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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不简单？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

就是不简单；什么是不平凡？把每一件平凡的

事做好就是不平凡。疫情防控期间，市第一人

民医院那些平凡而可爱的“小人物”，彰显战

疫“大能量”。

“任阿姨，郭阿姨，你们今天又这么早啊，

辛苦了！”

“不辛苦，你们更辛苦！”

在该院门诊楼五楼接待室里，任喜盘和

郭晓霞两位保洁阿姨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

医院，打扫卫生。

两位阿姨主要负责门诊楼五楼党员活动

室、接待室、卫生间，六楼大小会议室等公共

区域的卫生清扫。每天工作时，她们总是面带

笑容，哼着欢快的小曲儿，手中的抹布、扫把、

拖把等“武器”轮番上阵，拖地、擦桌子、擦凳

子、拧拖把，熟练的招式一气呵成。

“在医院，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临时

工，医护人员有的福利，我们也都有，医院从

来都不会忘记我们，在这里上班心里很得劲。

就在前几天，医院还发了葡萄，真的是甜到我

们心里去了。”任喜盘和郭晓霞两位阿姨笑呵

呵地说道。

张全成是骨科病区的一名保洁人员，今

年已经 70岁了，算是医院的“老职工”了。年
纪虽大，但他声若洪钟，干起力气活毫不含

糊，只要有需要总是冲在前面。

8月 24日，该院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部署，再次开启疫苗接种工作。在疫苗接种前

一天，为保证疫苗接种现场干净整洁，张全成

和几位保洁员，对这次的院外疫苗接种

点———集装箱式房间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杀。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他们将门窗、地面等区域

整理得干干净净，保障了第二天的疫苗接种

工作有序进行。

消毒工作，一刻也不能马虎。电梯作为密

封的公共空间，按键的接触人群多，存在病毒

接触传播的风险。为了预防交叉感染，作为电

梯工作专员的仝令慧，每半小时会对电梯按

钮进行贴膜并及时更换，每天对电梯内部进

行四次消毒。在消毒后，她规范填写电梯内公

示的消毒药成分及消毒时间表。

为了避免乘梯人员触碰电梯按钮，仝令

慧时刻关注着电梯内放置的牙签、消毒液等

物品的使用情况，提前补齐量少物品，全力保

证患者就诊安全。

每次遇到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患者，仝

令慧都会第一时间上前询问，并主动推来轮

椅帮忙……她细心、耐心、暖心的周到服务，

赢得了就诊人员的高度认可和积极配合。

李晓伟是该院后勤装备部维修组的一名

管道工，在 2002年非典期间到该院工作。在
大家的眼中，皮肤黝黑、手脚灵敏的李晓伟仿

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一个人能干两三个人的

活。他几乎 24小时在院，假日无休，无论面对
怎样的工作安排，他都随叫随到，毫无怨言、

竭尽全力完成。

2016年上半年，因家庭原因，李晓伟无

奈选择辞职，在汝州周边工地打工养家。2016
年 6月 5日下午，我市突降大雨，雨水倒灌进
了该院地势较低的负一楼配电间，当时的总

务科立即组织人员紧急抢险排水。下午 5点
时，已经离职的李晓伟出现在医院抢修现场，

直至晚上 9时许，抢修任务完成后，才离开医
院。

“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医院就像我的家

一样，看到下这么的大雨，我就知道配电间可

能会灌进去水，刚好我下午没事，就过来看

看，结果真的帮上忙了。”当问及为什么来医

院时，他这样回答。

其实在大雨降临时，李晓伟正在南环路

工地干活，考虑到大雨对医院的影响，他立即

停下手头的工作，冒雨赶到医院参与抢险。他

这种心系医院、爱院如家的精神，感动着所有

人的心，于是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又再次回到

了医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

在疫情期间，作为安保队长的倪领国每

天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像老大哥一

样，关心照顾着队员们的生活和工作，积极与

队员们交流谈心，让大家放下心里的负担，安

心工作。

工作繁忙的倪领国每天顾不上辅导孩

子，甚至连打一个完整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每

次听到女儿在电话那头责备而又关心的话语

时，他的内心充满愧疚和自责。但他知道，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一名预备党

员，不光平时要努力工作，更要在急难险重的

环境中迎接挑战，接受考验。

“虽然人手紧缺，工作很辛苦，但来院病

人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疫情

防控第一道岗，所以我们必须没有任何理由

的顶上去。”安保副队长李松涛说道。

由于小区封闭，李松涛有家不能回，

于是他选择住到医院里，日夜奋斗在防疫

一线。每天晚上下班后，在医院里还总能

看到他的身影，他觉得作为副队长，就应

该多帮助其他队员，和大家一起做好防疫

工作。

在接到疫情防控任务后，安保队员韩旭

阳毅然冲在最前线。当朋友问起他为什么要

冲在抗疫一线，他说：“我在朋友圈看到医护

人员们的辛苦和坚定，特别有感触，我还没结

婚，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我也想为大家做点什

么。”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行动就是他的铮铮

誓言。

“爸妈嘴上说担心我，其实还是在默默地

支持我。早上他们会给我准备营养丰富的早

餐，晚上会等我回家一起吃饭，这些举动都让

我很感动。” 韩旭阳表示，爸妈的鼓励是他

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在该院及

全市更多平凡岗位上，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

很多，虽然他们职责不同，但都在各自的岗位

上默默奉献、发光发热。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我是一名大学新生，8月初，随着郑州出现新冠本
土病例，我市又警惕起来，我们村也拉起了警戒线、设置

了卡点。作为一名黄河科技学院的准大学生，我希望能贡

献自己的抗疫力量。”8月 25日一大早，紫云路街道马窑
村疫情防控值勤点，准大学生马团辉一边核对该村群众

的疫苗接种信息，一边向记者诉说他来参加志愿活动的

初衷。

参加村里的疫情防控，马团辉起初并没感觉到工作

的艰难，可几天忙碌下来，他才真正感受到卡口值守的

不易，但他依然坚持了下来。马窑村另外一名大学新生

志愿者马亚楠动情地说：“我的家乡，我守护！无论是烈

日炎炎，还是大雨倾盆，我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无

论是正在吃饭，还是夜里刚刚睡着，只要一个电话，我们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赶赴工作现场。有时候忙起来一

口水都顾不上喝，有时候大汗淋漓，一坐就是半天，虽然

很苦很累，但看到街道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和叔叔阿姨们

都那么耐心、敬业，我们也深受鼓舞，我们会把志愿活动

当作一次社会实践，努力站好这班岗。”

疫情面前，“志愿红”从不缺席。在紫云路街道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还有很多像马团辉、马亚楠这样的青年志愿

者。为响应紫云路街道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部署和要求，

补充街道防控力量，该街道的 8个村（社区）积极组织在
家休息的高中生、大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在该街道疫情防控工作中，每天都有志愿活动和志愿

者的身影，他们深入疫情防控的各条战线，在宣传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卡口测量体温登记行程码、公共区域消杀、

新冠疫苗接种等工作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目前，该

辖区参加疫情防控的大学生志愿者有 200余人，累计参
加志愿活动 3000多人次。
“脱下志愿者的衣服，他们是一个个稚嫩的学生；穿

上志愿者的衣服，他们是一个个抗疫的战士，他们志愿请

‘战’，与街道干部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疫

墙’，用实际行动守护自己的家乡。”紫云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薛栋杰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志愿服

务的统筹协调，为他们创造更加安全、规范、舒适的工作

环境，大力宣传和选树先进典型，传播志愿服务蕴含的强

大正能量。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于俊鸽

7月 20日的洪灾，寄料镇是汝州市
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洪水退去，正当

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紧锣密鼓开展之

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突然严峻起

来。寄料镇迅速行动，扎实做好基层疫情

防控工作，织牢织密群防群治网。

寄料镇高速路口的联合防疫检查站

卡点值班轮岗刚刚结束，防控指挥部工

作人员杨现强便又投入到疫苗接种数据

收集排查工作中。人员排查及数据上报

是一项繁琐而又复杂的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来不得半点儿虚假。为及时了解群

众动态，掌握第一手翔实材料，确保数据

真实有效，杨现强带领工作人员深入村

组、无主小区指导工作。为做好数据上

报，他们常常是吃饭不论点，睡觉无早

晚，饿了一桶方便面，困了办公椅上当床

眠。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他，在洪水过后，

便将常年生病的妻子送到洛阳 150医院
疗养，交代给孩子照顾。安顿好妻子，他

转身投入到防汛救灾、灾后重建工作中，

结果却又遇到了疫情。就这样，妻子在医

院住了月余，他在办公室里住了余月。

寄料村位于寄料镇中心，是一个四

通八达的大村，村里路口多、人口多、无

主小区多、大型商超多，这给疫情防控带

来了很大压力。形势严峻，寄料村党支部书记苏红伟始终带

头加班加点，坚守在疫情一线。每天安排好卡点值班、村里

摸排、数据上报、疫苗接种等日常工作外，还要一一落实两

个封控小区群众的物资派送、中药饮用、健康管理、核酸检

测等任务。“看着俺叔胳膊上的伤还没好，还得靠绷带挂在

脖子上，天天忙成这样，我在家也坐不住，能帮忙来帮帮！”

苏红伟的侄子苏志涛说道。

“一定要确保寄料镇每个能接种的群众都接种上疫苗，

牢固建立起新冠病毒免疫屏障。”赵亮亮，寄料镇卫生院副

院长，面对大面积的接种任务，他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天气

炎热，接种疫苗人员多，排队等候时间长，他不厌其烦地安

抚群众情绪。他的手机号码已经成了咨询热线，每天都有无

数电话咨询新冠疫苗接种情况，他耐心细致的解释，消除群

众的恐惧和担忧。对于疫苗接种的流程，他严格规范、一丝

不苟，测量体温、扫码建档、接种引导、留观引导每一步都认

真完成。8月 20日傍晚，赵亮亮母亲被人撞伤小腿，急需到
医院就诊，但在这时镇政府通知召开疫情防控紧急会议。一

边是母亲不明的伤势，一边是 7.8万寄料人民生命安全的
千斤重担，那一刻，赵亮亮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自古忠孝

两难全”。舍小家，为大家，是他最后的选择。他安排父亲和

妻子带母亲去医院，自己去参加会议。

在寄料镇，像杨现强、苏红伟、赵亮亮一样默默无闻、平

平凡凡的身影还有很多，面对洪水他们毫不畏惧、冲锋在

前，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他们闻令而动、战斗在一线，用平

凡铸就伟大，筑牢了一线的基层战斗堡垒，为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朱梦文

市第一人民医院：疫情下“小人物”彰显“大能量”

汝州蓝天救援队：把公益救援做成蓝天下最美的事业
“为了配合政府集中排查疫苗接种情况，现

需要志愿者 5名，时间紧任务重，请志愿者合理
安排自己的时间。时间：8月 25日上午 08:40，
地点：民政局门口集合，要求：无队服穿蓝天马

甲配长裤，佩戴口罩，注重形象，少说多做，服从

指挥。”8月 25日上午 7时 22分，微信群“汝州
蓝天救援筹备组 1群”里，宣传组志愿者赵红利
已经在群里发出了“集结令”。上午 8时 30分，
20余名志愿服务队员已经集合完毕，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

这个成立于 7月 20日的公益救援队伍，一
个月来每天都接单不断，白色的防护服、蓝色的

志愿服，成为我市城乡一道振奋人心的风景线。

“7月中旬，汝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我
们一起去平顶山市帮助咱市民政局、慈善

总会往汝州拉救灾物资，因为去的车辆不

够，平顶山市蓝天救援队给咱们免费提供

了两辆车，就是从那时候认识他们的，当时

就想到在汝州也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做公

益。”汝州蓝天救援队的创始人于莉、韩露，

回忆起当初成立救援队的初衷，一直用“偶

然”来表述。

据了解，2004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的于莉，回到家乡汝州创办了汝州市家家

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今年 7月 20日，由
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波及我市的

大峪、寄料、陵头等乡镇。于莉、韩露自发

参加了市民政局、慈善总会组织的志愿服

务活动，到平顶山市搬运发往汝州的救灾

物资。“当时分给汝州的物资有 4车，咱们
就去了 2辆车，平顶山市蓝天救援队知道
后，很快给我们协调了两辆车，这让我非

常感动。”

平顶山市蓝天救援队是北京蓝天救援

队的一个分支组织，该救援队的一位副队

长邵小良老家是汝州的，于莉把自己的想

法和他说后，他非常支持在汝州成立分支

组织。

回到汝州后，于莉与韩露一起，从招募

自己的家人开始，迅速“招兵买马”成立组

织。韩露的丈夫魏志豪在市卫健委职业健

康科工作，丰富的职业健康工作经验使他

成为汝州市蓝天救援队的主力队员和副队

长。来自市社保局的高伟军，也因为热心公

益事业，而成为救援队的发起者、副队长。

依靠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市卫健委等

单位提供的消杀弥雾机、防护服等物品，汝

州市蓝天救援队迅速投入到我市众多单位

的消杀工作中。

8月 5日，刚刚组建的救援队经过平顶
山市蓝天救援队的专业技能培训后，走进风

穴路街道塔寺社区开展消杀。“我第一次在现

场拍照，隆隆的机器声，烟雾弥漫的药水，我

心里还是很激动的。”韩露回忆说。

每天面对应接不暇的单子，使这支救援

队的技能很快熟练起来。为了确保每一名志

愿者队员现场消杀的自身安全和消杀质量，

汝州市蓝天救援队建立起严格的作息制度，

每天上午 8点半准时集合，安排当天的消杀
任务，组织车辆有序到达现场和中途转场，从

防护服、志愿服的穿戴到药品的配制、机器的

使用，严格按照专业救援标准操作，当天消杀

任务结束后必须统一返回，召开微信视频会

议总结得失。每天晚上 10点以后，微信群保
持静默状态，保证每一位队员第二天能够精

神饱满投入工作。

救援队伍训练有素的工作作风，也赢得

了越来越多单位的认可和赞誉。救援队每天

接到的消杀单子在逐渐增多。8月 20日，救
援队接到了临汝镇政府的消杀任务。当天的

任务是对该镇 18个单位的消杀，从上午 9点

半开始，一直忙到下午 6点才结束。一些队员
累得脚都肿了，“一天走了 5万多步”。

队长于莉给记者看了一份工作记录，从 8月
5日第一次消杀，到 8月 24日，汝州市蓝天救援
队共开展了 112个单位的消杀工作，累计消杀面
积 131.5万余平方米。
“一群年轻人穿着这么厚的防护服，天

这么热，烟雾弥漫，可让我感动！”8 月 14
日，在风穴路街道蔡庄社区，一位大妈看到

这样的消杀场景，震撼的表情中带着深深

地敬意。

“国家送我两支疫苗，我还国家一个暑

假。”这是最早参加救援队的大学生志愿者、

黄河交通学院大二学生李泽钜，在微信群喊

出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这句口号，也成为救

援队里所有大学生志愿者的“入队宣誓词”。

在救援队里，李泽钜话很少，却每天来

得很早，无条件服从工作安排。在每一个消

杀现场，汗水一次次浸湿了他的防护服，他

却从没有喊过累。一次，在王寨乡参与消杀，

当天下午 4时许，完成消杀任务的他们返回
途中，看到一个单位需要消杀，李泽钜主动

提出留下来继续工作。如今，像这样的大学

生志愿者，已经从最初的 3个人发展到 16
个人。

蓝天救援队的无私奉献，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和大力支持。市民政局、慈善总

会、卫健委等单位多次给救援队协调消杀弥

雾机、防护服、消杀药液等物资，保证救援队

能够及时开展工作。市区北环路一家电脑维

修部的老板陈淦，给救援队捐助了 10部对讲

机。8月 13日，网友余红涛在微信群里看到
队员们穿着自己的鞋子消杀后，不声不响买

了 10双胶鞋送过去……
如今，蓝天救援队已发展成为由退伍军

人、大学生、爱心企业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社会爱心人士等 5支主要力量组成，总共
110余人的爱心队伍，并且拥有 6台消杀弥
雾机、1条冲锋舟、1条橡皮艇、1套发电机照
明灯组等 20余类价值 10余万元的专业救援
工具。

“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

人”，这是汝州市蓝天救援队在实践中总结出

来的队训。这也成为他们最生动的写照。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增加

了我们把这个爱心事业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和

动力，”队长于莉说，在她的心中有一个更大

的设想，随着消杀工作告一段落，下一步将继

续加强队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拓展水上救援、

训练搜救犬、车辆救援等救援能力。

“我对我们的这个团队充满信心，每做一

次公益，就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洗礼，也会感

染到更多的人。人人都是志愿者，我希望我们

的团队就像蓝天一样辽阔，像蓝天一样带给

更多的人以幸福。”于莉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偶然中组建的 8人救援队 最多时一天为 18个单位消杀

从最初的 8个人到现在的 110余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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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者抗疫一线展风采

一线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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