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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占伟

昨日是刘小立、武学奎、郑国用回
到家中的第4天。他们是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新城小区居民，同时也是参与
建设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工
人。

2月23日下午，参与建设武汉“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刘小立、武学奎、
郑国用在经过14天的隔离观察，身体
状况正常的情况下，由相关工作人员陪
同回到了自己位于示范区新城小区的
家中，见到了分别多日的亲人。

“2月23日上午10时，我们就接到
了新城小区临时党支部书记栗艳华的
电话通知。栗书记先是欢迎我们回家，
接着又叮嘱我们在家再继续隔离 14
天，有啥需要只管通知她，她全力解
决。”郑国用激动地告诉记者，他们太想
家了，“就是让在家再待一个月都中”。

据栗艳华介绍，刘小立、武学奎、郑
国让各自的楼长向他们再次介绍了居
家隔离观察的注意事项，帮助他们购买
了生活所需的物品，叮嘱他们“平时需
要什么，呼叫楼长，就能办妥”；在随后
的几天里，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天三次测
量和记录刘小立、武学奎、郑国用的体
温，并就疫情防控的细节对他们进行指
导。

“楼长就像一个贴心管家，让我们
更加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刘小立说。

据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示范区各个居民小区普遍成立了临
时党支部，吸纳党员志愿者，开展疫情
防控和居民生活服务。新城小区是示
范区规模较大、住户较多的居民小区之
一，自新城小区临时党支部组建后，共
有79名党员志愿者加入，为居民提供
日常生活保障服务，如给年迈困难的老
人代缴燃气费、代买菜和肉等，重点关
怀和帮助这部分特殊居民群体，受到了
小区居民的称赞。

援建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归来

在家隔离，他们
感受到小区的温暖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2月25日下午，家住新华
区矿工路街道幸福街社区的张业华和
老伴将一封感谢信送到社区，感谢社区
党员志愿者和特勤人员宋鑫、叶巍在特
殊时期四处奔波，帮他们买药。

“多亏了这俩孩子帮忙。”张业华
说，她和老伴年过七旬，身体都不好，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疫情防控开
始后，他们长期居于家中，所需药物都
已用完。“我们多次联系药房，都没有
买到所需要的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张业华说，抱着试试的想法，2
月24日，她找到在门口卡点执勤的宋
鑫和叶巍。

“俩孩子知道后，先后联系了多家
药房，都没有我们需要的药，后两人又
四处奔波、打听，费了很大周折，才为我
们买到所需的药物……真是帮了我们
一个大忙。”张业华说。

另据社区负责人周玲阁说，宋鑫是
新华区特巡警大队队员，叶巍是社区的
党员志愿者。疫情防控期间，他们曾多
次帮居民买药及生活用品。

四处奔波帮忙买药
社区收到
居民送来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王辉

昨日，在防疫一线坚守 30
多天的一对90后恋人高登和许
梦莎，依然在高新区皇台街道
神马尼龙社区防控卡点上值
勤。

今年 30 岁的高登与 28 岁
的许梦莎都在高新区皇台街道
办事处城镇建设发展中心工
作，本月12日，原本是这对恋人
结婚的日子，不料，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他们的
婚礼不得不延期举行。

农历大年三十，高登正在
家里陪伴父母吃年夜饭，突然
接到单位电话通知：“从明天
起，全办事处所有干部职工取
消春节休假，全部投入到防控
新冠肺炎一线值勤中。”大年初
一，高登和许梦莎等多名同事
一起被派到皇台街道神马尼龙
社区防控一线，高登则被安排
到该社区卫东区地矿局家属院
卡点值勤，其职责是严格排查
武汉等新冠肺炎疫区返平或来
平人员，登记出入人员，告诫居
民尽量少外出，劝阻、劝离外来
车辆，宣传防疫知识、并为隔离

观察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
及接送快递。

卫东区地矿局家属院一名
孙姓居民在家自我隔离，他在
隔离观察期间所需生活用品由
高登登记后交给社区工作人员
统一购买，然后由高登送到家
里。除孙姓居民以外，高登值
守的区域还有多名被隔离观察
人员需要他提供送菜、送药及
快递服务。社区医护人员每天
两次到被隔离居民家测量体
温，大多数时候也由高登陪同
前往，卡点则暂时交给门卫师傅
代为值守。就这样，高登每天上
午８时到岗，晚上８时下班，平
均一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每天
午饭和晚饭都在社区就餐。

高登家在叶县县城北关，在
疫情防控一线值勤这些天，他只
回家了一次，也没有进家门。有
时需要换衣服，他会提前打电话
让母亲把换洗的衣服放在家门
口，到了家门口，简单问起家里
的情况，他母亲总是说：“家里都
好，你安心上班吧。”他便匆匆返
回市区卡点，晚上住在单位安排
的宾馆里。

为啥不进家？高登说：“一是卡

点离不开人，时间紧，二是自己在外
边跑，怕万一感染病毒殃及家人。”

许梦莎说，她也在神马尼龙
社区值勤，只不过两个人不在同
一个卡点。春节放假后，她回到
了驻马店市西平县老家。接到通
知后，她在大年初二来到神马尼
龙社区伟业康城小区卡点值勤，
工作内容与高登相同。虽然同在
一个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但

两个人每天只有到社区就餐时才
能见面，平时各忙各的工作，闲暇
时，两个人会通过微信聊聊天，叮
嘱对方“注意自我保护，保重身
体”。对于两个人同在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双方家人都表示支持。
关于婚事，只能待疫情过后，春花
烂漫时再作打算，“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许梦莎笑
着说。

一天坚守卡点12小时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90后恋人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你好，我是中兴路街道的
工作人员，你今天感觉咋样？有
啥需要帮忙的没……”昨天上
午，在新华区中兴路街道联盟路
社区办公室，李晓东面对着隔离
人员名单，正在逐一打电话询问
情况。而这也是他每天的工作
之一。

一天核实数百条信息

李晓东今年 42 岁，是中兴
路街道党群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主要负责联盟路社区的疫情防
控工作。农历腊月二十八，李晓
东接到疫情防控通知后，立即投
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至今已
经一月有余。

“早上 7 时到岗，登记密切
接触人员信息、入户核对人员
信息、到社区卡点值守。此外，
还负责整个街道的疫情防控信
息……”李晓东说，中兴路街道
位于商业中心、商铺多、人流量
大。疫情刚爆发时，正逢年关，
返平过年人数增多，给疫情防
控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每天都会接到数百条需
要核实的信息、数据，而工作人
员只有3个，心里那个急呀。”李
晓东说，为了能保质保量地完
成任务，他采取“分类管理、明
确分布、责任到人”的方式，首
先将重点地区返平人员、在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人员、在药店
购买相关药物人员等需要核实
的信息按类别分配到人，再指定
专人进行汇总整理；对核实出来
的信息按照类别、地区等进行分
类建档，并以社区为单位，建立
社区重点人员分布图，标明重点
人员所在具体小区（楼院）及详
细个人信息；同时，要求工作人

员把自己当天所干工作，记录到
工作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便
遇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责任
人了解情况。

1月25日，疫情防控刚开始
两天，李晓东因连续工作没有休
息，加上着急上火，突感身体不
适，有感冒症状。“当时心里‘咯
噔’一下。”李晓东说，后经检查，
确定只是普通感冒，他才放下心
来。

同事劝他回家休息一会儿，
他却说：“还有这么多电话没打，
这么多居民的信息没有核实，心
不静，睡不着呀。”

2月6日，中兴路街道排查
出一名疑似病例，李晓东与对方
联系时，得知其与家人也有密切
接触。他又马上联系其家属，引
导进行集中隔离。家属因心中有

顾虑，一开始很不配合工作，李晓
东先后多次电话沟通，家属终于
同意进行集中隔离。后李晓东又
陪着对方进行相关手续的转接，
忙得连午饭都没顾上吃。

闲不下来的“逆行者”

李晓东的妻子是平煤神马
医疗集团总医院的医护人员。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夫妻俩
双双奔赴抗击疫情的“战场”，
将7岁的女儿送到姥姥家。夜
幕降临，一切归于平静时，他才
有时间和孩子通过视频说说
话。

“爸爸，你和妈妈到底什么
时候才能来接我？我想回家，
我好想你和妈妈！”隔着手机屏
幕，7岁的女儿委屈得落泪。

“爸爸妈妈在工作，等我们

把疫情战胜了，爸爸就去接你，
在姥姥家一定要乖，要听话。”
关掉视频，一个七尺男儿，突然
眼眶发热。

近段时间，我市疫情防控
状况持续好转，需要核实信息
的任务量有所下降，可李晓东
闲不住。他一有空便到处找活
干，和社区人员一起到需居家
隔离的居民家里，告知其具体
隔离措施和注意事项，张贴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条；协助区疾
控中心对辖区发热密切接触人
员进行采样化验；帮助同事值
班站岗；和志愿者一起为居民
运送生活物品……

“虽然退伍20年了，虽然脱
了军装，但不能丢掉军人本
色。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
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

李晓东：抗疫一线的“退伍兵”

高登（左）与许梦莎在社区一起吃午饭（高登供图）

李晓东通过电话核实社区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