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3.3 星期二 编辑 朱碧琼 校对 侯培华

5

□本报记者 杨元琪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卫东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中
队长赵耀军扛起责任与担当，冲
锋在前，深入一线，日夜奋战在
医源性废水、医疗废物无害化处
置监管工作中，为人民群众建立
起疫情防控的环境安全底线。

“天天都是这样，已经习惯
了。越是忙，越要细心，一点也
马虎不得。”昨天，赵耀军像往常
一样，奔走在辖区各个医疗隔离
点之间，进行疫情防控巡检工

作。卫东区目前有1个发热门诊
点（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1
个 隔 离 点（卫 东 区 党 校 隔 离
点），3 个平煤神马集团指定隔
离点（平煤安培中心隔离点、矿
工路格林联盟酒店隔离点、平
职学院工贸校区亚泰商务酒店
隔离点）。赵耀军作为辖区危
险废物处置和水污染防治工作
的主要负责人，从 1月 25日起，
他克服防疫物资紧缺等困难，
每天戴着口罩奔走在辖区各个
医疗隔离点之间，现场查看污
水处理设施运转情况、翻阅消
杀记录台账，还要督促辖区医

疗机构、医学隔离点上报医源
性污水设施处置情况和医疗废
物收集处置情况，这一干就是
一个多月，这对 46 岁的他来说
并不轻松。

赵耀军每天都要对辖区医疗
机构的医疗垃圾、医疗废水处置
进行现场检查，确保全区医疗废
水安全处置、医疗垃圾安全转
移。因与医疗废物接触机会多，
增加了感染概率，为打消家人的
疑虑，赵耀军每天上班前都向家
人口述“保证书”——“我一定认
真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勤洗
手，保证照顾好自己，健健康康地

回到家中。”
赵耀军的母亲已 80 多岁，

腿脚不便，生活无法自理。他的
妻子前段时间脚踝骨折，韧带撕
裂，需要止动修养。天天在一线
忙碌的赵耀军，只能让21岁的儿
子赵子明照顾妻子母亲的衣食
起居，自己全心投入工作中。“谁
让咱在这个岗位上哩，这都是职
责所在。我是党员，一定要为群
众保驾护航。”赵耀军说。

“赵耀军同志舍小家、顾大
家，迎难而上，是大家学习的榜
样。”卫东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
队负责人张彦俊说。

老母卧床、妻子骨折，他坚持冲锋在前

赵耀军：疫情防控中的环保“逆行者”

□本报记者 牛超

接到疫情防控命令后，在家陪
伴孩子的她闻令而动，停止休假，
转身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去。她就
是杨芸芸，新华区应急管理局办公
室主任，一位80后。

2 月初，我市启动疫情防控
一级响应后，杨芸芸及时调整
单位原有的值班，建立了疫情
防控“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并做好单位值班同志的后勤保
障，储备食品、卫生防护、消杀
等物资。2 月 5 日，我市号召党
员 干 部 下 沉 基 层 社 区 抗 击 疫
情，她率先到居住地新华区湛北
路街道八北社区报到，被安排到
原市豆制品厂家属院卡点做疫
情防控。

“别看她是女同志，长的文文
静静，很有战斗力。”昨天上午，提
起杨芸芸，八北社区工作人员黄
慧说。“从发放、张贴疫情宣传知
识单页，对家属院进行消毒，到建
立沿街商户疫情防控微信群，再
到排查外地返乡人员信息、动员
亲属参与疫情防控卡点值守，再
到组建战疫情志愿服务队为群众
当‘快递员’……到处都有她的身
影。”黄慧说，在摸排过程中，杨芸
芸得知社区有户居民的户主因病
在郑州住院，家里就剩下妻子和
两个年幼孩子，她主动提出帮该
户居民采购生活用品，亲自送货
上门，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宋爱玲是八北社区的网格员，
她说，有次她在家属院卡点值勤，
没顾上吃饭，“当天事比较多，从早
上一直忙到晚上，芸芸知道后，在
家里做好热菜热饭送到卡点，特别
暖心”。

“杨芸芸可热心，她经常从家
里带东西给我们吃，给我们送热
水。一次，看到值勤人员没有口
罩，她将家里仅有的两包口罩拿来
分给我们。防疫初期，社区的消杀
防疫物资不足，她又将自家的消毒
液‘贡献’给社区。”也在该卡点值
勤的湛北路街道工作人员褚洋洋
说。

因为是单位、社区两头跑，遇
到单位有事需要到岗处理，她就让
丈夫到卡点代为值守。“大家都可
忙，连着值几个小时班都不容易，
不能因为我，再给大家添麻烦。让
我丈夫值值班，也让他体会体会。”
杨芸芸说。

2 月 14 日，风雪交加。八北
社区不少疫情防控卡点的值勤
帐篷被刮坏，风裹着雪呼呼地往
帐篷里钻。“杨芸芸得知后，让丈
夫带着维修工具挨个卡点检查、
维修，一直忙碌到半夜。”宋爱玲
说。

“大家都是为了抗击疫情，比
起那些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和
公安民警，这点事根本不叫事。”杨
芸芸说。

杨芸芸：
防控一线的

“后勤部长”

昨天上午，市区建设路与迎宾路交会处一酒店大厅外，市民在座位上等待取餐。据该酒店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设置了座位等待区，相邻座位间隔一米以上，市民等餐时可以在座位上浏览手机或休息，
此举赢得订餐市民的好评。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昨天上午，在新华区光明路
113号院疫情防控卡点，58岁的
李淑芳背起沉重的药桶，开始逐
个楼洞进行消杀工作。两个家
属院、6幢居民楼全部消杀完，
她已是满头大汗，肩膀酸痛难
忍。从疫情发生至今，李淑芳一
直坚守在社区防疫一线，为守护
居民的健康奉献着力量。

热心阿姨成抗疫女战士

李淑芳是市城管局的退休
职工，家住光明路 113号院 3号
楼一单元，是出了名的热心人。
疫情凶猛，新华区光明路街道体
育场社区加强了家属区管控，安
排一名网格员到该家属院值
守。看到网格员忙得饭都吃不
上，李淑芳坐不住了，她率先站

出来，要求到家属院门口值守。
“我老伴病重时，邻居们没

少帮忙。去年老伴去世，我一个
人在这儿住。疫情这么严重，就
想着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李淑芳说。

从2月4日开始，李淑芳便
开始了社区防疫战斗。每天，她
都早早起床，赶到家属院门口值
守。她还承担了消杀工作，对家
属院进行一天两次消杀。15公
斤重的药桶背在肩上，一会儿便
肩膀酸疼，脚步沉重。“每次消杀
完，我的衣服全都湿透了。”个头
不高的李淑芳微笑着说，“确实
很累，但为了大家的健康，我觉
得很值得。”

2月5日晚，为便于管控，体
育场社区对光明路113号院和紧
邻的市检验测试中心及原矿一
中老家属楼统一管控，设置了一

个卡点。两个家属院都是无主
楼院，疫情防控任务增加，李淑
芳不是党员，却全天值守，每天
打扫家属院卫生、进行防疫消杀
等，样样工作都冲在最前面。“消
毒药水的腐蚀性特别强，我的两
双鞋、三条裤子全报废了。”李淑
芳爽朗地笑了，“儿子、女儿原先
都不知道我在做社区防疫志愿
者，最近知道后天天打电话叮嘱
我小心防护。”

众多党员、居民共抗疫

从疫情发生以来，李淑芳就
在家属院居民微信群中发送最
新疫情通报，呼吁大家不要出
门，配合社区搞好防疫。在她的
带动下，家属院的一些居民也主
动投身防疫工作，和党员志愿者
一起值守，涌现出很多感人事迹。

“我在业主群里看到李淑芳

发的倡议，就赶快到社区报名。”
市发改委在职党员刘占利2月6
日开始到该卡点参加疫情防控。

随着家属院党员志愿者的增
加，2月9日，社区牵头成立卡点疫
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刘占利任党
支部书记。在疫情防控期间，刘
占利和另外 7名党员志愿者一
起进行防疫宣传，利用居民微信
群及小喇叭反复宣传防疫要求
及防疫知识，在小区门口张贴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告、通知等。

“上班之后，部分在职党员
每天下了班就到卡点值守，一直
坚持到现在。”体育场社区党委
书记徐惠琴说，该小区居民陈江
华热心帮助社区固定隔离围栏，
当他看到搭建卡点值班帐篷遇
到困难时，二话没说回家拿了电
钻、锤子、扳手等工具，帮忙把帐
篷快速搭建起来。

社区抗疫，热心阿姨冲在最前面

市民分坐等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