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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令而动 迅速开展防控工作

今年 55 岁的鲁绪渊有着 28 年党龄，
1980年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扎根基层。因为
有过 2003 年“非典”疫情防控工作的经历，
所以他对于此次疫情防控有着强烈的责任
心和职业敏感。

1 月 22 日，漳湖镇召开疫情防控部署
会后，鲁绪渊立刻组织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分工合作，召开全院职工疫情防控会议，
进行防控知识培训，设立预检分诊和留观
室，并及时清点防控物资，积极与上级部
门协调进行物资储备，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顺利开展。

同时，鲁绪渊第一时间组织安排武汉返
乡人员排查工作，在镇村两级的支持下，46
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对摸排出的武汉返乡
人员保持密切关注，通过电话、微信、宣传单
等多形式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建议他
们自行居家隔离，对于不听劝阻的或重点疫
区返乡人员逐户上门排查劝导。

从大年初一（1 月 25 日）起，鲁绪渊每天
坚持24小时待命，随时接听接收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电话和信息，协调购买、组织发放
消毒液、口罩、体温计等防护用品，指导各村
落实消杀措施，科学管理、统筹抓好业务工
作，确保全院正常运转……

疫情防控工作异常繁忙，鲁绪渊经常连
夜加班，他的工作精神感染着医院的每一位
职工，从大年初一开始，卫生院全体医护人
员结束休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严格落实
网格化包保管理制度，24小时不间断到监测
点轮流值守，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垂范担当 心系隔离者与同事

每日早晚，卫生院医护人员要入户为居
家隔离人员进行两次体温监测。身为院长的
鲁绪渊以身作则，带着同事进村入户开展体
温监测及环境消杀等工作。“早上量的体温
多少？”“今天家里消毒了吗？”“如果有什么
不适的及时联系我。”这些都是鲁绪渊每日
与居家医学观察人员之间的问候语。

一个月来，鲁绪渊用脚步反复丈量了全
镇每个村。每到一家，他都亲力亲为给相关
人员监测体温，详细调查流行病学史，了解
与其接触人员情况，宣传防护知识，耐心做
疏导工作。同事们都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太
累，他总是说：“卫生院是基层疫情防控关，
医生就是基层的‘健康卫士’。只有把基层
做好了，才能真正地做好防控。穿上这身衣
服，我就该履行自己的使命。”

对待自己几近苛刻的鲁绪渊，对待同事
却像换了个人。不给女同事安排大夜班，每
晚还会安排车辆去接送在各个监测点值守
的女同事和出行不便的同事，还不断叮嘱他
们要好好休息，注意防护。

严防严控和暖心的关怀，也让武汉返乡
人员卸下了思想包袱，积极配合镇村两级干
部的工作，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在这个特殊
冬日里的别样温暖。

每天走访群众的途中，都有不少村民带
着口罩主动热情地和鲁绪渊打招呼。时常有
人不解地问：“鲁院长，你就不怕被传染
吗？”他总是回答道：“我是一名医生，守护
大家的健康，就是我的最高使命！”

忘我工作 毅然扛起医者使命

四十年如一日，鲁绪渊从医生、副院长到
院长，一直默默守护乡亲们的健康。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鲁绪渊的父亲鲁令辉，在原望
江县莲洲乡卫生院从医六十多年，是当地备
受群众尊敬的老中医。妙手仁心代代相传，
村民纷纷称道。

在医院，鲁绪渊是院长，在家中，他是丈
夫，也是父亲。连日来他一直坚守岗位，春节
至今未曾回家看望家人一眼，当同事问起是
否想念家人时，鲁绪渊回答道：“我只是千千
万万医务工作者中一位，比起疫区前线的同
仁们，这点真不算什么……”他对家人有所愧
疚，但他没有为此后悔，因为坚守岗位是他的
职责和使命。

妻子担心鲁绪渊年纪大了吃不消，劝他
在单位晚上早点休息，他坚定地回答道：“你
在家好好待着，平平安安的，我就安心了。疫
情防控是医生的职责，我放心不下。”

卫生院院长
鲁绪渊战“疫”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身为望江县漳
湖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的鲁绪渊，辗转奔波在
卫生院、卡口监测点、居家隔离人员家中，用
行动承担起一名党员的责任，践行着医者的
使命。“身为一名党员，只要国家和组织需要，
我一定会奔赴前线，倾心尽力。”鲁绪渊说。

一家四口三人值守
我们的小区我们来守

2月7日，大观区马山社区按区防疫指挥
部要求，将对所有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当
天下午，马山社区组织人员对热电路北巷和
蔡山路口进行封闭。

实施封闭式管理，就需要增加一个值守
卡点，但人员紧缺，谁来守呢？在施工现场，
德宽路街道人武部部长王灿和社区党委书记
丁德年为此犯了难。

“没有人我来守。”正犯难之时，居民李秀
路过，主动请缨。

“你来守？你家还有一个腿脚不便的弟
弟要照顾，行吗？”丁德年问。

“行，没问题，小区的人我基本上都熟悉，
我守肯定行。”李秀说。

“好，你先来试试，如果家里有困难不行，
一定要跟我们说。”丁德年叮嘱道。

李秀今年57岁，一家三口住在热电路
北巷电校北苑，两年前，她的弟弟李春祥摔
伤了腿，由于弟弟一直未成家，她把弟弟接
了过来一同居住。揽下了值守路口的重任
后，李秀把事情和家人一说，得到了全家人
的支持。

2月8日一大早，经过短暂的培训，李秀
上岗了。

李秀值守的热电北巷，除了电校北苑的
4栋居民楼外，还有2栋宿舍楼，居住分散。
此外，这条路还可以通往石化五村，不少居民
前往石化五村都经过这条巷子。

“第一天登记放发出入卡的就有 50 多
人，还有很多去石化五村的居民，我们都一一
劝导，耐心解释。”李秀告诉记者。

虽然大部分居民都很配合，但也有少数
人不配合。值班第一天，一位市民骑着摩托
车准备进小区看望父母，未戴口罩，却拒不配
合，甚至硬闯了进去。情急之下，李秀只好叫

来了社区民警，上门对其进行劝导后，才做通
了他的思想工作。

“既然我在卡口值守，我就要对这件事负
责。”李秀说。

值守路口的不止李秀一个，她的儿子周
胜龙和弟弟李春祥也主动参与。

“我们在路口就是防止外地人进去，守好
路口，就是守好我们整个小区的安全。”周胜
龙觉得，前方的医护人员、警察太辛苦了，只
有守好每一道关口，才能减少病毒的传播，就
是为他们减轻负担。

“我是电校北苑的门卫，现在实施封闭式
管理，卡口移到前面来了，我也跟着一起来
了，虽然腿脚不利索，但我姐姐吃饭有事时，
我就可以替她看一会。”李春祥说。

在李秀一家的带动下，63岁的居民马兆

平和她的儿媳妇郑毛兰等6位居民志愿者也
加入到值守队伍中，现在，在热电路北巷路
口，值守人数已有9名。

“李姐全家四人，三人都在值守，我们作
为邻居，也是小区居民，也应该尽一点力。”郑
毛兰说。

老中青结合
三代人同守一个小区

“你找哪一户人家，有什么事？”“我们不
进去，就送点菜。”“送完菜就回去，尽量少在
外面待。”……

在马山公寓门口，社区党员余新霞正守
在小区大门前。看到一辆摩托车拐进路口，
她立即起身拦停对方，并询问起来。

早在1月26日，余新霞就已经在马山公
寓卡点值守。

马山公寓有3栋居民楼，相对人员较少，
而且只有一个出入口，最早社区只安排了余
新霞一名值班人员，每天值守10个小时。

看到余新霞一个人在值守，70多岁的社
区老党员蒋世海坐不住了，1月30日，他主动
要求一同值守。

“面对疫情严峻形势，我作为一名老
党员，值班是我力所能及的事，也是自己
应尽的义务。这儿离家不远，我能胜任。”
蒋世海说。

随后，马山公寓小区值守队伍逐渐扩大。
2月3日，19岁的大学生陈凤怡走到余新

霞的值班桌前说：“阿姨，我是小区居民，我可
以值班。”；

2月4日，30多岁的徐平、汪海云夫妻俩
主动要求参与值守。

此外，余新霞19岁的儿子丁轲看到其同
龄人站到了防疫一线，也主动请缨参与值守。

原先余新霞一人值守，如今扩大到一支
6人的队伍，为了分配好值班时间，余新霞根
据每家情况，无缝衔接安排时间。

在余新霞制定的值班表上记者看到，第
一组 8：00-12：00 徐平、汪海云；第二组 12：
00-2：30丁轲、陈凤怡；第三组2：30-6：30蒋
世海、余海霞。

“中午的两个多小时我交给孩子们，我们
可以回家做饭，下午我们值到6：30，之后小
区锁门，有门卫值班。”余新霞说，此外考虑到
蒋世海已年过古稀，所以尽量减少和缩短他
的值班时间。

“我是一名党员，在这个非常时期，肯定
要挺身而出。虽然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深入
一线，但我守好一个小区，也是一种贡献。现
在，参与我们小区值守的志愿者里，有古稀老
人，也有正值壮年的夫妻，还有不到20岁的
青年，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一定能打赢
这场防控阻击战。”余新霞说。

在小区值守点上
记者 常艳 通讯员 项顺平

“面对疫情，我们作为社区居民，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看到医护人员那么辛苦，我们站好每

一班岗，就是为他们减轻一点负担。”……2月上旬，我市发布《关于实施封闭式管理的通告》，全市

所有住宅小区（村庄）、单位等实施封闭式管理，得知大观区马山社区工作人员人手紧张，社区党

员、大学生、退休职工等纷纷请缨，自发守卡口、担责任，共同把守小区安全、守护社区居民健康。

2月24日是农历二月二，许多地方有在
这一天理发的习俗。因为疫情期间理发店
暂未开门营业，一些人为理发难而发愁，当
天在怀宁县金拱镇黄马村良庄组，一些村
民却享受到了家门口理发的待遇。

一大早，黄马村良庄组村民张丽就在
家门口摆起了简易的“理发摊”，免费给村
民理发，经她巧手理过的村民都对她的手
艺赞不绝口。其实张丽并不是专职的理发
师，只是以前学过理发。平日里张丽和丈
夫张高胜在金拱汽配城做汽车配件生意，
当她得知疫情期间许多人有理发需求，便

急人之所急，担任起了村民的“爱心理发
师”。2月24日，张丽通过“剃龙头”的行动
给父老乡亲送去平安和祝福。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张丽第一次给别
人义务理发了，以前她在北京做生意的时
候，就经常给当地社区老人义务理发。而
平时，张丽一直乐于助人，看到附近困难户
家小孩身上的衣服旧了，她便将自家孩子
的衣服整理了 3 大包送给人家。有一次碰
到一个离家出走的妇女，张丽得知其没钱
买食物，便买来热乎的饭菜递给她。热心
的张丽拾金不昧，她曾经在路上捡到一个

钱包，里面有现金、身份证和银行卡，她二
话不说立即交到派出所找寻失主……

张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她是湖北嫁
到金拱镇的媳妇，眼下她时刻牵挂着家乡
的父老乡亲，虽无法深入抗疫一线，但她一
直默默为武汉加油、为湖北加油，并希望为
防控疫情做力所能及的事。

这次疫情发生后，张丽、张高胜夫妇
还向当地红十字会捐款 1000 元用于疫情
防控，张高胜还主动报名参与金拱镇黄
马村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并担任村民组
疫情防控小组长。

“爱心理发师”为村民解决“头”等大事
通讯员 檀志扬 姜梅 文/图

高高的个头，白皙的皮肤，微笑时露出
两个小酒窝，这是唐博给人的第一印象。
唐博入警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公安工作充
满热爱，他已习惯了派出所作息无规律、节
假日要值班、晚上经常加班的生活，且辛苦
而充实着。

疫情发生后，唐博主动承担了协助民警
接处警、撰写和上报疫情工作信息、驻疫点值
守、参与疫情防控巡逻等工作任务。

“小唐能够把这些工作任务承担下来，靠
的就是‘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八个字。为了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所里每个民警辅
警都是‘一肩挑着多个担子’，小唐作为派出
所年纪最轻的辅警，能够做到这一点，更是令
人刮目相看。”谈起唐博的工作精神，佐坝派
出所所长徐松志赞不绝口。

佐坝乡属省际边界乡镇，辖区数十个
村庄与湖北黄梅县接壤。面对严峻的疫情
形势，该乡第一时间在边界重要路段设立
了十几个卡点。佐坝派出所配合乡村做好
卡点值守工作的同时，兼顾接处警、疫情防

控巡逻、宣传等工作，在警力紧缺的情况
下，该所建立了轮流值守制度。根据所里
安排，唐博每隔三天都要去碧岭村卡点轮
值一次，每次都要从早晨6点值守到晚上6
点；而每次下班后，他都主动放弃休息，将
当天所里的工作情况汇总，编成文字信息
上报到县局；遇到警情，他就协助民警处
警，有时还要通宵加班。

2月13日晚上11点，所里接到报警：辖
区环湖村一民宅内有人聚集赌博。当天唐
博在碧岭村卡点值守，晚上本该休息，但
他得知上述情况后，主动要求跟随民警一
起处警。由于环湖村距离派出所比较远，
从处警到把抓获的一伙人顺利带回到派出
所，时针已指到次日凌晨1点。涉案人员被
带进办案区后，他又协助民警逐一开展信
息采集等工作，并承担起对违法嫌疑人的看
护职责，一直加班到次日上午。

2月20日中午，佐坝乡碧岭村境内的一
处山林发生火灾。接警后，唐博迅速跟随民
警赶往现场。车子到达山下，只见山上浓烟

滚滚，他背上十公斤重的便携式灭火机第一
个往山上冲去。因为救火心切，唐博顾不
上脚下杂草丛生的路况，跑着跑着，突然左
脚的皮鞋被一个东西卡住了，紧接着左脚
一阵剧烈的疼痛，他当即停下脚步，低头一
看，是一根枝杈刺穿了皮鞋深深地扎进了
脚板，他忍着剧痛，拔掉树杈，一股脑冲到
山上，直到将大火扑灭才一瘸一拐地下
山。同事见状，急忙开车将他送到乡卫生
院，此时他脚上的袜子已被鲜血染红了。

所长徐松志得知唐博受伤后，立即给他
批假，让其回家休养几天。而唐博拒绝了所
长的好意，执意要求上班，还说：“我脚受伤，
只是走路不方便而已，处警不行，写材料、接
电话、接待群众都没问题，你就让我留在所里
值班吧，所里正人手不足呢。”

就这样，唐博从大年三十到现在，一直没
休息。“疫情当前，虽然这个时候的辛苦比平
时多了一点，但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公安
人员。”这是奋战“疫’线的“00后”辅警唐博
的心里话，也是他从警的初心。

“00后”辅警坚守“疫”线
通讯员 孙春旺 文/图

他出生于2001年，是目前
宿松县公安机关最年轻的辅
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以来，他一直坚守在抗疫
一线，即便是左脚在处警中受
伤，无法行走，但他仍执意坚
守岗位，协助同事做好疫情防
控相关工作，他就是宿松县公
安局佐坝派出所辅警唐博。

余新霞（右）和蒋世海正在小区值守。 项顺平 摄

张丽为村民义务理发。

▲脚上有伤的唐博坚持在派出所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