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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 联合出版

南西
战“疫”群像

□记者 姚沁艺 整理报道

守护居民健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了宣传排摸把手都敲肿的社工、为了履行职责
已经很长时间不回家的社区民警、尽自己最大努力守护楼宇企业的“楼小二”、热心提供支援的居民
党员……从居民区到楼宇，从机关事业单位到沿街商铺，社区一线战“疫”人员无处不在的身影让人
安心。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正是千千万万用不同方式战“疫”的南西人，将责任扛在肩上，替南西筑起了
一道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沈怡敏
（陕北居民区社工）

最想对妈妈说，这么多
天幸好有你支撑这个家；想
对居民区许书记说，一起加
油， 我的手已经不肿了，一
切也都会好起来的！ 现在我
回到家的时候，女儿往往已
经休息了，疫情结束了想好
好陪陪女儿。

叶涛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我最想对居民们说，防
控疫情，人人有责，救死扶
伤，当仁不让。 希望大家可
以珍惜生命， 拒绝食用野
生动物。 我现在最想做的
事情， 就是等疫情结束以
后好好睡上一觉， 休息几
天。

顾翔
（南西派出所副所长）

疫情期间， 我们配合街
道开展三方流调、 外来人员
排摸、口罩登记，对疫情期间
各类易发案警情提早做好研
判，妥善应对处置。父亲是年
初三住院的， 母亲独自承担
了照顾他的重任, 我感到很
对不起他们。

李峥
（楼宇党群工作者）

在复工潮对疫情带来
的压力下， 我们更应该以
“楼小二” 的身份挺身而
出，把楼宇防控责任抗在肩
上，守护这些“竖起来的社
区”。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
努力下，一定能够守住自己
的楼。

金玉苹
（华业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
感动于居民们的积极配合
以及他们自发的捐款。 感谢
志愿者的积极协助、办公室
同事和小区物业的共同努
力。 防疫工作还未结束，我
将继续协调好各方力量，努
力打赢防疫阻击战。

赵其富
（静置物业保安）

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
我主要负责管理常德路、
江宁路这一带的 “无保安
小区”。 我是一名退伍军
人，也是一名党员，疫情当
前我应当站在第一线。 我
也衷心希望这次疫情早点
过去， 让大家的生活恢复
安宁。

钮琦
（南西市场监管所长）

我感到担子很重。 从一
开始的逐户劝停，到现在符
合条件的单位可以逐步复
工，其中可能发生的突发状
况，想都不敢想……目前一
切还顺利，但脑中绷紧的弦
还是不敢松懈。 疫情终将过
去， 经济保卫战才刚刚开
始，我们也还在路上。

蔡高祥
（古柏居民党员）

我此前在媒体上得知
有党员为疫情缴纳特殊党
费， 觉得也同样适合自己，
于是以特殊党费形式缴纳
一万元。 自己是数年前从国
外回来的，在所在国发生灾
难时就捐过款，何况是自己
的祖国发生意外，我更加义
不容辞。

朱文凯
（南西房管办副主任）

在春节前，我们就要求
物业做好人员登记、提高消
毒频次，到后来加强门岗管
理、封闭小区通道，守住小
区大门是我们最朴素的愿
望。 女儿不想爸爸加班，但
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亲人安
全渡过疫情就是我如今最
大的心愿。

李卫华
（南西街道党政办主任）

疫情防控打的是物资
战， 这次我承担的是后勤保
障工作。 感受最深的是一要
快，抢占先机；二要跑，市区、
郊区的药房、卖场、超市一个
都不错过；三要广泛发动，所
有有可能的途径都要 “撒
网”。有了 2000多个口罩打
底，我心里才踏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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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亮
（南西街道平安办主任）

我和平安办的同志们
一起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第一线，为社区安全
运行和群众安居乐业贡献
力量。 父母都已近九十岁
了，我想对他们说，今年没
能一起过春节，等疫情结束
一定回去陪你们看樱花。

卢肖文
（升平居民区党员志愿者）

经过两次请战，我终于
在第三批口罩预约登记工
作中当上了志愿者。 我的工
作是指导居民填写信息、引
导他们去下一个桌子审核。
工作虽简单，但做得不亦乐
乎。 我告诉自己：要想获得
快乐，一定要多做力所能及
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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