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7 岁的陶兵是
大观区高花社区一名社区
医生。疫情发生之初，陶兵
承担着高花社区棋杆片区
和天桥社区返乡人员的健
康状况监测工作，后转战
区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现在又每日坚
守在封闭管理小区出入卡
口。随着疫情局势变化，一
个月时间，陶兵转战三个
阵地，始终冲在抗击疫情
一线，践行党员的初心使
命，履行医者的责任担当。

2020年3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汪迎庆 电话：5325922

视 点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一面面党旗插在战“疫”一线，

一个个临时党支部成立在战“疫”一线，一名名党员集结在战“疫”一线，各包保单位党员、社区民警、社区在职党员、

居民党员、退役军人……党旗下，吹起了集结号，一个个临时党支部在战“疫”一线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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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阵地
他是隔离群众的守护者

今年37岁的陶兵是大观区高花社
区卫生服务站棋杆片区负责人。疫情
发生之初，陶兵承担着高花社区棋杆
片区和天桥社区返乡人员的健康状况
监测工作，每天上午、下午各上门一次
进行体温监测，询问症状，同时负责对
他们的生活场所进行消毒杀菌。

大年初一晚上9点多，天空下起
大雨，户外寒风刺骨，陶兵接到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的电话，集贤南路某宾馆
入住的从湖北黄冈来宜的一行4人需
要进行排查。疫情就是命令，他让妻子
照顾好1岁多的宝宝，火速赶赴现场，
穿好防护装备，为来宜人员测体温，详
细询问疫区接触史，是否有咳嗽、发
热、乏力等症状，并进行登记。排查结
束后，他独自来到卫生服务站对器械
进行消毒，一直忙碌到次日凌晨。

大年初二晚上6时许，陶兵再次
接到指挥部电话，在石化天桥华亭路
派出所门口有一辆鄂A牌照的汽车，
车上乘坐5人，需要进行排查，他又立
即放下手中的碗筷赶到现场。

2 月 1 日，一名中年女子姚某因
不明原因发热来到社区卫生服务站，
陶兵询问其近期旅居史，她说只去过
江西和桐城。他建议其到医院发热门
诊就诊，姚某后被收治入院，经两次
核酸检测为阴性，2月5日出院，并继
续隔离观察14天。居家隔离期间，陶
兵同样每天上门监测其健康状况，姚
某内心焦虑，想出门散步，陶兵对她
耐心劝导。

陶兵先后监测疫区返乡人员27

户60人，目前他们已全部解除居家隔
离。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陶兵每天
24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手机从不敢
离身片刻。

疾控阵地
他是潜在病毒的追踪者

2月8日晚，陶兵接到通知，根据
全区疫情防控需要，他被调至大观区
疾控中心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2月9日一早，陶兵就前往报到。

新增疑似、确诊病例一旦确认，

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排出来该病例的
活动轨迹及接触人员从而尽快切断
传染路径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是一
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区疾控中心接
到辖区内医疗机构报告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等之后，在 24 小时内就要
完成流行病学调查。

来到区疾控中心的当天早上，陶
兵就和同事一起赶往海口镇安原社
区的一户陈姓人家。该户小陈1月中
旬自武汉返回，一直无异常症状，但
其父亲老陈于2月7日晚出现不明原
因发热，被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山

院区，8 日下午被诊断为疑似病例，
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
医院了解其基本情况。

为了避免遗漏，继续深挖，2月9
日，区疾控中心又安排人员去老陈家
及周边走访，了解、核实情况。陶兵和
同事为其家人监测体温，逐个问询，
了解老陈的活动轨迹及他们和老陈
的最后密切接触时间，随后走访了周
边邻居及社区网格长，并对他们的生
活场所进行了消毒杀菌。当天，该户
其余5人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考虑
到实际情况，他们被要求居家隔离进

行医学观察，并被采样送检，社区干
部为他们提供隔离期间的生活保障
服务。后经两次核酸检测，老陈被排
除疑似病例可能，该户其余5人也被
解除隔离观察。

陶兵说，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需要
直面可能已受感染的密切接触者甚至
疑似、确诊病例本人，开展调查，第一
时间获取最准确的数据资料。早一点
摸排出来所有密切接触者并采取措
施，其他人受感染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在大观区疾控中心，陶兵除进行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外，还承担着区集中
隔离观察点的消毒杀菌工作，并密切
关注着这里的隔离群众的健康状况。

卡口阵地
他是封闭小区的把关者

2月24日下午，在大观区高花社
区集贤南路西二巷棋杆新村小区卡
口，陶兵正在对出入人员进行测温、登
记。2月22日，根据街道疫情防控指挥
部安排，他又转战社区，参加这个小区
卡口的值守工作。

在这个卡口，此时有陶兵和社区
干部、志愿者等4人在岗。该小区自2
月8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相关通
告后实施封闭管理、一门进出，工作人
员24小时轮班值守，陶兵上午、下午
各4个小时都在这里。

小区封闭管理已半个月，居民进出

已能自觉出示工作通行证及采购出
入证，并接受体温监测及信息登记。
随着“皖事通”APP 居民健康登记系
统的推广使用，一些居民开始凭“健
康码”进出。

2月中旬以来，各地企业陆续复
工复产，小区卡口进出人员多了起来。
同时，随着天气转暖，加上疫情形势变
化，一些居民在家待得太久想出去转
转。但是，小区封闭管理一日不解除，
卡口值守就不能马虎。

这时，一位老大爷没有戴口罩，走
到卡口想要出去，被陶兵等值守人员
劝回家戴了口罩。

陶兵说，上午、下午他们各要在小
区巡逻一次，发现有老人聚在一起聊
天，他们都要上前把老人们劝散，对他
们进行宣传。当天上午在卡口，有一辆
来自县区的载有4人的汽车想要进入
小区，给居住在小区的一位亲人过生
日，值守人员花了半个小时做通了车
上人员的思想工作，把他们劝返了。

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在
这个非常时期，陶兵还承担着社区
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卡口专门设了点，高血压、高血
糖慢性病人可以在这里测量血压、血
糖，其他一些慢性病人，我都主张他们
除必要情况尽量少出门，这阵子都是
电话指导他们用药。”陶兵说。

为抗击疫情，他转战三个阵地
记者 罗少坤

拧成一股绳
织起社区“红色”防线

社区工作人员余成材查看居民出入
证、社区保安拿起额温枪为居民测量体
温、包保单位市税务局江德明在登记人员
信息、大湖社区民警刘怀军维持卡口秩序
……2 月 24 日，在大观区大湖社区北区卡
口前，防控工作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正
在值守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党员。

2月 10日，大湖社区成立了疫情防控临
时党支部，人员包括社居委在职党员、社区
直管党员、社会招募党员、包保单位党员和
社区民警党员，共36人。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为
了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
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成立临时党支
部，坚决打赢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大湖
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陈长珍说。

临时党支部成立后，陈长珍担任临时党
支部书记，下设宣传组、联防组、清查组、
包保组和支援服务组，党员们各司其职，分
布在各个卡点开展工作。

“你家几口人，身份证号多少，有没有
返岗、返工、返学人员，有没有发烧的
……”这些天来，这几句话余成材每天要重
复上百次。

作为宣传组成员，余成材每天上门摸
排，每天更新电子屏上的宣传信息、疫情数
据，还承担着清查组的工作，其余时间就在
卡口值守。“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余成材说。

上午 11时许，大湖社区包保单位市税务
局党员童宗广、袁文灏等一行三人手拿喇叭，
走进大湖社区老北区，他们都是联防组成
员，当天上午已经围着大湖社区走了两圈。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巡逻，在宣传防疫
禁令的同时，劝导人群不要聚集，看到没有
戴口罩的，也要及时提醒。”童宗广介绍，
市税务局共有8人参与包保工作，分布在社
区各卡口，守好社区防线。

大湖社区面积大，有南区、新老北
区、教师楼和老干楼，居民 3500 余户，巡
逻队转上一圈就要 90 分钟。住户多、人员
杂，社区民警刘怀军不仅协助值守，还肩
负维护卡口秩序的重任。

“我作为民警首先要维护好卡口一线的
秩序，对居民冲卡、不配合检查的行为，我必
须第一时间制止。另外作为民警，我也要尽

自己的能力劝导居民、调和矛盾。”刘怀军说。
临时党支部里，少不了社区居民党

员的身影。
69 岁的社区党员夏承满从正月初三开

始，就在小区内巡逻，临时党支部成立后，
和他一起巡逻的社区党员有五六个人。

“每天二三次，一次一个半小时到两个
小时。我本来就是社区志愿者，又是党员，
既然住在这个社区，就要为社区做点事。”
刚巡逻回来的夏承满说道。

“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疫情防控中党员
们有了组织，有了制度，党员干活不盲目，
群众有了主心骨，做好共建共管共治共享，
推动疫情防控成效最大化。”陈长珍说。

小区党员齐上阵
当好小区“守门人”

与大湖社区不同，迎江区龙狮桥社区
化工总厂宿舍的临时党支部成员全部为小区
内的党员。

在化工总厂宿舍小区卡口，张贴着一张
党员志愿者值班表，值守人员名单一目了
然：“周日，江国光；周一，姚建平……”

“我们采取每日轮值的方式，每天都安排
一名党员在岗，我作为总负责人，每天都
在。”党员志愿者总负责人王晟告诉记者。

今年53岁的王晟是一名老党员，党龄已
有24年，平时经常参与社区志愿活动。1月
30日，正月初六，正在迎江区长风乡将军村
过年的王晟接到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孙玉萍
的电话，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宿舍区要管
理，希望他能回来协助防控工作。王晟二话
不说，立即返回城区。

第二天王晟到岗，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
中。与此同时，小区里的不少党员都已站在
了防疫一线。

“小区党员参与小区卡口值守，一方面
可以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摸排效率高；
另一方面在宣传和劝导方面也能发挥熟人
优势。成立临时党支部，则更能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孙玉萍介绍。

2月3日申请，2月4日，临时党支部正式成
立。17名社区直管党员、小区党员、预备党员迅速
集结在党旗下，摸排、值守、劝导……分工合作。

78岁的马扬武是临时党支部里年纪最大
的党员志愿者，他在卡口值守时毫不含糊，查

看出入证、测量体温，不漏一人；75岁的江
国光，党龄30年，虽然只安排了周日值守，
但他一有时间就赶到卡口帮忙；大四的学生
王楠茜，目前是一名预备党员，但她以一名
正式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申请，加入
小区防控工作……

“我们是党员，就应该尽到自己的责
任。”江国光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共产党
员的初心。

2 月 15 日，气温骤降，狂风夹杂着冷
雨，化工总厂宿舍用于值守的帐篷眼看着
就要被吹翻，情急之下，正在值守的党员志
愿者们紧紧抓住帐篷的骨架，其他党员们也
闻讯赶来。

人多力量大。一些人用身体的重量稳
住帐篷，另一些人找来了防雨布和铁丝，
将帐篷四周绑扎起来，并用石块压住帐
篷。为了让帐篷更加坚固，党员陈保华买
来钎子和铁丝，党员赵峰将钎子钉到地
面，牵拉铁丝，固定了帐篷的 3 个角。众
党员齐心协力，这才稳住了帐篷。

“帐篷就是我们的阵地，绝不能吹倒。
党员们在最关键的时候，守住了帐篷，守住
了小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阵地。”王晟说。

帐篷下，王晟神情坚定，语气铿锵。帐
篷顶上，一面鲜红的党旗正迎风飘扬。

吹响抗疫集结号
党旗下老兵站新岗

望江县漳湖镇日星村桥是进入日星村的
必经之路，为了守住这个卡口，该村退役军
人党员吴祝兵在这里一守就是20多天。

吴祝兵是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孩
子先天性腿部疾病治疗花费巨大，家中因病
致贫。原本春节后，他计划带孩子去上海看
病，但看到疫情袭来，他响应号召，不仅改
变了带孩子去上海复诊的计划，还第一时间
递交请战书，要求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现在我虽然退役了，但面对疫情，作为
党员、作为退役军人，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
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吴祝兵说。

疫情就是集结号。2月 10日，漳湖镇成
立退役军人疫情防控先锋队临时党支部，和
吴祝兵一样，该镇曾服役于祖国东西南北的
退役老兵们再次集结，成为了“新岗哨”上
的战友。

漳湖镇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负责人、临
时党支部书记刘阳阳告诉记者，疫情之初，
漳湖镇先成立了退役军人战疫突击队，为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先锋模范作用，又成立了退役
军人疫情防控先锋队临时党支部，各村成立
防控一线临时党小组，临时党支部里的 26
名党员在值守、劝阻、宣传、巡逻、消毒等
各个方面冲在一线。

中洲村张成敏，带头开展公共场所消
毒工作，不仅自费购买口罩捐给村里，还
捐款2000元；

回民村董志远，上门宣传疫情防控，劝阻，
巡逻，卡点执勤，哪里有需要，他就在哪里；

日星村聂玉祥，第一时间写下请战
书，主动请缨，开展劝返、巡逻等防控工
作，并捐款 1000元……

他们戴着口罩、身着迷彩服，不知疲倦
地在卡口登记排查人员、测量体温、宣传防
护知识、步行巡逻、劝阻聚集的村民、开展
环境治理。

2月25日，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
别从一级降为二级，退役军人临时党支部又
开始助力复工复产工作。

2月27日上午，漳湖镇六合村光伏电站
里，临时党支部党员曹兵手拿拖把，和党员
同志一起，小心翼翼地清洗光伏面板。

“光伏面板积了灰，就影响发电量，六合村
有需求，我们就来了，前期已经清理了杂草，今
天力争将面板全部清洗完毕。”曹兵介绍。

六合村光伏电站为该村扶贫项目，占地
1000平方米，每年可为六合村带来近10万元
收益。为了保证发电量，每两个月就要清洗
一次面板，但疫情发生以来，人员全力投入
疫情防控，清洗工作暂时搁置。如今疫情防
控响应级别下调，退役军人临时党支部专门
派了党员前来，助力光伏电站复工复产。

“从早到晚，他们忙了六七个小时，今天
全部清理完毕，帮了我们村很大的忙，这些
退役军人党员做得好，没话说。”六合村党总
支书记刘红兵说。

“漳湖镇退役军人疫情防控先锋队临时
党支部成立后，26 名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和战疫突击队其他80名退役军人一起，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宣传、劝阻聚集、帮忙环
境卫生消毒、保障物资供应一线，充分体现
了退伍不褪色的优秀品质。”刘阳阳说。

临时党支部 战“疫”筑防线
记者 常艳 通讯员 项顺平 嵇奕华

在小区卡口值守的陶兵（左）为居民测体温。 记者 罗少坤 摄

锐 新 闻锐 新 闻

▲迎江区龙狮桥社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党员汤良林在化工总厂宿舍值守。
通讯员 王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