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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抗抗击击疫疫情情 我我们们在在一一起起

一碟猪油馍温暖值守人
本报讯（记者 张方志 通讯员 杨 燕）“守

了一整天，饿了吧？快尝尝我刚做好的猪油馍。”
2 月 20 日下干，家住罗山县山店乡胡畈新村小
区的刘世秀送来了一碟亲手做的猪油馍，温暖
了寒风中值守人员的心。 “乡里的干部日夜守
在这里， 守护我们的安全， 我也想出一份力
量。 ”刘世秀说，虽然不能到防控一线，但她也
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负责山店乡胡畈新村小区防疫卡点防控任

务的是该乡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该中心全体党
员干部 24 小时坚守，坚持每天为小区消毒，为
出入群众测量体温、做好登记，挨家挨户发放宣
传资料，讲解防疫知识，提高群众防护意识。 防
控战役打响以来，山店乡全体党员干部在一线
已连续奋战多个日夜。 对此，群众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连日来，山店乡多名热心群众纷纷向一线
捐赠防疫物资和食品，助力坚守前线的工作人
员。 看见卡点在搭建帐篷，他们纷纷上前帮忙；
看到卡口寒风凛冽，他们送来了热水，搬来了火
盆；得知值守人员常以方便面充饥，他们又送来
菜肴和水果……

干部前线护平安，群众后方送温暖。 面对
群众送来的爱心，山店乡胡畈新村卡点的值守
人员深受感动，并表示会坚决站好岗，尽全力守
护群众安全。。

返校上学前
再站一班“岗”

本报讯（记者 李亚云）“每五天一户只能外
出一人采购生活物资， 没有特殊情况， 您请回
吧！ ”昨日下午，平桥街道两庙社区未来胡同路
口卡点，袁巍峰“铁面无私”，劝返了无正当理由
要求外出的居民。值班过程中，袁巍峰为居民办
理出入证、测量体温、严格登记，严守防控规矩，
守护居民安全。

作为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学院的一名研究

生，与众多学子一样，今年袁巍峰过了一个别样
的寒假。 本来要“宅”到开学，但 2月 10日，家族
微信群的一个小视频让袁巍峰改了主意。 “那天
看到爸爸在龙井乡卡点执勤的照片，鼻子有些发
酸。 他身体不好，有痛风，走不了几步就腿疼。 ”

“老爸是党员，我也是党员。这个时候，应该
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 ”袁巍峰心里这
样想着，随后便向两庙社区党支部提交了申请，
要求走上“党员先锋岗”，为抗“疫”而战。

2 月 12 日， 袁巍峰正式走上值班岗位，以
一名学生党员的身份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起初，袁巍峰提出全天值守卡点，社区考虑到他
还是一名学生，便将他值班时间安排在下午，把
上午时间留给他学习和写毕业论文。 10 天来，
袁巍峰每天下午两点准时来到工作岗位， 一直
值守到晚上 9 点才离开。

当前，袁巍峰期待着疫情早日结束。 “在我
们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前， 我还将继续站好最
后一班岗。 ”袁巍峰如是说。

大图：梅翔轩在机车上进行添乘工作 小图：取下口罩夏威的脸上遍布勒痕 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铁路武汉局江岸机

务段信阳运用车间有一对夫妻，
他们都是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
者”。 梅翔轩是江岸机务段信阳
运用车间的一名指导司机；妻子
夏威，是市卫校附属医院一名医
护工作者，于 2 月 9 日，征召去
市第五医院重症监护室援助疫

情第一线。
从大年三十那天开始，梅翔

轩就一直在单位从事救援物资

输送工作。梅翔轩所负责的指导
组区段是京广主干线，货运任务
繁忙且重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
突发状况，车间成立了党员预备
队，关键的时候要顶上去，梅翔
轩第一个报了名。

除了每日在单位值班，梅翔轩
还要进行添乘、抽查、驻点工作，每

次出去都得两三天才能回家。
“我爱人更不容易， 她现在

是在市第五人民医院负责疫情

救援工作，是与病患直接接触的
关键岗位，也是最有感染风险的
第一线。 ”说起妻子，梅翔轩既惦
念又心疼。夫妻二人都坚守在各
自的岗位上，都是与密集人群直
接或间接接触，他们用不同的方
式抗击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守
护着患者和救援物资的平安。为
了大家，他们彼此都选择了不回
家，除了工作，就是自我隔离。

夏威 24 小时在医院值班 ，
她不仅业务好、责任心强。 在接
到通知， 要到市第五人民医院
去， 她主动请缨：“我是一名党
员， 如今我的丈夫也在疫情控
制工作一线，我们二人约定好，
要一起上前线！ ”他们夫妻二人
都清楚，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自己作为运输后勤、医疗

援助的工作者， 都要主动忙起
来，前线需要勇于拼搏、不甘人
后的人。

他俩家里两个儿子，一个 6
岁，一个仅有 9 个月。 孩子在家
需要照顾， 夫妻俩由于工作的
原因， 不得不求助于家中老人
来照顾。 自除夕开始，夫妻俩始
终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看过两
个孩子。 孩子们想念爸爸、妈妈
的时候， 也只能通过视频或打
电话说上几句， 夫妻俩之间也
只能通过微信视频来和家人互

报平安。
两种职业 、两种身份 ，在这

场防控疫情攻坚战中 ， 他们冲
锋在前，全力以赴，成为了最美
的“逆行伉俪”。 “加油！ 平安！ ”
这是他们离别后微信互动中

的高频主题 。 妻子尽快归来 ，
也就代表着疫情阻击战早日胜

利，这是梅翔轩最大的盼望 。

本报记者 周 涛

通讯员 曹毓祥

抗击疫情“夫妻档”：

不同的岗位同守一份责任

汪娜：让青春在“疫”线绽放

“妈妈， 我好想你……加
油！ ”一条微信语音，饱含深情。
2 月 10 日中午 1 点半， 忙碌了
一上午的汪娜掏出手机， 听到
儿子奶音十足的语音， 已经一
周未见孩子及家人的她眼眶悄

然湿润。
鼠年春节，对于市第五人民

医院呼吸内科第三病区的护士

汪娜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节

日。 1 月 27 日，农历正月初三，
原本在家休息的汪娜接到了一

个电话。。 ““娜娜，，现在疫情严重，，
隔离病区缺护士，，院里准备让你
到隔离病区去，，你愿意去吗？？””护
士长马东枝话音刚落。。汪娜立刻

回答：：““我愿意。。 ””
22 月 22 号，，汪娜正式进入市

第五人民医院隔离病区 IICCUU 病
区，，在这里，，汪娜的主要工作是
每天对病区进行消杀。。 每天早
上 77 点半，， 她都会准时进入病
区，，开始配置含氯消毒液，，并对
夜班医生换下的靴子、、 护目镜
进行浸泡、、清洗，，然后背着消杀
喷雾桶给整个 IICCUU 病区各个角
落喷洒一遍，， 静置半小时以后
再用清水拖一遍，，同时清理、、打
包医疗废弃物。。 同样的工作，，汪
娜每天需要做两遍。。 忙完一天，，
汪娜换掉防护服，， 身上就像淋
过雨一般，， 疲惫不堪，， 腰酸背
疼，，手上的皮肤也被泡脱了皮，，
虽然耗费了巨大的体力，， 但看

着桌子上的面包、、牛奶，，汪娜连
张嘴的欲望都没有，， 满脑子里
还在想着今天哪些细节没做到

位，， 明天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
““抗击疫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使命，， 与直接参与救治工作
的医生护士相比，， 我有点像清洁
工，，但工作总要有人来做，，只是分
工不同罢了。。虽然很累，，但我绝不
会退缩。。 ””汪娜说。。

22 月 1111 号，， 汪娜圆满地完
成了第一阶段救治任务，， 撤离
病区休整。。 ““即使在休整，，每天
也会准时醒来，， 有时候做梦都
是在隔离病区的画面，， 这段时
间实在是太难忘了。。 期待疫情
过后，，春满大地，，山河无恙！！ ””汪
娜说。。

本报记者 程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