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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鹏36岁，副主任医师，消化内分泌病区的主

任，中共党员；徐伟伟37岁，主治医师，肿瘤内科区主

任，中共党员。两人原来是同学，后来是夫妻、同事，

都是汝州市人民医院的骨干，优秀党员，疫情保卫战

打响后，又成了亲密的战友。

梁利鹏和徐伟伟入职前是河南中医学院的同班

同学、老乡，学的都是临床专业，都热爱运动，在老乡

联谊会上结缘，相同的经历、相同的爱好，把这一对

老乡同学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毕业后结婚至今，两人

仍像年轻时一样相处。

现在夫妻两人都是病区主任，生活中相濡以沫，

但在工作上因专业不同，并没有太多的交际。疫情爆

发后，院党委抽调全院的业务骨干、精兵强将投入发

热门诊，两人同时主动请缨并有幸一起并肩作战。

在发热门诊值班的医务人员，为防止交叉感染

保护家人，下班后不能跟往常一样回家，需要到医

院专门安排的休息区休息。他俩虽同在发热门诊值

班，但不在同一个班组，也很长时间不能见面。日常

感情要好的他们，在发热门诊交班重逢便成了他们

的奢望。有次交班后，两人身着防护服，不便进行更

多肢体和语言交流，于是，夫妻俩用笔在对方防护

服上写下“老婆加油”和“老公加油”，表达对对方的

深爱。

他们俩有两个孩子，大的梁宇刚刚10岁，小的梁

子娅不到2岁。为了能专心投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徐伟伟果断把两个孩子都送到自己的父母身边，托

他们照应。

后来院党委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又安排徐伟伟回到原工

作岗位。可在这非常时期，肿瘤病区虽然病人比平时少了点，可门诊

和电话看病的增多，来住院的病人病情都很重，徐伟伟除了正常的治

疗，还要做大量的沟通和消毒工作，工作强度比平常的时候还要繁

重，吃住几乎都在医院，回家的机会很少，更不要说跟孩子见面了。

小子娅体质较差，刚送到徐伟伟父母那里就患上呼吸道感染疾

病，两位老人因怕耽误工作没敢与他们联系，直到连续两天高热，不

得已才与徐伟伟联系，把小子娅送到了医院。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徐伟伟除了照顾生病的小子娅，保证肿瘤科

的正常诊疗、防控工作外，还要时不时提醒仍坚守在发热门诊的老公

梁利鹏，他们交流时徐伟伟没有提到子娅生病的事，只聊他的工作和

安全。

“你们值班一定要小心，询问病人要仔细，建议让居家留观的要

予以告知，如有不适随时联系，把医院的联系方式给病人，消毒防控

一定要到位，保护好自己,安心值班，家里你放心。”

“你下班了把需要换洗的衣服都喷过消毒水打包，放在门口就别

管了，得用大于56度的开水烫30分钟再晾干……”

梁利鹏在给父亲报平安时，从父亲那里得知子娅生病的事，在接

受采访时他这样说：“作为孩子的父亲，深感愧疚，但作为战斗在疫情

一线的白衣战士，我只能选择坚守岗位，在疫情仍在蔓延的紧急关

头，只能让父母妻子多受点累，让孩子多受点苦。”

在汝州市人民医院，还有很多对这样的夫妻、双医家庭。正是这

样一对对互敬互爱的恩爱夫妻、一个个互帮互助的亲密战友，一个个

赤胆忠心的中共党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一个个义无反

顾，勇往直前，临危不惧，冲锋陷阵，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筑起了一道道

坚实的防控堡垒，为打赢这场疫情攻坚战奉献了火热的青春和力量！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秦俊杰 王婉璐

在煤山街道，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他

们或身穿红马甲，或戴着红袖章，不顾天气

寒冷、北风刺骨，在社区（村）和小区内穿

梭，加班加点排查登记返乡人员；他们兢兢

业业地在社区（村）出入口、小区门口做好

值班，严格把关人员出入、体温测量及登

记；他们向居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

知识，对道路、游园等公共设施进行消毒

……口罩虽然遮盖了他们的面容，但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的称呼———“志愿者”。

连日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

线，煤山辖区广大党员、团员青年、群众、爱

心企业等志愿者们，迅速行动，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全面铺开，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的

“爱心防护网”。

党员冲在前。“我是一名党员，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有责任和村里的

群众在一起，我的身体没关系，我能扛住。”

葛庄村党支部副书记许江立说。据了解，前

两年他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本应该多休息，

减少外出可在疫情面前，却主动提出站到

一线，坚守卡点，对往来车辆、人员进行登

记核查，同时也号召村内更多的党员、群众

参与到防疫队伍。

“要出去呀，来测量一下体温，再做下

登记，务必戴好口罩。”在煤山街道飞天小

区门口，该小区党员杨红伟，与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一起值守在疫情防护岗上。“没

有特殊的事尽量别出门，出门记得一定要

戴好口罩，外出回家记着洗手。”杨红伟一

遍遍提醒着进出小区的群众，把小区抗击

疫情的温暖传递给每一户家庭。

“疫情在哪儿，共产党员就应该在哪

儿”。疫情发生后，煤山街道物丰街58号无

主小区临时党支部的两名人均60岁的老党

员肖新国和郑六水，主动找到社区来做志

愿者，参与到一线卡点值班工作。每天天没

亮就带上红袖章到小区值班，一站就是一

上午，值班时不移位、不喝水、不上洗手间。

“我是党员，我带头。我们这些老党员，不能

输给年轻人。”郑六水说。

“走、走、走！都回家吧，别聚在一堆了，

疫情当前，在家不出门就是给社会作贡献

嘞。”梨园社区退休党员李矿明说。抗疫工作

开始后，社区4名平均年龄67岁的老党员主

动请缨，组建抗疫防控小分队，配合社区和

物业在小区南门、北门以及小区内防控疫

情，见到小区有扎堆聊天、下象棋的，小分队

就开始唠叨，让各回各家，别出门、别聚堆。

群众齐响应。“我是党员我要报名当志

愿者，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我是群众，我们

都要参加……”。这是望嵩社区2月7日上午

发生的一幕。据悉，当天就有20多个志愿者

报名，第二天一大早，在望嵩社区各个防疫

检查点上，就多了很多戴着红袖章的志愿

者，他们正协助社区干部为来往的居民测

量体温、登记信息。

“疫情面前人人有责，少出门、戴口罩

……”赵庄社区群众志愿者党成立在社区

巡查时，不断提醒住户时说。今年50岁的党

成立，年前不小心脚踝受伤，至今尚未痊

愈。在了解到疫情的严重时，积极报名加入

防控工作，每天主动给社区各角落、楼道等

公共场所消毒，认真做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还有赵庄社区群众焦爱萍，看到天气寒冷

社区门口仍有值班人员，主动把自己家的

车库打开，让值班人员作为执勤点，经常去

问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以实际行动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主

动参加当地的志愿者团队，加入到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我作为一名大学生，也要积极参

与，决不能拖了后腿。”26岁大学生耿彪说。

耿彪住在蓝湾小区，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主

动报名，积极参与小区的疫情防控值班、消

毒等工作。“自从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小区关

闭东门、西门及东南门，只开放北门，方便进

出小区的行人及机动车辆排查工作，值班人

员严格执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的要求，做好

疫情防控，全力守好小区大门。”蓝湾小区的

物业经理介绍说。

青年有行动。“李书记，我叫张雨涵，今

年21岁，是平顶山口腔医院的一名实习医

生，我要做咱司东的志愿者，和你们一起抗

击疫情。”1月28日，在疫情防控工作启动

后，张雨涵就主动跑到了司东村疫情防控

指挥部，对该村支部书记李增利说明了自

己的来意。在经过批准后，张雨涵当上了一

名志愿者。每天一大早，她就准时到村委会

报到，与司东村其他工作人员一道，走访排

查重点人员，张贴通告，为居民讲解防疫知

识，在村口参加卡点值班，过往群众纷纷对

她竖起了大拇指。

还有司东村的余晓飞、赵晓丹，司西村

的吴颜汝等一批团干部、青年志愿者主动

请战，要求参加防疫工作。她们起早贪黑、

舍小家顾大家、不要报酬同广大党员干部

奋战在防疫第一线。平时，她们的身影活跃

在各个社区（村）、各卡点，她们开展测量体

温、值班值守、登记排查、防疫消杀、科学防

疫宣传倡议、便民服务、秩序维护、劝阻来

往人员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

年的责任担当。

疫情防控，志愿同行，哪里需要就到哪

里去。他们也仅仅是煤山辖区众多志愿者

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煤山辖区参与疫情

防控的志愿者累计700多人，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期，他们挺身而出、默默付出，以星星

之火，温暖了这个春天。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陈闪闪

煤山街道抗疫一线温暖的“志愿红”

“静街闭户，严禁出门！”每天，在蟒川镇杨沟村的街道上都会看到，

村党支部书记贾团和村主任杨小红一道开着车在巡逻，贾团手持话筒不

停地喊话，遇到在门口晒太阳和上街的村民，立即让他们回家。

记者看到，所有大街小巷鲜见人迹，偏僻的山村更显得一片寂静。

“早上六点半就开始在村里巡逻，一直到晚上10点结束。村头有6个卡点、

3个小路口，都有专门人员24小时值班，进出的路全部管控起来，一个外

人也进不来，村里的人更甭想出去。”贾团介绍说。

今年62岁的贾团，说话大嗓门，干起工作来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也不

含糊。疫情发生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先是召开村组干部会，把党员干部

发动起来，再由村组干部发动群众，村里的大喇叭、巡逻车一起上阵，很

快形成了一道阻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退休教师、村民志愿者，也积极响应号召，

投身到防控卡点值班。干工作有思路的贾团将80余名一线防控人员，

分成两班，实行昼夜轮流值守，严防死守各个进出通道。

杨沟村地处丘陵山地，进出村庄的通道四通八达，贾团根据村里实

际情况，在重点防控好各个卡点的同时，严密防范翻山越岭进入防控区

域的外来人员。

2月4日，一名从蟒川镇区骑车试图返回王寨乡十字路村的中年女子，

在杨沟村卡点遇到值班人员阻拦。该女子情绪激动，几次试图闯过卡点，都

被值班人员拦下，她曾抛下恶言：“咱两个村都挨着，俺村还有集市，你们这

样不通情理，看你们以后还咋往俺村赶集！”在场的贾团和村主任杨小红一

道耐心地给她解释说：“这是疫情特殊时期，希望你能理解，说啥也不能让

你过去。等疫情结束了，哪怕我带着村干部去你家给你赔礼道歉都中！”最

终，该女子未能通过卡点，原路返回。

无独有偶，2月9日晚9时40分，一名男子夜间驾驶摩托车，从硕平花

海方向偷偷翻越山路，试图从杨沟村东边卡点通过。值班人员发现后，及

时劝阻，该男子便趁着夜色绕道而行，值班人员立即联系邻村的娘庙村

拦截。

“我天天给卡点的值班人员说，宁可得罪他们，也不能让他们通过，

要严格按照上级的政策站好岗，保证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这个事来不得

一点马虎。”贾团斩钉截铁地说道。

在贾团的带领下，全村干群齐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

防线。看到值班人员昼夜在野外的寒风中坚守，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

支援一线防控。73岁的老党员贾北将家里的木柴送到卡点；因疫情阻

隔在家里不能外出务工的村民贾少辉、贾超杰、贾向伟等，自发到卡点

值班；村民杨现会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到镇里集中采购日用品，回来后

分发给村民；村民杨占伟骑着摩托车，天天在村里用小喇叭开展义务

防控宣传。

“现在村里管得很严，考虑到村民日用品会出现困难，我们建了一个

‘大美杨沟’微信群，每天在群里统计各家各户需要的日用品；考虑到一

些年纪大的村民不会使用微信，还专门派一名村干部在村部值班，让年

纪大的村民到现场登记需要买的东西。集中汇总后，派人到镇里集中购

买。干群这么团结一心，我觉得啥困难、啥疫情，都能战胜和克服！”对于

战胜新冠肺炎，贾团信心十足。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马鹏亮

贾团：

严防死守打造出杨沟防控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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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执着进取、忘我前行的家政

精英，先后创办了家政公司、物业公司和培

训学校，累计培训学员3800余人次，带动

560余名城乡家庭妇女走上就业致富路；她

还是一位敬老爱幼、温柔平和的贤惠女性，

回到家中更多的是对长辈的孝顺、对爱人

和儿子的关心体贴；她更是一位胸怀大爱、

担当有为的巾帼女儿，在肆虐的新冠肺炎

疫情面前逆行而上。汝州市家家靓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校长于莉，用强烈的社会责任

和无畏的担当，展示了一位新时代女性的

大爱情怀。

54个小时完成汝州“小汤山”保洁任务

“于总你好，目前疫情严峻，汝州‘小汤

山’要尽快投入使用，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完

成整个医院的保洁任务，确保尽快投入使

用，为汝州父老乡亲提供重要保障！”。

2月1日上午，接到市里的电话，于莉考

虑的不是严峻的疫情带来的压力，而是感

到使命的神圣、责任的重大，“我们家政人

绝不退缩，一定排除万难坚决圆满完成任

务，打造清洁家园。”

挂断电话后，于莉第一时间召集公司主

管专题会议，实地查看场地工作量，紧急抽调

精干力量组建突击队。在化解了员工家属和

左邻右舍的顾虑担心后，于莉带领家家靓的

36位抗疫勇士，进驻“小汤山”抗疫一线。

从2月1日下午进驻，到2月3日晚上8点

交工，于莉和她的家政勇士们戴上口罩和

手套，坚守在“小汤山”的每一个房间、每一

栋楼层。她们用手中的扫把、拖把、擦布作

为战斗的利器，将小汤山的每一寸空间都

擦拭得更光亮、更整洁，圆满地完成了8800

余平方米的保洁任务。

80余名员工坚守抗疫一线

“于总，医院的有些护工说看到就诊的

病人很担心，有的想请假回家几天”，2月7

日晚上，看到医院护工主管的微信，于莉陷

入了沉思：是啊，现在的疫情形势这么严

峻，很多人在家里还担心，而公司派出的护

工和后勤服务人员还兢兢业业地坚守在医

院一线。她们的心理状况和工作状态，直接

关系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后勤保障，这个

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她当即给医院护工主

管回信，“明天我到医院看望大家，一定解

决姐妹们的顾虑和担心”。

2月8日一大早，于莉就和公司副总及工

会主席一起，带着面包和水果等物资赶到市

人民医院，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护工

和后勤服务人员；并与医院护理部主任现场

召开了思想交流会，讲解特殊时期的自我防

护知识和日常护理知识，明确了对大家的个

人健康防护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打消了一线保洁人员的思想顾虑。

目前，80多名保洁、护工和后勤服务人

员斗志昂扬地坚守在各个医院的主战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抗疫必将胜利的信

心。

情暖抗疫一线

严峻的抗疫战场，一支支人民军队的

医护人员奔赴战“疫”一线投入到疫情防控

战斗中；交通警察和乡村干部昼夜坚守在

战“疫”一线各路口卡点……这一幕幕看在

眼中，于莉内心肃然起敬的同时又感到隐

隐作痛：“在后方的我们能够再多做点什

么，才能让一线的同胞们安心抗疫。动员身

边的爱心企业、动员身边的亲人同事，动员

熟知的超市商家，筹措疫情防护物资，筹措

资金送往抗疫一线，凝聚身边力量助力抗

疫。”

2月2日，于莉和爱心商家协调购置了

价值10万元的酒精、消毒液、口罩和水果

等防控物资，先后送到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商务局、城管局、市人民医院以及风

穴路街道、蟒川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等抗

疫一线，将一份份爱心送到了抗疫人员

的手中。

作为汝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的于

莉，向协会会员单位发出了爱心捐助倡议

书，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2月16日上午，

于莉和会员单位代表一起，将共同捐助的

1.03万元爱心款送到了汝州市红十字会办

公室，表达了对抗疫一线的关注和支持，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抗击疫情正能量。

为进一步支持新冠疫情防控，于莉在

自己的公司和学校同时也发起了捐款倡

议。倡议刚刚发出，就获得大家的积极响

应。有的通过微信、支付宝进行捐款，有的

没有智能手机就给自己的主管打电话无接

触捐款。短短一天时间，来自家家靓人的一

笔笔饱含爱心的捐赠交汇在一起，捐款达

到了118笔、2.56万元。

2月17日，于莉和公司同事们携带购

置的84消毒液、酒精、面包、桶装面等防

控物资，先后送到交警大队和焦村镇政

府，表达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意。

助推复工复产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经济发展的步

伐不能耽误。企业的复工复产成为各级各

部门的关注和重点。经过于莉的多方协

调，汝州市第一家民用口罩厂在骑岭乡白

马村落户。2月17日营业执照获批，近日即

可投入生产。在缓解口罩紧缺问题的同

时，进一步促进贫困村经济发展和贫困户

增收。

2月22日傍晚，千里之外的厦门传回令

人喜悦的消息：汝州籍51名务工人员已经

顺利抵达，并进驻当地企业。在保障企业恢

复正常生产的同时，务工人员致富奔小康

的美好心愿将在这里继续起航。接到这个

消息后，于莉才放心。连续多日为了协调劳

务派遣而奔波联系的劳累一扫而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努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于莉又通过在

线直播的方式推出全免费、公益性、开放

式线上培训课程，使学员足不出户就可

以学到小儿推拿、月嫂、育婴师等多种家

政技能，并根据学员学习情况，经考核合

格后颁发证书，让更多的父老乡亲们居

家学会技能，为疫情结束后创业就业做

好准备。

抗疫必将胜利，发展时不我待。于莉，

在抗疫路上愈走愈坚定。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于莉：抗疫路上巾帼情深

煤山辖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卡点值班工作

范晨露示范指导医护人员正确穿脱防

护用品

“女儿一连发烧几天，俺家人都瞒着

我，我很晚到家找不到人，打电话才知道

老公带着6岁的哥哥抱着2岁的妹妹去医

院了。”范晨露提起孩子就满脸的愧疚，过

后她爱人郭众才提起几次孩子发烧后迷

迷糊糊睡着了，嘴里还喊着“妈妈，妈妈，

我要妈妈……”

“工作狂、机器人、不倒翁，不喊累、不

畏惧、不抱怨。”这就是大家对汝州市人民

医院感染管理部主任范晨露的评价。

2020年春节，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

在全国各地迅速扩散，省市相继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汝州市人

民医院感染管理部31岁的范晨露主任，作

为一名感染管理和传染病防控与应急处

置专业人员，自2020年1月19日至今,她24

小时待命，几乎每天待在一线，她拼尽全

力，与“病毒”抢时间，医院的各个角落总

能看到她忙碌的背影、听到她严谨的叮咛

……

1月19日（腊月二十五）中午12时，范

晨露临时接到通知，到市疾控中心参加全

国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通过会议了解

到疫情逐步呈现出扩散趋势，要求各医疗

机构迅速行动起来。她会后及时向院班子

汇报，医院迅速行动，成立以书记为组长，

主管院长为第一副组长的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范晨露被任命为汝州市人民医院防

控办公室主任。

范晨露面对疫情沉着冷静，迅速应

对，首先带领科室人员制定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院感防控制度、普通区域环境清洁消

毒措施及方法、特定场所消毒技术方案等

相关内容；时刻关注国家、省市区下发的

感染预防和控制技术指南、医院感染防控

等各种标准和文件通知，第一时间学习、

掌握规范的要求和标准，并组织全院实

施；围绕更新的疫情防控方案、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建设管理要求等内容，督促全体

人员学习、培训以提高全体医护人员的院

感防控意识和技能；她反复示范指导医护

人员正确穿脱防护用品，对保洁人员、后

勤人员、医护人员尤其是隔离病区的工作

人员，进行不计其数的培训及现场督导。

疫情防控，防护先行，网格管理，不留

死角。感染性疾病科作为防控工作的重点

部位，特别规划出三区、两通道、两缓冲，

并设置醒目标识；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及

隔离病区，确保院感工作无死角；针对需

要做CT的发热患者，要求首先确保CT室

工作人员防护到位后，方可让患者进入，

待患者检查后，范晨露现场监督和培训工

作人员对CT室内外进行终末消毒；对院

内医疗转运人员进行培训及现场督导，规

范防护用品穿戴行为，叮嘱注意医疗废物

转运过程中避开人员密集时段，严格按照

流程进行转运；对全院病区的消毒工作进

行督导，并落实具体负责人，强调病区感

控工作也要严防死守，每天晚上对当天的

问题进行汇总并督导整改落实……一遍

一遍梳理工作，每一件事都要亲自过问，

杜绝丝毫差错，这样的工作经常持续到半

夜，期间常常顾不上吃饭喝水。

汝州“小汤山医院”留下了她奋战的

足迹。2月1日再次接到通知，需要到胸科

医院（汝州“小汤山医院”）参加建设工作，

她二话不说，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直接

投入到工作中去。无论是布局还是通道，

无论是流程还是各种标识，她事无巨细地

逐项安排工作，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她的脚

步和身影。责任重于泰山，“我要尽我的一

切力量, 最大限度切断疫情进入医院的途

径，保护患者，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面

对屋外2-3摄氏度的低温，她总是应付几

口饭菜，就又投入工作了。

高强度的工作让范晨露瘦成了“小蛮

腰”，结束采访时她这样说：“这是我人生

中最值得骄傲的事，也是最宝贵的经历，

身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名共产党员，理

应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健康贡献自己的

力量，我得带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尽

我自己的力量打赢这场防疫战。”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婉璐

范晨露：感染防控看门人

战“疫”一线最美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