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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乃军的村庄防“疫”战

“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气神拿出
来，我就不信打不了这场防疫阻击战！ ”
2月 3日一大早， 光山县槐店乡晏岗村
的大喇叭就响起来了，村党总支书记晏
乃军铿锵有力的话语回荡在山村中。

光山距离武汉 200 公里， 在湖北
特别是在武汉上学、经商、务工人员是
信阳市最多的县， 春节前从武汉回来
的有 10667 人， 仅晏岗村就有 35 人，
还有 62 人是经过武汉中转回村的，防
控压力巨大。 这几天，晏乃军忙得团团
转，每天只能睡眠四五个小时，完全处
于战时状态，以致 1 月 29 日中午累瘫
在走廊里睡着了。

上午 8 时 50 分，晏岗村部没有往
日的熙熙攘攘， 院子里的月季还在零
星地绽放着， 在寒风中展示顽强的生
机。 晏乃军的办公桌上，一份泡面热气
腾腾。 “早上去几个执勤点看看刚回
来，还没有顾得上吃饭。 ”看到记者的
到来，晏乃军笑着说，虽然眼里充满血
丝，略显疲惫，却依旧神采奕奕。

“别看村部里没有人，村干部都派
下面去了。 他们去给各执勤点送热开
水和方便面去了 ， 等一下我也要下
去。 ” 晏乃军一边扒拉着方便面一边
说，“我们村到武汉只有两三个小时车
程，1 月 20 开始我们就成立了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动全村 60 名党员，密切
注意疫情发展，不能打无准备仗啊! ”

9 时刚过，晏乃军起身麻利地戴上
口罩，佩戴好党徽，抱着两箱方便面走
出村部大门。 晏岗村总面积 12825 亩，
全村辖 33 个村民组、3006 人。 全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254 户、1012 人，2014
年整村脱贫。 去年秋季，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位于该村的司马光油茶园考察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
骑着电瓶车， 晏乃军一会儿就来

到位于司马光油茶园出口的黄金庙执

勤点，一个简陋的大棚子，一张简单的
办公桌，几个消毒喷壶，就是执勤点的
全部家当，，既挡不住风，，也遮不住雨。。 55

名志愿者看见有车过来，一边登记，一
边消毒。 晏乃军忙着把方便面分给大
家，了解昨天夜里到现在的值守情况。

“这场总书记亲自指挥的战‘疫’，
我们一定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大伙辛苦点，坚决不能给晏
岗村丢脸！ ”晏乃军挥着手说。他身后，
一面鲜艳的党旗正迎风飘扬。

9 时 40 分， 晏乃军骑着电瓶车顺
便到两个村民组巡查， 看看有没有在
外面聚集的村民。 “书华，这两天你们
辛苦了！ ”停下电瓶车，晏乃军老远就
和晏围孜村民组长程书华打招呼。 程
书华正带着志愿者梁太福在小组的执

勤点上值班，前几天，他们都为村里的
疫情防控捐了款。

“打仗没有兵哪能行？ 不能打无准
备之仗，靠我这‘光杆司令’也不行啊，
要发动群众，全民皆兵。”做群众工作是
晏乃军的强项。当了 20年村支书，天天
和群众打交道，群众心里都有杆秤。 正
月初一上午，村里刚在广播里吹响“集
结号”，下午来报名当志愿者的就有 35
人，名额很快就满了。 后来的争着抢着
要来，村干部只好一个一个做他们的思
想工作，劝他们在家待着也是做贡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晏岗村刚
刚脱贫，底子差，没有钱，难办事。 为了
给一线疫情防控志愿者提供后勤保障，
晏乃军发动村里的成功人士捐资捐物，
短短几天村里就筹措了 11.8 万元，连
五保户、小孩子都跑过来要为疫情防控
捐钱。 晏乃军赶紧发出通知，说捐款已
经够用了，恳求村民不要再捐款。

“今天，广播里已经在公示大家的
捐款情况，下一步还要公布捐款使用情
况， 为村民购买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让大家来监督。 ”晏乃军说，“你看，这
个‘春暖花开’不知是谁，昨天通过微信捐
款我没有收，今天非要来当志愿者。 ”

晏乃军随后又去村北边的几个村

民组查看志愿者值守情况， 回到村部已
经是 11时 20分。连口水都没有顾上喝，
拿着消毒液就匆匆出门。 “我去晏德义家
里看看。 ”晏乃军给留守的村干部交代。

前几天晏德义的父亲去世，， 家里

按照村里要求丧事简办， 亲友没有聚
餐，给疫情防控工作带了好头，晏乃军
去了解他家里有没有困难。 “德义啊，
你把这消毒液兑水 15 公斤，装在打农
药喷雾器里，把这房前屋后都消个毒。
这几天都尽量别出门， 正月十五的祭
祖活动也取消了， 有啥困难给我打电
话。 ”晏德义边听边点头。

晏乃军再次回到村部已经过了午

饭时间， 其他村干部已经在汇总上午
走访和疫情防控情况。 晏乃军拿起一
份泡面、 冲上开水：“这东西开始吃还
觉得有味，顿顿吃就不香了，还是觉得
老伴做的饭菜香。 ”

“晏支书为了疫情防控，和老伴主
动放弃去广州儿子家里过年的计划，
自打吃过年夜饭开始， 他就吃住在村
里，自己吃的高血压药、换洗衣服都带
到村部，家里离村部只有 400 米，10 多
天没有回去一趟， 老伴在家心疼得掉
眼泪。 ”村党总支副书记刘晨说。

“为了全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在
疫情面前，作为村里当家人，我哪敢懈
怠？ 只有带着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才能不负大
家厚望，不负自己良心。 ”吃过简单的
午餐， 晏乃军拿过来晏岗村疫情防控
台账，逐页看了起来……

下午 3 时，得知近期将有降雨，晏
乃军又开始着急起来， 村里设有 9 个
执勤点， 如果下雨还得提前购买不少
物资。 “这叫未雨绸缪。 ”他掏出手机，
打了一圈电话， 先是好说歹说协调敬
老院匀出 3 件大衣，又订购了 12 箱方
便面，购买了 20 套雨鞋、雨衣……

“还剩下帐篷和取暖器没有落实，
明天你想办法去城里看看， 争取能够
早点买到。 ”晏乃军安排村会计要盯着
这事儿。 眼看 4 时多了，他还要赶到离
村部 4 公里远的上黄村民组， 检查那
里的疫情防控工作， 最近邻村出现有
确诊病例，这让晏乃军好一阵紧张。

“小伟，今天感觉咋样？ ”晏乃军隔
着门问道。

“放心吧，支书，我和家属从 1 月
13 日回来每天都量体温，正常着呢。 ”

“尽量不要出门，少走动，按照疫
情防控措施做好个人防护哈， 你们从
大城市回来的要带好头。 ”晏乃军临走
还不忘再叮嘱几句。

夜幕不知不觉悄然降临， 气温也
骤然降低许多， 晏乃军来到晏岗村最
北边的一个执勤点， 这里是进出村的
唯一通道。 “黄鹏，咱俩搭一班，让他们
几个先休息下，夜晚 10 点来换班。 ”晏
乃军拉过来叫黄鹏的小伙子， 撵着其
他志愿者回家。

“白天您已经为村里辛苦了一天，
让我们年轻人多干一会儿呗。 ”被赶走
的几个志愿者不愿离开。

“正是因为白天没有时间，这会闲
下来了，来站会儿岗。 大伙赶快回，别
让媳妇、孩子埋怨。 ”晏乃军挥着手把
年轻人赶走了。

乡村的夜晚很静， 掉根针到地上
都能听得见。 远远望去，执勤点的灯光
就像是黑夜里的航灯，既明亮又温暖。

本报记者 龚立堂 盛 鹏

通讯员 黄晓婉

平桥区人武部：

迷彩绿闪耀抗击疫情第一线
本报讯（孙明江 吴文柱）“疫情就

是命令， 防控就是战场， 阻击就是作
战。”连日来，平桥区人武部迅速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发动全区专武干部、基干
民兵投入疫情防控战，一支支民兵防控
疫情突击队快速组建成立，一抹抹鲜艳
的迷彩绿活跃在村口、路口、社区……
全区基干民兵舍小家、顾大家，昼夜奋
战在严守疫情防控一线。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的实际， 平桥区人武部第一时间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会议和
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传达学习习主
席对军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 部署基层民兵在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紧急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各乡镇（街道）武装部
组织民兵配合卫生、公安等部门，认真
做好疫情的检验检测、 交通管制和秩
序维护。 各村（社区）成立民兵党员先
锋队， 配合地方政府做好防疫知识的
宣传、、 湖北籍接触史暴露史人员的排

查和身体状况监测，并建档立卡。人武
部还印制了倡议书 2000 余份，下发至
各乡镇（街道），引导广大群众积极配
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自身防护。同时，
还号召广大民兵积极开展“亮身份、防
疫情、冲在前”活动，以此激励广大民
兵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挑大梁唱主角。

2 月 1 日， 在平桥区彭家湾乡各
个村口、路口，农村大喇叭及宣传车循
环播放疫情， 防控点民兵正协助医护
人员拦停每辆来车， 一边给车内人员
检测体温， 一边仔细询问车辆来地和
去向，登记好电话号码等信息，还不忘
叮嘱驾乘人员在车内也要戴好口罩，做
好防护，避免交叉感染，注意交通安全。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洪坤星告诉笔

者，信阳军分区将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把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
实际行动支援地方疫情防控，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攻坚战贡献力量。。

查看执勤点值守情况

防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