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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手机，一台电脑，认真咨询，详细登记……每

天早上8点，在煤山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流调专班办公
室，都会准时出现三个年轻人忙碌的身影。她们是义务

参加疫情防控流调工作的大学生志愿者，三个人还是

表姐妹，姐姐于泊宁今年19岁，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大
一学生，两个妹妹裴一萌、郭雅含今年18岁，分别在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和辽宁大学就读。

“别看她们三个年纪小，但干起活儿来都非常认真

仔细，为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做了很大贡献。”提起这

“三姐妹”志愿者，煤山街道流调专班工作人员刘晓蕾

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1月10日，煤山街道发出志愿者招募令，号召青年
大学生就地、就近开展志愿服务.放假在家的于泊宁听
闻消息后，便有了参加的想法。其实早在这次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之前，她在学校就多次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的

志愿服务活动，如今能为家乡疫情防控工作尽一分力，

当然更要积极参与。

于泊宁把志愿者招募令转发给两个小妹妹：“我想

报名参加志愿服务，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你

们要不要一起参加？”听到她的询问，裴一萌和郭雅含

爽快答应下来。她们把当志愿者的想法告诉各自的父

母后，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1月12日，“三姐妹”以志愿
者的身份加入煤山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数据流调队伍

中，正式开始了抗疫服务。

煤山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邢娜娜

介绍，煤山街道位于中心城区，居民小区216个，常住人
口多，流调排查的工作量比较大，最多时一天曾接到流

调任务3000余条。指挥部
接收到任务后要迅速下

发到流调专班，组织工作

人员开展核查、登记详细

信息、统计上报等工作。为了

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有效开

展，还要做到流调任务一日一清

不过夜。而于泊宁和两个小妹妹

负责的就是流调核查任务中最

细致的一个环节———逐一打电话

核对并登记信息。

“我们要通过电话询问摸清流调

对象一段时间内的行程轨迹，包括活

动的场所、接触人员、乘坐的交通工具

甚至具体的时间点，任何细节都不能

错过。”于泊宁说，大部分的流调对象

都十分主动配合工作，能够在几分钟

内提供出全部有效信息，不过，也有一

些流调对象年龄大了，就要多用一些时间。遇到这种情

况，她们总会更细致地提问，帮助老人回忆起最近发生

的点滴细节，有时一个电话要打10几分钟，还要打几个
电话相互印证。有时候也会遇到情绪激动的市民，也有

不被理解的时候，但她们都会耐心倾听并一一应对。

有一次，一个流调对象把于泊宁当成了诈骗人员，

不肯配合提供相关行程细节，几次打过去都不接电话，

最后甚至被对方“拉黑”了号码。她就拿自己的手机给

对方打电话，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小心翼翼地哄着对

方，一点点往外“套话”。

数据核查时间紧、任务重，对信息准确性要求达到

100%。为了不耽误工作进度，她们总是早上来晚上走，
中午顾不上回家就在办公室匆匆吃点外卖，然后抓紧

时间进行数据录入，再和流调组的其他志愿者们交叉

比对，确保准确性的同时，不断摸索提高录入效率的办

法。

“虽然干一天活下来有点累，但能为家乡提供一份

安全保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每天把自己的任务

完成传递上去的那一刻，我们都觉得努力没有白费。”

每当感觉到辛苦，姐妹三人总会这样互相打气。志愿服

务工作之余，她们也没有放松学习，姐妹三人都制定了

寒假学习计划，要在各自所学专业的基础上再拓宽知

识面。

天气虽冷，在与疫情的斗争中，三个“姐妹花”用志

愿服务的方式发光发热，让似火的青春在最需要的时

候尽情绽放。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流调队伍里的
“三姐妹”志愿者

赵静怡：疫情防控
我们没有退路，唯有战胜！

“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我都好几天没有见你

了，我想你了！”“妈妈忙完就回去，你赶紧先睡吧，听

话。”已是深夜10点，坐在办公桌前的赵静怡一手拿
笔一手拿手机，草草安慰一下9岁儿子李宗翰就挂断
了电话。

今年32岁的赵静怡现任风穴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副主任，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从2019年年底至今，
她一直分管着医院内疫情防控工作，在完成疫情防

控工作的基础上，还主抓医院的医疗、医保等其他业

务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她早上6点起床，晚上8点、有
时10点，甚至更晚才能回家，这已经成了她的常态，
家庭和工作不能两全，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大家

牺牲小家。

每天早上7:50上班，赵静怡总是提前到岗，把
疫情防控工作放在首位，然后把需要完成的其他

业务工作，统筹安排妥当。“城区不比乡村，这里都是小

区高楼，人群比较密集，排查人员多，工作量也大，

特别是最近外地返乡人员增加，工作量就更大了。”

每天上午，她都要和风穴路街道对接，了解辖区内

居家隔离人员的人数，好布置一天上门核酸采集任

务。

“我们每天要根据街道提供的任务清单，

安排医务人员，配合街道为辖区居家隔离人员

上门采集核酸。有时，任务量大，需要安排7- 9
个小组才能按时完成任务。”据赵静怡介绍，该

中心医务工作人员少，工作任务重，她要从

各科室轮流调配人员执行核酸采集任

务。

“疫情防控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

苦，核酸采集小组的成员更辛苦，但

大家都能积极工作，不计个人得

失。而且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是

我应该做的，真的没什么。”面

对采访赵静怡说。她告诉记者，

每天的核酸采集任务能够

严格圆满完成，离不开每

个小组成员全力合作，相

互配合。

为了做好核酸采集

工作，赵静怡每天上

午都会召集当天

参加核酸采

集的医务人

员统一行动，

告诉医护人员做好防护，穿戴好防护服上车出发后才放心。

“疫情防控是第一位，但医院的其他工作也不能丢。”每

天，赵静怡除了安排好核酸采集等重点工作以外，还要抽空

梳理医院涉及的医保、审批、质检等各项业务工作，按时报

送材料报表。

有时工作忙完已经是将近中午1点，为了不耽误下午的
工作，赵静怡中午很少回家。“太忙的时候，中午我一般都会

在办公室吃泡面，这段时间有点上火，嗓子也有点疼。”她在

说话的时候可以听出声音有些沙哑。赵静怡告诉记者，这样

的工作情况已经是常态化，再加上长期的加班和不能好好

吃饭，她的身体开始有些吃不消了。

“从下午到晚上，核酸采集小组的人员开始陆续回来

了，我要对每组的检测情况进行一一核对，了解存在的问题

并及时处理。”据赵静怡介绍，核酸采集小组返回的时间不

一致，任务量大的时候，有的小组可能到晚上8点以后才能
回来。她要等到最后一组回来，并把一天的检测情况核对完

后，进行汇总上报。忙完后，已经是深夜了，有时，还会加班

到凌晨。

“静怡姐工作太认真也太拼了，虽然她是领导，但平时

对我们都很平易近人，像亲人一样，很多活都揽下自己干。”

风穴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志斌告诉记者，有几

次在晚上加班的时候，都听到赵静怡的儿子给她打电话，哭

着说：想妈妈，几天都没见着面了。但是核酸检测数据整理

上报的工作不能拖到明天再做，她总是坚持把工作干完再

走。

当问起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超负荷工作时，赵静怡说：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们没有退路，唯有战胜！这是我的工

作，也是我的责任，何况我还是一名党员，再苦再累也要把

工作做好，只要能战胜疫情，就是多吃点苦受点累也值得！”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1月21日清晨6点，在汝
南安居新区里，一位工作人

员到岗后，开始了一天的防

疫工作。他一丝不苟地统计

居民行程，给小区消毒，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代购生活用品，晚
10点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自从志锋负责我们小区，这半年大

家都放心得很。”小区居民纷纷夸

赞。
46岁的刘志锋是一名中共党员，现任汝

州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管理科科长，主要负

责我市5个保障性住房小区的管理和服务工
作。他自2018年1月任职以来，整日行走在各
个小区，当群众遇到困难时，能够挺身而出;
当小区出现线路损坏、供水管网爆管等突发

事情时，无论节假日还是深更半夜，都能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解决问题，急群众所急，做小区群众

的贴心人，让小区群众享受便捷优质的服务。他

多次被汝州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评为先进工作

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坚持原则 处事公道显担当

作为管理科科长，刘志锋克服科室人员少，工作繁

杂的问题，定期组织人员对转租转接等违规违约使用

公租房行为进行排查，对违规违约行为零容忍，发现一

户，清退一户，让更多真正有住房困难的群众享受到国家惠

民政策。由于承租人很大一部分为外来务工人员，上班时间

一般不在家，他总是得利用中午、晚上时间挨家挨户排查落

实。在清退过程中他多次受到无端指责，甚至谩骂和恐吓，

对此，他总是耐心地向租户讲解公租房政策，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在一次清退违规使用公租房的住户时，对方指名道

姓谩骂他，但他还是耐心地讲政策，做思想工作，最终取得

了对方的理解，按要求时间自行搬出保障房。仅2021年就清
退违规使用公租房76户。

小社区大民生 枝叶总关情

小社区里有大民生 服务连着百姓的幸福。他在工作

中始终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抓

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小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家住煤山街道西东社区58岁的
低保户高素珍，丈夫于2017年因病去世，她和聋哑儿子一直
居住在立交桥西边的一处老旧厂房里。2021年极端暴雨一
场接着一场，原本就年久失修的厂房经常漏雨，存在很大安

全隐患。得知这一情况后，刘志锋立即向前往调查核实，并

根据调查结果为高素珍发放了公租房申请表。2021年10月
20日，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通过了高素珍的公租房申请，高
素珍一家从老旧厂房搬进了向阳安居小区的“新家”。骑岭

乡白马村贫困户杨金安，家住向阳小区四号楼的六楼，有4
个孩子，媳妇半瘫，行走不便，在一次入户排查时，本人提出

要求调个低层方便照顾妻子，他立即进行汇报，考虑到实际

情况，在房源紧张情况下，为他调到一楼，解决了他的实际

困难。刘志锋还经常利用自身优势为群众服务，谁家有困难

都能够做到随叫随到，全年为小区群众上门修理水电、解决

群众急难险愁事情210多件。

助推城市创建 提升群众幸福感

2021年8月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复查迎检工
作开始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小区管理者，他带领全科

人员冲在创建第一线，捡拾垃圾、绿化美化，清除小广告、

摆放车辆、张贴文明标语、劝导市民文明养犬、协调邻里

矛盾。同时，他积极引导激发小区内其他住户积极参与城

市创建，号召大家积极投入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复查迎检工作，从我做起，努力把小区建设成为“精品小

区”。在他的带领下，现在的小区充满勃勃生机———路边

树木郁郁葱葱，花园内鲜花绽放，停车位施划规范，车辆

停放整齐，小区地面整洁，墙壁宣传栏充满文化气息。居

民们闲暇时围聚在一起，休憩闲谈，一派和谐文明、安宁

祥和景象。2021年12月，汝南安居小区一号院被评为省级
园林小区。

在疫情防控前线 彰显初心使命

2021年，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刘志锋总是冲在前面，他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巡查，一栋

楼一栋楼的走访，一户一户统计，一天走下来，要走三四

十公里。连续长时间的工作，他经常是双腿红肿，但仍然

坚持在工作一线。根据2021年7月份疫情防控需要，他又
负责分包汝南安居新区1、2号院疫情防控工作。汝南安居
新区1、2号院涉及低收入困难群众、外来务工人员、新就
业职工等群体，人群来源多样，流动性强，高龄、孤寡群众

多，传播风险高，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由于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表现突出，被住建系统评为“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志锋给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示

范模范带头作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小区

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被居民们称为贴心人。”市住房保

障管理中心负责人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丁会显

刘志锋：甘做小区群众贴心人

爷孙三代“一条心”
争做抗疫“螺丝钉”

在抗击疫情中，骑岭乡有这样一个“硬核家庭”，

爷孙三代齐上阵，共同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做抗疫

“螺丝钉”，守护着家乡人的健康。

爷爷曹现政：“工作一刻也耽搁不得”

每天早上8点，骑岭乡黄庄村包村干部曹现政就
要奔波于乡、村两地，和片区领导吴跃征配合重复着

同样的日常工作：到村庄各防控点、门店等场所开展

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

黄庄村虽小，但责任可不小。黄庄村的“富民家

园”小区是骑岭乡唯一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人口众多户籍混杂，加之全村外出务工人员也不少，

给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疫情防控工作一刻

也耽搁不得！”他带领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开展疫情

防控宣传，摸排返乡人员情况，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如何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参与防控工作，曹现政也想

了不少办法：在支部群里动员党员群众、大学生志愿

者，共同参与到防控工作中来，要求党员发挥先锋作

用，以行动影响身边人；设立疫情防控执勤点，要求

党员轮流上岗，做好对外来人员的登记、排查工作；

在工作群里，每日分享疫情新情况和上级对疫情防

控工作的指示，让党员实时了解疫情防控工作的情

况，将防控工作铭记于心……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

为黄庄村筑起了一道坚强的防控屏障，保卫着群众

的安全。

儿子曹超超：“有需要，我就上！”

曹超超35岁，作为安洼村最年轻的村委会委员，
在疫情的“战场”上表现得却像一位老练的“指挥

官”。“有需要，我就上！”这是他疫情期间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疫情期间，按照乡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

要严格落实防控责任，他积极组织党员群众志愿者参

加防控工作，在村卡口、门店、街道等公共场所悬挂张

贴标语、通告，利用微信群转发疫情防控知识，引导群

众不串门、不出门，不聚餐、不聚会，减少人员流动。

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他把自己的私家车改装成

抗击疫情义务宣传车，流动循环播报防疫音频。他说：

“年轻人要在困难中历练自己，村干部更是保护人民

群众的第一道防线，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作为一

名党员、村干部，我应该以一个党员干部的标准要求

自己，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疫情防控宣传尽自

己的一份责任，为守护家乡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出一份力”。

孙子曹润卿：“我要像爷爷和爸爸那样，保护大家”

“家庭是圃，孩子是苗”。有了爷爷和爸爸的

榜样力量，作为全乡最小的志愿者，安洼中

学初一学生曹润卿也不甘示弱，积极响应号

召和爷爷爸爸一起加入抗“疫”战线。考虑到

年龄问题，他负责村卡口登记进出人员和

宣传防疫知识等简单辅助工作。除了全

身心投入防疫工作，他有时还作为心理

导师，为居民们鼓劲打气。

像这些坚守一线防控的领导、

干部、党员、群众和志愿者，骑岭乡

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时刻为民、

乐于奉献的战斗精神和实际行

动，在全乡构筑起了一条疫

情防控严密防线。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通讯员 杨威涛

赵静怡正在粘贴防疫提示

“三姐妹”核对流调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