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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抗击击疫疫情情 我我们们在在一一起起

匆匆安顿好年幼的孩子 ，
正月初三至今， 固始县陈集镇
春店村第一书记曾令宇已经在

防控疫情的一线战斗了一个

月。 “扶贫战线是我的战场，抗
疫一线同样是我的战场！ ”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 匆匆
安顿好家中年幼的孩子， 曾令
宇便来到陈集镇春店村， 作为
在扶贫战线上已经战斗 6 年的
老兵， 他非常熟悉春店村的情
况：“那里距离安徽省非常近 ，
我得到疫情防控一线去！ ”

春店村距离安徽近，“外防
输入” 压力不小； 县道穿境而
过，绵延数公里，过往人员防控

压力不小； 村里有湖北返乡人
员，“内防扩散”压力同样很大；
村里人安全意识差， 防范意识
差，控制人员流动重任在肩。 面
对种种困难， 曾令宇对这些情
况进行了梳理， 及时整合驻村
工作队、村组干部、党员先锋队
三支扶贫中坚力量， 临时组建
一支 12 人的村疫情防控突击
队。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曾令
宇带领突击队深入全村 14 个
村民组逐户摸排返乡人员情

况， 并对 4 户有湖北返乡人员
家庭及时采取整户隔离措施 ，
有效防止了风险扩散。 同时，充
分利用入户调查、微信、大喇叭
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病毒防范措

施，减少村里人员流动。

突击队需要经常与流动人

员接触，但突然来临的疫情让防
护物资紧缺，突击队员的防护成
了大难题。为保护好卡点值勤人
员生命安全， 曾令宇四处奔走，
找了一家家实体药店，好不容易
购买了防护口罩，并第一时间送
到疫情防控执勤卡点。手里捧着
口罩，并肩战斗的村两委干部兴
奋不已、由衷感谢。

由于疫情防控交通管控 ，
加上每天 10 多个小时的工作，
曾令宇带的一箱方便面很快吃

完，但这也诱发了他的老胃病，
但他只吃了几片胃药， 又一次
走上了抗疫的战场。 “我个人多
出一份力 ， 群众就少一分危
险。 ”曾令宇说。

扶贫战线老兵曾令宇：

抗疫一线也是我的战场

市第五人民医院感控专员严玲玲：

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从进入隔离病区的第一

天起，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二隔
离病区感控专员严玲玲时刻

牢记消杀工作的使命，一刻都
不放松。 每天戴着口罩、穿着
防护服 、背着消毒剂 ，奔走在
防控疫情的最前沿，默默地与
病毒进行着斗争， 守护着第二
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

每日工作时间最长持续

12 个多小时，最短是 9 个多小
时，平均 11 个小时。 同事们总
是说，“玲啊，数你最累最辛苦，
给你点赞！ ”

每天 4 遍消杀是常规操
作 , 严玲玲的肩部被沉重的消
杀器械勒出红血印。 消毒液的
味道刺激着她的嗓子和眼睛 ，
病房里的一位大姐每天都关

心地问 ：“小姑娘你嗓子好些
吗？你是最苦最累的。 ”除此之
外，严玲玲还要把夜班同事用
过的被污染的护目镜和靴子

进行浸泡消毒 ， 擦拭晾干备
用，每 4 小时换班就会产生不
少污染的护目镜和靴子。 严玲
玲说 ：“都数不清这段时间洗
过多少靴子和护目镜，每次消
毒液都会把我熏得咳嗽、眼睛
流泪。 ”

“防护服和口罩最紧张的
时候， 为了节省防护物资，我

不敢喝水，尽量晚点吃饭。 有
时累到想哭 ， 告诉自己不能
哭，会花了护目镜影响工作效
率。 ”严玲玲说她最开心的事
就是患者治愈出院，但这也并
不意味着她的工作量减轻了 。
出院的床单要进行终末消毒

处理，所有的物品按医疗垃圾
分类处理。

每天重复着繁琐又沉重工

作， 严玲玲说：“每当自己累到
极限，告诉自己坚持下，再坚持
下。大家的安全在我手中，我累
点没关系， 一定要保证大家安
全。等到大家圆满完成任务，安
全撤离， 我所有付出就是值得
的，为自己感到自豪！ ”

一对夫妻一线战“疫”
三位老师担当“妈妈”

“感谢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 你们是我们和孩
子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在抗疫一线后顾无忧，奋勇
前行！ ”2 月 22 日，信阳市胜利路学校校长吴黎霞
收到一封来自于抗疫一线康静护士长的来信。

在信中， 康静夫妇感谢她女儿康欣妍的 3 位
“临时妈妈”———五(13)班班主任张春玲、数学老师
余海玲、英语老师申林近一个月的精心辅导、悉心
关怀和无私帮助。

康静和其丈夫均在市中心医院工作。疫情发生
后，他们夫妇主动请缨，前往一线抢救病人。近一个
月来， 女儿与其年迈的姥姥生活，3 位老师每天均
按时辅导，轮流关心安慰，使孩子不再孤单，给了他
们一家强大的信心和支持，让康静夫妇在抗疫一线
后顾无忧、奋勇前行。

这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学校的正常开学
不得已按下了暂停键。 于是，学生延期开学，一场
“停课不停学”教育攻坚战也在线上同步打响。张春
玲作为一个班主任、一位语文老师，同其他无数位
老师一样，又立刻投入到另一个战场。

张春玲用微信、信息等形式对孩子进行心理健
康辅导，引导他们认识疫情，同时帮助孩子和家长
树立信心， 相信国家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她每天统计上报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厌其烦
地教会孩子进入网络，在网络平台上课学习。 保证
随时在线，及时回复解决孩子的听课问题，同时给
孩子答疑解惑。为了解除孩子们网上学习的视觉疲
劳，她还和孩子们一起做眼保健操、剪纸游戏和体
育运动。

“特殊时期、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 我赶紧给
康欣妍妈妈发信息，告诉她孩子的事别担心，有老
师在呢。 还给孩子姥姥打电话，耐心地教她怎样用
电视上课。 姥姥高兴极了，我的心里也暖暖的。 ”回
忆起刚开网课的那几天， 张春玲说，“作为孩子老
师，虽然不能像康欣妍妈妈那样，冲击在抗击疫情
一线，但老师唯一能做的就是关心照顾好一线医护
人员的孩子，让他们毫无顾虑地在一线战斗。 ”

像张春玲老师一样， 数学老师余海玲每天也
在组织两个班的数学网课、批改作业；英语老师申
林除了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外， 每天还负责组织
四个班 248 名学生的英语线上学习， 督促这些学
生每天打卡晨读，用微信一个一个纠正发音，每天
忙到深夜。

胜利路学校校长吴黎霞说：“这 3 位老师只是
我们学校众多平凡教师的代表， 像这样的老师、这
样的事，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在疫情防控期间，市教
体局和区教体局都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学校和老师
加强对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子女的学习指导和关爱；
及时了解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组织教师有针
对性地进行关心和辅导。这也是我们办人民满意教
育的初心和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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