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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岩）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
的心。在芝瑞镇大兴永村设立的募捐
点。柳条沟组村民陈小刚徒步来到村
委会，郑重地将 500元人民币投入到
募捐箱中，他说：“这疫情太厉害了，
唉，我也做不了什么，这是我的心意。”

今年45岁的陈小刚，肢体三级残

疾，家有4口人，妻子范景丽是智力三
级残疾，女儿陈冰是智力四级残疾，还
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陈小刚是家
里的唯一劳动力，农时种几亩地，养几

只羊，农闲做点零工，他用微薄的收入
支撑着家庭的重担，已经是入不敷出，
但是当他面对疫情时，他毅然决然的
拿出五百元钱，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五百元相当于他们全家一个月的
开支，募捐人员劝阻，而陈小刚却说：

“没事的，刚过完年，米面都有呢，也花
不着钱，我们省着点，少吃一顿不算什
么，等疫情过去我再挣，现在国家政策
好，对残疾人照顾多，我好好干，能挣
回来。”

陈小刚的爱心情怀

田园春，中国共产党员，旗人民医
院护理部干事。因鼠疫防控工作需要
于去年11月21日被组织紧急抽调至
隔离病房任临时护士长。今年1月19
日克旗接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预警，新的疫情防控工作就此展
开，22日隔离病区收治第一例留观病
人，在这例病人解除隔离之前，田园春
一直全天24小时在岗。

“我是党员家庭，我老公，哥哥都
作为党员志愿者在社区值守，我在隔
离病房，家里的党员全部冲在一线。”
说这句话时，田元春特别自豪。此次
疫情来得突然，又赶上其父亲骨折，母

亲一直卧床还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田
园春只在正月初六解除隔离回去吃了
顿饭,就又匆匆回到了岗位上。

每天从早 8:00到晚 11:00始终
在隔离病房工作。为了避免医务人员
发生职业暴露，她得经常对隔离病房
与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进行防护技能
和工作流程的培训。

需要医学观察的患者，所有活动
都限制在隔离病区，所以帮助病人缴

费、联系药房取药、联系放射科胸片检
查、联系检验科取血标本等成了她的
日常工作。病人多时，病房护士忙不
过来，她还要进入病房完成护理工作，
采集咽拭子、扎针输液。

疫情持续发展，医院的应急防护
物资一度紧张。所以每天统计防护用
品日消耗量、库存量她要做到心中有
数。有医务人员被选派下乡为高危人
员采集咽拭子时，她还要再次指导医

务人员正确穿脱防护用品。隔离病房
内的一切日常工作她要管实管细，一
切困难要及时解决。

“我得和我们一线的护士在一起，
这样她们能踏实工作”“亲眼看着护士
们做防护，我才能放心”“今天这个发
热病人检查结果还没出，我今天就不
能出去了”……十几天了，她总是和家
人这样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冲在了战
疫前线；作为一名护士，她用行动践行
着南丁格尔誓言；作为妻子、母亲她毅
然选择了坚守岗位。

田园 春 隔离病 房 的“ 守 门人 ”
■通讯员 田宝鑫

“康书记，你们挂条幅呢，那上边
高，爬树危险，我把我家的装载机开来，
你们挂条幅用吧……”说话的是家住芝
瑞镇兴华村的李广维。

李广维是乌丹亿合公镇人，现居住
在芝瑞镇兴华村商品街，今年 33岁。
近日来，新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一直牵动
着他的心，看到防控物资紧缺，考虑到
防控一线人员的不容易，他看在眼里急
心上，于是他找到兴华村村书记康少
辉，向康书记询问；“需要我做什么，我
全力以赴。”与康书记对接以后，他立即
联系货源、采购口罩和消毒液。

看见工作人员拿着小喇叭沿街宣
传，他又主动给康书记打电话：“开上我
家的皮卡，装个音响做流动宣传吧，”

“这车我一直给你们宣传用，直到疫情
结束！”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无疑是这

个冬天里最暖人心的话语。
看见《芝瑞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募捐倡议书》，他二话没
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转账5000元，
支援芝瑞镇的疫情防控工作。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李广维时刻关注新
闻，翻看微信群、朋友圈转发推送疫情
相关的信息，他还主动给亲戚朋友打电
话，叮嘱大家不聚会、不串门，勤洗手，
常消毒，出门戴口罩，配合出入登记等
等。

疫情无情人有情，他用自己的行
动，传递着向上的能量。疫战当前，正
是由于有了千千万万个像李广维这样
的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党群同心，党
群协力，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狙击战。

李广维的战“疫”情结
■特约记者 王岩

感动无处不在，处处彰显情怀。
在芝瑞镇永兴村捐助活动中，天

顺成村民组村民任显章为疫区人民
捐款人民币100元。100元不算多，
但那是一份沉甸甸的爱。任显章60
出头，个子矮小，体弱多病，无劳动能
力，单身，是个靠国家供养的散居五
保户，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就是这
种情况，他毅然决然地捐出 100元，
这 100元对他的日常生活绝对会带
来冲击，有好心人劝他别捐或少捐
点，他不失幽默地说：“一天少吃一顿
菜，早帮难民出苦海！”

同样是永兴村村民的何海艳也
奉献爱心捐了人民币50元。她是永
兴村板石房子组人，几年前，由于家

里外债缠身，和丈夫杨飞一起外出打
工，本想打工还债，改善家境，谁知丈
夫客死他乡，落得个雪上加霜，无奈
之下，带着儿子又回到丈夫生前的家
乡。孤儿寡母，生活本就窘迫，还要
供儿子读书，日子愈加艰难，村镇两
级积极主动地为她家办理了低保，多
少减轻一点她的经济压力。考虑到
她家的实际情况，村委会建议她别捐
了，她动情的说：“羊羔都有跪乳之
恩，我也该懂得反哺之情。当我们家
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帮了我们，
给我们雪中送炭，现在国家有难，我
这 50元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凉
水温成热水，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永兴村的瞬间感动
■特约记者 于国栋

“牟主任，我看见了乡政府的募捐
书，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一定帮我
转交给政府。”一大早，新开地村贫困
户党员刘学会就来到村委会，把
1000元爱心捐款交给了村委会主任
牟连德，并激动地说道：“看见你们从
大年初二就忙得不可开交，我这心里
真着急啊，想着咋才能帮帮你们啊，这
下可好，终于能让我尽一点微薄之力
了。现在国家有难，我自己少花点，也
要帮国家渡过难关。”刘学会是新开地
村的老党员代表了，还是新开地村争
当脱贫户第一人。此次募捐他也是率
先到村委会捐款，充分发挥了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金海君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金海君是红石砬村村民，在募捐的第
二天就将5000元爱心款送到乡政府
送，他说：“我能有今天都是国家政策
好，更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现在国家有
难，该是我报答党的时候了。”

管永武是新开地乡广华村村民，

常年在外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始终
密切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得知政府需
要募捐，他通过微信转账捐款 5000
元，并附言感谢家乡的干部群众的付
出，向他们问好。

双村子村党支部书记吴忠元，始
终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完成了
一天的排查工作，晚上回村的路上，通
过微信转账捐款 1000元，并号召广
大党员群众奉献爱心，一天的时间里，
双山子村村民捐款 11920元。高地
村党支部书记徐利云捐款 1000元，
她给村民们说：“干了这么多年村委会
的工作，我最知道，这会正是国家需要
我们的时候，决不能拉后腿。”积极动
员村里的合作社、党员群众捐款。

在新开地乡，疫情防疫没有局外
人，人人都奋勇争先，短短的三天时间
里，已募捐到13万多元。有钱出钱、
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的感人瞬间在新
开地乡随处可见。

爱心汇聚成暖流
■通讯员国赛菊

本报讯（记者 原国林 孙丽丽）
“战役打响，你我责无旁贷，众志成城，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面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这是应昌街道石
林社区党总支书记高淑红面临退休时
掷地有声的一番话语，危急时刻，她退
而不休，坚守总支书记岗位，把党的责
任牢牢扛在肩上。

“回哪？你要回乡下?你什么事情
呀？哎呀，你可克服克服吧，现在村子
里也封闭的比较严，咱们也在这个特
殊时段，你要是没有什么及其特殊的，
像咱们公告上所说的那些有病人呀这
些事情，您就最好就不要动了好不
好？”

石林社区党总支书记高淑红接到
一位社区居民的电话，居民要去接回

乡下过年的父母，高淑红陈说利弊，絮
叨半天才让对方打消念头。像这样的
电话，每隔三五分钟就会打进来一个。

今年50周岁的高淑红1月30日
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因为正赶上春节
假期，办退休手续的事儿就拖了下来，
可到了正月初三，也就是1月27日，街
道紧急召回休假的全体社区工作人员
全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她的党总书记职务就延续下来。

石林社区党总支书记高淑红说:
“我当时考虑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如
果就说是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推脱下
来，新接任的党总支书记他对本辖区
的这个情况一定是不熟悉，所以说布
置起工作来一定也有难度，我当时就
是以一个支部书记的责任，一个党员

的责任心吧，我就觉得在这个关键的
时候我应该还是继续坚守在这个岗位
上。”

石林社区是应昌街道最大的社
区，有 27 个小区，居住着 3486 户，
9510人。当时 27个小区开放了 23
个出入口，而社区日常工作人员加上
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只有 27人，按
着两人一岗、定时轮岗的要求，面临着
执勤人员严重不足，防护物资短缺的
现状，防控疫情的方方面面，让高淑红
的工作有些忙乱。

万事开头难，但随着各级防控组
织的设立、责任的落实，防控工作逐步
得以完善，如今，通过开展党员双报
到、招募志愿者等，石林社区的防控人
员以增至227人，从宣传到人防物防、

到整体工作的调整，一切都有条不紊
地开展起来。

社区一根针，下面千条线。高淑
红每天坚守在防控一线，流调武汉返
乡人员、检查执勤轮岗、报备出入人
员，接访随时打来的咨询电话，每一根
神经都系在疫情防控上。

高淑红经常与同事们鼓劲加油：
“战役打响，你我责无旁贷，众志成城，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坚守在这儿，就
是为了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对
抗疫情，坚持到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后
胜利，社区加油、克旗加油、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高淑红 按下退休暂停键 打开防控快捷键

本报讯（通讯员 王美洁）2月11
日上午，经棚镇合意村值守卡口迎来
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在身边人的搀
扶下，颤颤巍巍地从衣服内兜里掏出
一沓钱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看新闻，
知道疫情防控挺难的，这些年，一直
是国家在照顾我，现在国家有困难
了，这1000块钱，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能为战胜疫情贡献点力量。”

这位老人叫刘相林，生于 1925

年，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
建国前老党员，一直在家务农，见证
了合意村的发展与变迁，积极配合村
委会各项工作，为家乡经济发展、乡
风文明、村容村貌整治方面贡献了力
量。

合意村党支部书记黄福民收到
老人的捐款后表示，动员全村党员干
部向老党员学习，做好表率，冲在一
线，争取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耄耋老人的千元爱心

本报讯（特约记者 靳羽商） 自西
拉沐沦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响以来，街道党工委、管理办公室迅
速响应，对防控任务做了周密的安
排。摸底排查、小区封闭、重点人员隔
离随访……居民组长、网格员、各行各
业的志愿者常常工作到深夜。除了表
格上变化的数据、棉大衣上浸透的汗
水、楼道里消毒水的味道，记录了这段
不寻常的抗“疫”时光的还有社区人的
微信朋友圈。

关键词——“执勤”、“坚守”
“终于到家了，一路上黑咕隆咚，

坑坑洼洼的，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不
到一分钟关机了。流着泪磕绊绊的终
于到了。”这是我们街道一位刚刚结束
执勤女职工的朋友圈。十多天来他们
泡面填饱肚子，棉大衣裹着身子在零
下20℃的室外一站就是一天。这已经
是社区人的常态了。“冷点没啥，我们
就怕老百姓不理解、不配合我们。”碧
柳社区书记苏秀春说。这是实话，也
是街道社区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心
声。自小区封闭管理以来，值守人员
听到过许多不辨是非的谩骂和抱怨，
常常眼里含着泪水憋一肚子气，可他
们都选择默默把委屈咽下，继续站在

寒风黑夜里询问、登记、量体温。
关键词——“排查”、“敬业”

“各位居民，请大家协助社区做好
排查工作，积极提供湖北返乡人员信
息……”这是柳兰社区副主任纪文雅
发的一条的微信朋友圈通知。这几天
正是旗里“两个集中”专项行动的攻坚
期，“两个集中”专项行动任务艰巨、时
间紧迫、情况复杂，负责排查任务的工
作人员从早到晚不间断排查，晚上要
回社区集中统计数据，制定出第二天
的工作任务，回到家都是深夜了。爬
楼湿透了羽绒服、半夜十一二点才吃
上晚饭的比比皆是。五十多岁的东国
兰是柳兰社区的一名网格长，两年前
她在社区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了，退
休后她说自己干了一辈子社区工作了
实在闲不住，便来到柳兰社区当了一
名组级工作人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

“东姨”。这次战“疫”打响后，东姨和
社区其他年轻人一起冲锋在前，瘦弱
的她不顾腿疼的老毛病坚持爬楼排查
登记，每天至少都要入 100多户。东

姨心细如发，在她所负责的网格里不
管说起哪一户她都知道。敬业的东姨
是所有社区人的缩影，这几天他们挨
家挨户排查，趴在楼道的墙壁上登记
信息，临走时还不忘叮嘱居民做好家
中的防疫工作，把“不出门、不聚会、勤
洗手”的嘱托一遍遍地说。

关键词——“隔离”、“暖心”
“生活垃圾请装袋放好，会有人帮

你们带走的。”这是哈达社区党支部书
记江海波和辖区一名外地返乡人员的
微信聊天记录。这位外地返乡人员尚
处于居家隔离期。隔离不隔情，江书
记主动当起了义务派送员，定期将日
用品、消毒水、新鲜蔬菜等物资送到他
家门口，除了每天电话询问其身体状
况外还注重疏导其心理压力，帮助他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关键词——“愧疚”、“无悔”
“丫头等我等的都哭了”这是街道

一名年轻妈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微信
聊天记录，字里行间透着对孩子的愧
疚之情，但是大疫当前，“舍小家顾大

家”是社区人无悔的选择。在我们这
支队伍里好多人都是夫妻档，双双上
战场的就有好几对。王春雨、王永玲
把两个儿子放在了父母家，不足两岁
的二儿子都快不认识爸爸了；马晨颖、
赵中兴也把女儿丢给了父母，十多天
见不到一面，孩子问姥姥“爸爸妈妈是
不是丢了”……面对孩子，听着他们的

“无忌童言”，心里被愧疚填得满满的，
但是我们深知疫情当前，国家有难，有
国才有家的道理我们社区人懂！

“辛苦了，奋战在最基层的工作者
们，你们站在凌冽的寒风中守护着百
姓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危，你们辛苦
了！向你们致敬！”

“疫情关头你们听从党的指挥走
在前面，你们辛苦了！好样的！”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社区干部和
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为了家乡这块
热土的安宁和居民的健康你们冒险生
命危险奔波在冰天雪地里，你们是最
可爱的人！”

这是社区人朋友圈里的评论，发
表这些评论的我们的朋友、老师、同
学、战友、家人……是居民、是群众、有
妈妈留的一餐饭、妻子留的一盏灯、有
阿姨送的汤圆、大爷送的奶茶……

社区人的朋友圈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岩 通讯
员 刘雅琪）在芝瑞镇华兴村阻击疫
情的战场上，党员作先锋，冲在第一
线。而在这些党员中，有两家父子同
是党员，共上一线，他们就是崔桂军、
崔伟东和宋春峰、宋学谦。

华兴村的乡村医生崔卫东是村
里第一个冲上战“疫”一线的党员。
在排查出有武汉返乡人员后，崔卫东
义无返顾地走进返乡户家中，为返乡
人员及密切接触人员做了身体检查，
并对返乡人员进行了详细的信息登
记，从起点到终点、交通工具、接触人
员等等，事无具细，无一遗漏，为后续
全村迅速布控、精准施策提供了准确
详实的信息。

崔卫东有这样的精神品质并不
是偶然，是从小受父亲潜移默化影响
的结果，他的父亲崔桂军是一位有着
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曾担任华兴
村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一位耄耋
老人，却有着一种职务退休但党员身

份不退休的信念，看着儿子冲上战
“疫”一线，崔老也不甘落后，主动向
村党支部申请参加防控工作，承担起
了附近村民组疫情防控宣传员的工
作，广泛动员群众群防群控，为打赢
这场人民战争发挥余热。

与崔桂军父子一样父子并肩作
战的还有南场组的父子党员宋春峰、
宋学谦。村里刚启动战“疫”部署，宋
家父子就主动请战。宋家所在的南
场村民组是著名的“南场事件”发生
地，是赵芝瑞烈士的牺牲地，而这个
村民组不在华兴村的主干道上，封闭
村庄无法将南场组有效地保护起来，
劝返外来人员的重任就落到了宋家
父子身上。按照村里的部署，父子俩
怀着“誓与疫情奋战到底，坚决不给
烈士丢脸”的意志，每天都守在进村
的必经之路上，严防死守，守护着全
组村民的健康，守护着这片烈士用鲜
血染红的热土。

上阵父子兵

本报讯（通讯员 李奥祥 梁昳馨）
连日来，同兴镇各村爱心人士纷纷行
动起来，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奉献精神，急疫情防控之所急，助抗击
疫情之所需，积极奉献爱心，慷慨解
囊，踊跃捐款捐物，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兴镇党
员干部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在一线严防
死守，不分昼夜，村民们看到他们冒着
严寒，不惧疫情，坚守防控阵地，纷纷
主动为他们送去面包、牛奶等慰问
品。为了让这些维护群众生命安全的

战士们吃上一口热乎饭，更有村民给
值守人员煮好汤圆、饺子送到值守点；
看到值守点的环境比较寒冷，便熬好
奶茶送到值班人员的手里。老百姓们
用最朴实的行动为坚守在一线的工作
者加油鼓劲

自2月3日起，同兴镇各村自发展
开了一场特殊的疫情防控自愿捐款活
动，各村党员群众、返乡务工人员等爱
心人士为支援镇村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捐款捐物。“我捐款100元，这些年来
都是你们一直在帮助我照顾我，我也
为抗击疫情尽一点微薄之力。”同兴村
弱困残疾党员刘国涛的一番话让坚守
一线的战士们热泪盈眶。虽不能站到
疫情防控最前沿，但他用自己的方式
为抗击疫情贡献出一份力量。同样让
人暖心的返乡大学生隋岩也为抗疫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他说“我想尽一份微
薄力量，捐款 300元支持村里的防控

疫情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为家乡做贡
献”。得知抗疫物资紧缺，同兴镇鸿泰
综合批发部经理宋长军为蹲守一线的
同志们送来方便面、水果、饮料等慰问
品，对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安危而奋
不顾身的行为表示诚挚的敬意。这样
的善行义举仍在继续，同兴村退休老
干部张殿清捐款 200元，退休教师贾
树枝捐款 400元，四义号食用菌生产
基地捐款5000元.....

截止目前，同兴镇共收到爱心捐
款 40000 余元，收到抗疫物资价值
2000余元。

同 兴镇 4 万元 捐 款助防控

本报讯（通讯员 刘英明）“鸡蛋
哥”王海丰最近成了万合永镇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群的“网红”。红的
原因就是他一次次出现在镇村、社区
捐赠现场捐赠鸡蛋。

王海丰是远近闻名的养鸡专业
户，先后带动本村和其他村规模养鸡
户不下余30户。几年来他一直免费
为贫困户提供蛋鸡饲料配方、疫病防
治方法、免费为其提供使用农用车，
甚至上门手把手教会养殖户防疫方
法和鸡苗选择。是大家公认的致富
带头人和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是

多次受到表奖的优秀共产党员，也是
镇人大代表。

王海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因为家里产业不能亲自上一线，很
是惭愧，听说他们有时不能及时吃上
热乎饭，鸡蛋煮熟既方便又能充饥，
还有营养，自家产的，算是一份心
意。”

截止目前王海丰夫妇已为万合
永镇村、经棚镇社区捐赠鸡蛋400余
斤，主动交纳抗击疫情党费 500元，
下一步“鸡蛋哥”还打算继续传递爱
心、温暖他人。

战“疫”路上的“鸡蛋哥”

达来诺日镇牧民马永刚给检查站免费提供自己的班车 摄影 乌云曹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