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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日记

2月 8 日
今天是元宵节， 真的很想念家人！ 中午来到医

院，意外收到武汉市金银潭院领导送来的慰问信、鲜
花，还吃到了汤圆，心里顿时感到暖暖的！ 做好所有
防护准备进入病房，完成日常工作。 晚饭时间，院方
还是很贴心地准备了汤圆，我们一边发给患者，一边
送上祝福，并鼓励他们早日康复。

2月 9 日
今天听说中班可能要收十几个病人， 顿时有种

要上战场的感觉。 临近 10点，患者陆续入院。 由于
防护服比较闷热，体能消耗很厉害，我有种虚脱的感
觉。和我一起支援的护士，因为昨天日班憋尿时间太
长后膀胱刺激疼，今天上班用了纸尿裤。下班回到酒
店已经是凌晨一点三刻，赶紧洗澡吃了散利痛，躺在
床上有种解脱的感觉， 这是我到金银潭医院工作最
难熬的一天， 但是看到康复医学科党支部制作的视
频，顿时心里暖暖的！

2月 11 日
今天上午打扫整个休息区的卫生外加整理房

间。 中午休息后，下午进治疗室准备明天的补液，还
要完成新开医嘱的治疗。治疗室属于半污染区，也要
全面防护。 我的鼻子前几天已经被口罩和护目镜压
出很深的印子，虽然已经用了水凝胶保护，但是今天
下班后鼻梁上的水泡还是破了，到酒店做了消毒，看
着脸上留下的道道印痕，都不敢给家人开视频。但我
觉得很自豪，因为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2 月 13 日
上午依旧负责整个办公区域的卫生， 下午在治

疗室完成明天治疗的准备工作和接受新的治疗。 排
补液时，先要用剪刀把瓶贴剪下来，再用胶布粘在盐
水瓶上，带着手套撕胶布真的很不方便。工作了一下
午，护目镜上全是蒸气，到了下班的时间，真的连饭
都不想吃，直接回酒店。 明天是情人节，领队贴心地
为大家准备了鲜花和巧克力！

2 月 15 日
昨天晚上，武汉刮大风、下雷雨，气温也下降了。

一个人在异地，不免有些惆怅。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
和另一位支部副书记完成入党积极分子的谈话。 现
在特殊时期，要避免人员聚集，我向支部书记提出可
以进行视频谈话，同时做好各项记录，看到队员们都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疫情面前呈现出大爱！

2 月 16 日
已经习惯现在科室工作模式， 看着患者慢慢康

复，心里很兴奋。 对于体弱躺在床上的患者，我指导
他们做桥式运动，上肢活动可以用矿泉水替代哑铃，
也可以靠坐着练练腹式呼吸；能下床的患者，我尽量
鼓励他们下床活动。经过努力，有好几位患者已经能
独立行走，下床完成力所能及的日常活动。

身着白衣 心有锦缎

陈俊彦是芷江西路街道
辖区内的一位普通居民，瑞
金康复医院的护士长。 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 援鄂期间她
扛起高强度的工作， 休息的
间隙， 她又记录了工作中的
点点滴滴， 为大家展现抗疫
前线的真实场景。

1月 23 日
知道武汉“封城”时，内心反而松了一口气，想

着该来的终于来了。 2019 年的最后一天工作结束，
回家路上思绪万千， 一方面为无数正在被病毒深深
威胁的武汉老乡们担心，另一方面为人口密度大、外
来人口多、流动性强的上海感到焦虑。或许以后每次
外出都需要戴上口罩了吧， 想到这里我猛地吸了一
口气，想要记住这种毫无阻碍去尽情呼吸的感觉。

2 月 2 日
街道党建办和党群服务中心的同事从疫情伊始

就一直关心、鼓励着我，他们的关爱极大程度缓解了
我的焦虑， 我及时调整好心态从春节开始就投入到
撰写信息稿等宣传工作中。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
在上海还未全面复工时， 我与同事们一起增援居民
区， 缓解社区压力的同时积极做好宣传工作。 我知
道，无论前方深入一线，还是后方积极宣传，哪里都
是战场。

近乎停滞的上海，因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而逐渐
活跃。街道部署迅速，社区行动力满满。每个小区都封
住了边门小门，集中力量管控出入，严格落实居家隔
离政策。 居家隔离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会提供送菜品
上门等服务。 在这场看不见敌人的战役中，社区工作
人员一直坚守社区，没有人退缩，也没有人胆怯。

2月 9 日
近日，上海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但远没有恢复日

常水准，不少的企业单位都“开发”了新的远程工作
模式。 外出的人群也逐渐增多……这座现代化商业
大都市开始恢复运转， 在看到众志成城带来的防疫
效果后，越来越多的人复工了，他们不约而同戴好口
罩配合着社区工作者。口罩似牢笼，给呼吸与空气之
间挂上一把巨大枷锁；口罩也似铠甲，保护着人们不
因飞沫传播的病毒而受到伤害。

3 月 23 日
武汉实行严格管控， 当单位要成立疫情防控工

作突击队时，爸爸马上报了名：“我是党员，妻女不
在武汉，我先上。 ”他与其他队员一起，为确诊的同
事联系住院相关事宜、封闭场所严格管控出入、严格
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作为党员，老爸做到了把
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

妈妈在去年 12月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她在工
作上认真积极，在生活中乐于助人，经常投身于小区
志愿者的工作中。 她从疫情初期排班时就主动站出
来，一直值守在门岗为进入小区的居民测量体温、登
记来访人员， 即使因为橡胶手套导致过敏也一直坚
持到值守时间结束。

我不是病毒专家，不能为研究病毒贡献知识；我
也不是医护人员，不能为大量患者减轻病痛；但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我能做的是发一份热、发一份光，坚
守自己的岗位， 与党群服务中心的战友们共同为我
们热爱的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秦文君是芷江西路街道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一名湖
北籍 95后党员，她从小在武
汉长大， 大学毕业以后来到
上海， 来到芷江西这个大家
庭。疫情期间，她记录了自己
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故有
了这组特殊的日记。

坚守一线 落实防控 斗志昂扬 领跑防疫

3月 6 日
我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注疫情实

时情况，了解最新动态。 从疫情初期的“高架直通
车”到现在逐步恢复到“车水马龙”，1 个多月的时
间里，虽然大家都已经略显疲态，但是我和我的同事
们依旧斗志昂扬，全力以赴落实好疫情防控工作。

上午 8时， 居民区的 7位工作人员就已经全部
到岗。大家对各自块里的情况进行了简单汇报，并对
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提前做好部署后，繁
忙的一天正式拉开序幕。

今天正好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街道党工委书记
柯琪、居民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都来到共和新路
沿线的绿化带清理卫生死角及绿化带杂物。 领导主
动带头， 给大家提振了士气。 经过 1个小时的劳动
后，道路环境焕然一新。 爱国卫生活动结束后，我们
拿着小喇叭在各个门岗中进行巡逻。

疫情发生后，保安师傅也非常辛苦。他们为进入
小区的居民测量体温、查阅出入证、做好登记、第一
时间反馈重点地区来沪人员……每一件工作都有他
们的身影。巡逻途中，从重点地区回沪就医的老王给
我打来了电话：“黄书记， 隔离期间没法出门啊，请
帮我买 2 斤肋条肉、2 斤鸡蛋。 除了这些，麻烦您再
帮我买 2到 3种绿叶菜……”“好的，我知道了！ ”

疫情期间，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落实好各项工作
的同时，还化身采购员、外卖员、零售员。一段时间下
来，我们已经对这种身份的切换习以为常。平时娇滴
滴的女生，在人手不够的时候，照样推着平板车左手
一桶油、右手一袋米地往居民家送物资。

从居民家里出来，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饭还
没扒两口，我又接到保安师傅的电话，说有 2 位从日
本回沪人员进入小区。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和同事们
立即上门了解相关情况。这边的事情刚刚忙完，紧接
着，口罩预约于下午正式开始。为了避免疫情期间出
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我们 5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兵
分两路，快速帮居民完成预约口罩购买。对于极少数
不太理解的居民，我们还会做好安抚和解释工作，希
望他们能够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工作。

在此期间， 我们还上门为居家隔离人员装门
磁。 今天装的两户非常配合，表示肯定遵照制度来
执行，不会擅自出门。 随后再次例行巡逻一圈回到
办公室，居家隔离人员周边居民让我们想办法给居
家隔离人员集中隔离。 整个疫情期间，对于居民的
过度恐慌，我们也处理了多次，我们把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制度再次解释给他们听，希望他们自己做好
防护，同时做一个有心人，帮我们一起监督，看得出
来大家还是有点害怕，但是通过沟通，他们似乎放
心了很多。

一天的时间就在这样高速运转中结束， 但所有
工作人员还不能准时下班。口罩金额的结算、块里重
点人员的走访、“12345”工单处理……这些工作都
需要我们尽快落实。即便回到家中，居民还会通过电
话、微信、短信方式联系我们，向我们咨询一些问题，
或是向我们寻求帮助。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芷江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黄俊记录了繁忙又平常
的一天， 看似一件件微不
足道的事， 却真实反映了
基层社区工作者疫情期间
的不易。

同心抗“疫” 共度寒冬

3月 8 日
今年春节，疫情来袭,许多同事都放弃了新春

假期,在第一时间回归工作岗位，战斗在疫情防控
的第一线。“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社区是
传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必须冲在最前
面。 ”从市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以来，我和所有社区工作人员一样，从早到晚连
轴转，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实事，努力为群众构筑
疫情防控的“防火墙”，切实保障好社区居民的平
安和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 “棋到中局、不
慎则败，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的关键期、攻坚期、考
验期。 居民区作为此次抗疫阻击战中的 “前沿阵
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新
路 420 号和 430 号是两幢沿街的独立楼栋，又是出
租房过半的出租楼， 无门卫给防疫工作以及封闭式
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外来人员回沪无法第一时
间登记，快递人员、外卖人员随意出入，居民们都非
常担心。连续几天，我们都会收到来自 420号和 430
号居民的匿名投诉， 这让作为块长的我更是倍感压
力。我深知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收到居民
的匿名投诉后， 我在第一时间内就和同事展开了讨
论，商议具体如何落实好中华新路 420 号和 430 号
两幢沿街独立楼栋的封闭式管理工作。

社区防疫是底线，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为
了能让居民安心，将防疫工作做细做实，每天我都
坚持定点巡查 3 次，对出租户没有回沪的人员进行
盘查。 此外，我每天还会坚持对楼道内进行消毒，确
保疫情防控不留死角。 为了确保信息反馈渠道通
畅， 我还发动楼内妇联执委一起建立了楼组微信
群，可以时时对楼内居民回沪及其他情况进行追踪
和了解。 针对快递员和外卖员随意进出的问题，我
一家一家进行走访，和居民们一起签署自觉下楼领
取快递的倡议书，并在楼道一楼区域悬挂宣传标语
及出入登记表等各类措施。 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
力以及居民们的积极配合下，这些措施很快就起到
了明显的效果。

在一次巡楼的过程中，有位女士向我走来，要求
加我的微信，回到居委会，我收到了这位 430 号徐
女士的微信。 她说：“小王，您好，我是中华新路 430
号的居民，我姓徐，也是我匿名打了‘12345’的投
诉电话。起先我投诉就是感到没有安全感，这几个星
期我看到了你每天的奔波， 看到你每天背着消毒水
为我们楼道消毒， 带着居民阿姨一家家的跑着签署
倡议书，这又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我很愿意在下班
后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中，我愿意为 420 号和 430 号
的抗疫工作添上一份力！ ”看到这条微信，我如释重
负，付出的努力终于还是有了结果，让我在抗疫的路
途上又有了新的力量！

随着深入走访， 我收到了居民区里越来越多
的居民送来的暖心物品和关心的信息， 越来越多
的妇女同志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中，这
让我作为一名妇联干部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

不忘初心 践行使命

滕迪克是静安区人大代
表、满堂春茶叶市场总经理。
新年伊始， 新冠肺炎疫情突
然而至， 他取消了原定与家
人的出行计划。 作为一名人
大代表， 他主动请缨加入芷
江西社区志愿者队伍， 为社
区联防联控工作出一份力。

在抗疫阻击战的一线，
总能看到巾帼们的身影。 南
山居民区妇联主席王勤就是
芷江西众多基层妇女干部中
的一个。疫情防控期间，她与
社区居民同心抗“疫”，并写
下了这篇抗“疫”日记，记录
自己的点滴心得。

2月 9 日
早前， 我向同选区的另一位代表———芷江西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 人大工委主任柯琪表达了自己想
要助力社区防疫的意愿。在得知我的想法后，柯书记
说：“太巧了，李英代表今天正想去芷江新村居民区
做志愿者，你可以和她结伴同行！ ”

于是， 我和李英代表穿上了志愿者的 “红马
甲”，戴上口罩，一起站在小区门岗处，为进出的居
民测量体温、 检查出入证、 做好信息登记。 即便我
“全副武装”，还是有一些居民认出了我。 在我值守
期间，曾经在我“每月联系选区”时来反映问题的李
师傅和陈阿姨在见到我后都向我表示感谢。 他们还
仔细地叮嘱我要加强自身防护：“千万要保重身
体”。 虽然门岗值守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看到居民们
都愿意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还会关心我们的健康，
我心里非常感动。

此时，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顾云豪正在光华坊居
民区参加支部结对活动， 听说我和李英代表在社区
做志愿者， 他特地来到芷江新村慰问我们。 顾主任
说，2月 7日市人大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力
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
定》， 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必要的法
治支撑，他希望我们能在此特殊时期，在一线汇集、
反映群众的意见建议， 积极督促有关方面落实疫情
防控的各项工作，切实发挥好代表作用，为疫情防控
工作增添助力。

下午，我和李英代表跟着居委干部挨家挨户上
门，对重点地区的回沪人员开展信息登记。 这可真
不是个轻松的活儿啊！ 这些回沪人员分散在小区的
各个楼栋里，我们爬上爬下，不一会儿我就走得腰
酸背痛。 正在这时，一位阿姨急匆匆地找到我们反
映， 表示有两个拖着行李箱的人进了一间出租房。
“你们一定要好好排查一下！ ”看着阿姨忐忑的神
情，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情况，马上找到这户居民
仔细了解情况。 原来，刚刚来的是该居民的哥嫂，他
们在松江大学城经营一家小餐饮，由于疫情的关系
他们都没回过老家，小吃店也未开门营业，为了节
约房租便搬来妹妹这里一起同住。 我们一边登记，
一边告知他们会核实相关信息， 并提醒他们尽量
“宅”在家里，勤洗手、勤消毒。 一直躲在旁边的阿
姨，听到这里也终于放下心来了，对我们不住地点
头表示感激。

一天的防疫志愿服务下来，我不由地感慨万千。
在平时联系选区的过程中， 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对社
区的精细化治理足够了解， 谁知道， 当我真的沉下
心、俯下身成为其中的一员时，却依然发现这是门值
得我学习、深思、深入研究的大学问。 社区一线的工
作者与志愿者，他们饱满的热情、执着的信念、辛勤
的付出深深感染了我， 更为我今后如何进一步履行
好代表职责上了生动的一课。

我期待着疫情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能摘下口罩、
沐浴春光，闻着花香阵阵、青青草香，好好地享受着
久违的恬静时光。

群防群控 守护社区

王曼菁是芷江西社区市
民巡访队队长、 三兴居民区
妇联副主席。 为严防疫情扩
散、确保小区平安，她义不容
辞参加了居民区群防群控志
愿者队伍， 和居委会干部一
起并肩作战， 抗击疫情守护
家园。

2月 21 日
大大的眼睛挂着一副老光镜片，端庄的脸上常

常带着笑容，修长的身材行动敏捷，干起活来满身
是劲……虽然我平时“活力十足”，但其实我已是
一位 66岁的“准老人”。

想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严密防控、守好小区
大门是第一关。 8时 30分，我一如既往地准时来到
永兴路 973弄小区大门口值勤，协助物业保安测量
体温、登记信息。进进出出的人我基本都认识，知道
他们住在几号几室，大家也都愿意积极配合我的工
作：“张阿姨，出去买菜啊！ ”“王伯伯，口罩戴戴
好，家里不够了赶快去居委会登记！ ”“小孙，不要
在这里抽烟、聊天，倒好垃圾赶快回家，避免造成人
为聚集！ ”……我在门岗值守的时候，总是忍不住
要叮嘱大家。 正因如此，3 个小时的执勤对我来说
总是过得特别快。

中午，小区里一位从重点地区回沪居家隔离期
未满的租客向居委会报告，称自己在自测体温时发
现自己的体温达到 37.4 度，有些低烧、还伴有咽喉
肿痛的状况。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立刻将这户租
客的情况上报，疾控中心的救护车很快就开到了小
区门口。

看到救护车出现在小区里，不明真相的居民们
顿时炸开了锅。 我见状连忙上前安抚大家的情绪。
我耐心地解释道：“在情况没有证实前， 大家都要
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在我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居民们的情绪平复了不少。

庆幸，最终只是虚惊一场，我总算长长地松了
一口气。忙完这一切，我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 1点
了。“哎呀，老公和儿子要吃的菜还没买，家里还等
着我烧饭呢！ ”好在，我的家人们都很支持我的工
作。疫情开始至今，我的家人们一次也没出过门，通
过“坚守在家”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
站在我家阳台上就能看到我的执勤岗。但即使过了
饭点，他们也没催我回家煮饭，因为他们知道，我是
在守护社区的平安。

除了上午 3个小时的值勤，我还主动承担下午
4时至 6时小区进出人员繁忙时段的值勤， 一丝一
毫都不放松，随时向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到了
傍晚，人们都已经在家享受美味的晚餐，门岗处的
人流也少了很多。 此时，我看到小区门口货架上的
快递又乱了。 “这些快递一乱，居民们找起来不方
便，就容易造成人员聚集！ ”想到这里，我立刻将这
些快递一件一件码放整齐。我一边做着快递整理的
工作，一边想：这里是“党员先锋岗”，怎能让它在
此黯然失色？

夜幕降临，我迎着月光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顾
起自己一天的工作历程，虽然辛苦，但我心里成就
感满满。 虽然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但是想到我
所做的这些小事可以为疫情防控助力，我就觉得非
常开心。 接下来，我会继续发挥党员志愿者先锋带
头作用，守护小区的平安，助力战胜疫情，迎接明天
的曙光。

□记者 张翠玲 整理报道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畏风险，冲锋在前，逆行而上。 他们没有响亮的名字，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故事。 他们中有医护人员、人大代
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者、基层妇联干部、市民巡访队成员……抗“疫”一线，汗水早已湿透衣衫，必胜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疲惫的身体。本报特别策划了
来自他们的一手战“疫”纪实故事，让我们一起翻开他们的日记本，聆听他们的抗“疫”心声，真诚地对他们说一句：“感谢‘疫’路上有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