报
防疫防控表格。

卡点的“守护神”

罗志昂今年 37 岁，在新华
区发改委上班。2月6日，疫情
形势严峻，上级号召党员积极
参与防疫防控，作为积极分子
的罗志昂主动请缨，要求到疫
情防控一线。“单位就一二十个
人，我又是个男同志……”罗志
昂说。

就这样，罗志昂和陶亚兵、
阎付喜、刘建伟3名同事被分到
新华区曙光街街道曙南社区疫

情防控卡点。这个卡点负责 3
幢临街家属楼，10 个楼栋均临
街，一字排开，有四五十米长。
家属楼都没有大门，人员分散、
居民出入自由。在卡点值守要
24小时不间断。“考虑到我是女
同志，还有的同志身体不好，所
以他让我们3人负责早上8点至
傍晚6点的班，他负责夜班。”陶
亚兵说。

“起初，大家对疫情还不是
很重视，加上家属楼居民有人上
夜班，所以不时会有居民出入。”
罗志昂说，为了防止居民随意
出入，他就不停地在3栋楼前巡
逻，遇到有居民要出去，他就上
前询问、劝说。“多数居民都很
配合，偶尔遇到不配合的，也只
有耐着性子说。”遇到有居民从
外面回来，他要上前去登记、测
体温。往往是凌晨过后，值守
的楼栋才能安静下来，他才能
回到卡点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
里眯一会儿。

后来社区对临街家属楼安
装了临时大门，并上了锁，他才
不用来回巡逻。但为了能让下
夜班的居民及时回家，他把自
己的电话打印了十几份，张贴
在临时大门及各楼栋口，每晚
他就坐在卡点，准备随时为外

出或回来的居民开门。
2月8日，元宵节。别人在

家团圆，他在卡点值守；2月 14
日晚，风雪交加。别人都回家
了，他还在卡点值守……

“他就是我们卡点的‘守护
神’，2月14日晚上外面刮着风、
下着雪，我下班回来都很晚了，
他还在卡点坐着，也没回休息
室，真的挺不容易的。”家属院
居民何先生说。

孩子有病，他无暇顾及

阎付喜是罗志昂的同事。他
告诉记者，罗志昂在单位主要负
责办公室的工作。“活多，还杂。
每天早上交了班，他就赶回单
位，传达相关文件，梳理一天的
工作，同时做好单位的后勤保
障、灭菌消杀、值守人员的用餐
等问题……忙得像个‘陀螺’。”

“小罗挺不容易的，他小儿
子有病，要天天吃中药，可他因
为忙于防疫防控，妻子要照顾
大儿子，小儿子只好送到父母
那儿……”何风云和罗志昂虽然
不是一个单位，但在一个大院上
班。她也是无意中才得知此事
的，听了以后，特别感动。

据了解，罗志昂有两个孩

子，大儿子9岁，小儿子5岁。小
儿子一岁多时，经常莫名其妙地
发低烧，他和妻子带着孩子去了
北京、上海……前前后后做了十
多次手术，钱花了不少，病情虽
有所缓解，但始终没有确诊是什
么病。现在，小儿子还需要每天
吃药，而且要定期复查。

家庭的困难没有让罗志昂
退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
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妻子
孙丹丹也特别支持他的工作，
除了一再叮嘱他在做好工作的
同时要保护好自己外，每次值
班回来，都要为他全面消毒。
他走时，还为他备好值夜时需
要的防护用品和食物。

连轴转的工作让他无暇顾
及孩子，而妻子还要照顾大儿
子。没办法，他只好将小儿子送
到父母家，让老人帮忙照顾。孩
子喜欢打羽毛球，想让罗志昂在
家陪他。视频通话时，儿子经常
问他：”爸爸，你啥时候能回来陪
我呀？“

每到这时，罗志昂就说：“快
了，等疫情结束，爸爸和你一起
打羽毛球。”

“大家齐心协力，疫情早点
过去，我个人辛苦点没啥。”罗志
昂说。

□记者王春霞
通讯员付睿 文/图

核酸检测阳性，是诊断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一项至关重
要的指标，而核酸检测，必须首
先通过咽拭子采样。咽拭子采
样直接面对患者的气道，将棉
签近距离伸进患者喉咙，擦拭
扁桃体甚至更深部位。一个
张嘴的动作，意味着可能产
生大量携带病毒的飞沫。咽
拭子采样，被称为隔离病房
里“危险”的操作，而这个工
作基本都由护士来完成。

“大家都是普通人，不害
怕是假的，但职责所在，总要
有人去做，而且必须去做！”2
月 18 日，派驻在市传染病医
院的市一院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队的护士郭娟娟这样说。

所有的新冠肺炎患者在
住院期间至少要进行两次咽
拭子采集。由于条件反射，
采样时，患者常常会忍不住
咳嗽、打喷嚏，甚至呕吐。而
采样者此时与患者相距不足
50 厘米，即使全副武装，也处
处充满风险，稍有不慎，就有
可能被感染。

谈及第一次采样经历，隔
离病房的护士许玉霞直言自
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患
者张开嘴，自己与患者之间只
有不到半条胳膊的距离时，她
的心里忐忑不安，可看到患者
忧郁又无助的眼神时，她明白
只有成功采样并完成检测，才
能让病人排除疑虑，接受治
疗。于是她鼓足勇气，认真迅
速地完成了采样。

疲惫、害怕和不安，对于采
样护士来说，这些她们都顾不
上，她们最希望的，就是所有患
者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说实

话，结果没出来前，我们也都是
悬着一颗心的，每一次检测结果
出来，知道是阴性后，我们才会
松一口气。对于所有的患者，我

们希望得到的结果都是‘阴
性’。也更希望胜利快点到来！”
隔离二病区护士长胡洁滨的话
道出了医护人员的共同心声。

隔离病房里

她们勇敢面对危险操作“咽拭子采样”

战疫一线忙个不停孩子有病无暇顾及
罗志昂：愿疫情快过去，个人辛苦点没啥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近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变
化，不少小区放出了“大招”。市区和顺路
西段的惠泽园小区就是如此。小区物业
积极配合社区防疫工作，共同筑起一道严
密的疫情防控“封锁线”。

“返乡人员当天起在家自行隔离14
天，如有发烧、咳嗽症状，立即报告。在家
人员不串门、不聚会，出门时必须戴上口
罩。疫情可防可控，要相信政府，不信谣，
不传谣，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2月18
日下午6点多，天已经黑透了，惠泽园小
区物业值班人员仍手持小喇叭，穿梭在楼
宇之间。

“只要不是我们小区的业主，无论谁
打招呼，都不能进。业主进门必须要测量
体温，严格落实登记制度。”民旺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值班经理岳丙武说，惠泽园小区
有多层、高层共28栋居民楼，3000多户居
民，总人口6000多人，业主身份相对复
杂，为防疫管控带来很大压力。为此，疫
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公司要求全员在
岗，关键岗位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
度。配合社区工作人员进家入户登记排
查，劝阻家庭集体聚餐，杜绝一切群体性
活动，有效地推动了疫情联防联控。业主
出门需要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排队
距离要在 1.5米以上。业主进门要测体
温，并对手、足及自行车、电动车轮胎进行
消毒。

19日上午9点整，物业工作人员背起
喷雾器，开始对楼道、电梯、垃圾桶等公共
设施进行例行消毒。“一点都不敢马虎，平
时我们是保姆，现在我们就是保镖。要对
全体业主的身体健康负责。”岳丙武告诉
记者，除了采取“硬措施”，他们也配合凌
云社区值班人员推出了很多便民措施。
小区全面封闭后，业主购物、买菜成了问
题，他们主动联系蔬菜供应商，定期为小
区送菜。对于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还安
排志愿者上门送生活物资。

湛河区九里山街道凌云社区负责人刘
跃东说，惠泽园小区推出“硬核”防疫措施
很有效，在为本小区居民保驾护航的同时，
也为其他小区开展防疫工作树立了榜样。

“软硬”兼施 加强防控
惠泽园小区抗疫严又细

市传染病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市一院护士郭娟娟正为患者进行咽拭子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