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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同心战“疫”

①唐颖、田贺奋战在抗“疫”一线

②于万晶累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

③李淑双（左）为返辽居家隔离人员购买生活用品

④徐素梅（左）到人流密集的小商店开展排查工作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西孟村
的妇联干部李淑双主要负责摸排本村离辽和返辽人口的情况。在宣传动
员工作和站岗上，她积极作为，同全村群众一道全力抗击疫情。

在此次疫情中，李淑双作为一名妇联干部和巾帼志愿者，她义无反顾冲
在了防控疫情的第一线，入村、入组、入户共排查外地返辽人员31人。她通
过电话、微信告知外地返辽人员要居家隔离14天，并表示在此期间所需的生
活用品都由她去帮助购买，会送到他们家门口。

从大年三十至今，李淑双一天都没休息过，她的父亲病了都没时间去照
顾，孩子放假在家，就盼着过年这几天妈妈能好好陪伴她。可是今年的年和
往年不一样，李淑双一直在走访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一直战斗在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哪里情况危急，我就出现在哪里”，这是李淑双经常说的一
句话。有人问她：“你不怕吗？”她说：“我当然也怕，但我有我必须担负的职
责，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应该冲在最前面。”

防控疫情的战“役”胜利在望，但大家并没有放松，每天还在摸底排查。
李淑双和所有妇联的工作人员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着妇联人无
限的大爱之情。疫情不除，防控不停。她们展现着妇联干部最美形象，用实
际行动谱写一曲曲动人的巾帼乐章。

西安区

战“疫”场上的“女汉子”

战“疫”中的 铿锵玫瑰铿锵玫瑰
编前语：

疫情当前，辽源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上下一心，积极开展防控工作，许多人在春节期间放弃休息，撇下一家
老小，奔赴抗击疫情第一线。在这场辽源战“疫”中，辽源的广大妇女工作者们展现出新时代女性风采。

直面疫情的医护工作者中，随处可见她们忙碌的身影；深入社区、村镇的基层工作者中，有她们顶着风雪踏遍家家户户的
脚印；防控物资的生产企业和维护城市正常秩序的人群里，同样有她们加班加点工作的身影；后勤保障和志愿者中，有她们在
奉献热情、播撒爱心……辽源妇女以柔韧与坚强勇担重任的精神、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为辽源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贡献。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市妇联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和
部室干部共10人组成志愿者队伍，由市妇联主席张艳
凤带队、其他 3名班子成员轮流开展工作的形式，帮
助党建协作对接社区。西安区红城社区开展疫情网
络宣传，协调法律顾问、心理咨询师参与社区志愿
咨询服务。同时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入户走访 26
户排查登记，并安排龙山区、西安区两区妇联在村
（社区）执委中广泛组织志愿者队伍，市妇联五届
执委也积极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截至目前，市
妇联已组成78人的巾帼志愿者队伍，全部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为保障防护用品的供应，我市广而洁消毒剂有限公司急需招募女工。市
妇联志愿者队伍在了解情况后，9名执委挺身而出，带领她们招募到的 8名
熟悉缝纫技术的志愿者，组成 17人志愿者小队，不顾感染的风险奋战 8个多
小时，帮助公司包装近一万只防护口罩。

妇联志愿者队伍还组织和呼吁各界妇女捐款捐物：妇联爱心志愿者宋杨
从俄罗斯购买N95口罩 2200个，分别捐赠给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和市中医
院发热门诊。宋杨还表示将继续从俄罗斯购买、捐赠一次性医疗口罩，支援
辽源防疫一线人员；市妇联兼职副主席胡双庆为疫情捐款1.1万元，组织单位
职工为武汉黄冈捐款5千元；东丰县金凤鸣蛋鸡专业合作社老板刘金玲为防
控疫情的一线人员捐助资金一万元、鸡蛋 2000
个。

市妇联志愿者还积极参与防控宣传工作，
引导广大妇女正确认识疫情，宣传基层巾帼志
愿者典型 18人，筑牢防控疫情的防线。与此同
时，全市各级妇联的志愿者组织也在积极行动：

东丰县妇联干部纷纷请缨做抗“疫”志愿
者。东丰县妇联巾帼志愿者到防控一线慰问，为
他们送去方便面、牛奶等物资共计 1600余元，并捐
赠 1000斤酒精，采购了保暖物品和方便面等物资送
到防控一线的志愿者手中。6名机关干部克服哺乳期
等困难，全员加入到弃管楼和小区的防控、宣传工作。
东丰县妇联还联合东丰县爱在鹿乡志愿者协会组织社会
各界巾帼志愿者捐款，购买 200箱方便面和 300桶矿泉水慰问
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各个村的巾帼志愿者们做好奶茶、包子、鸡
蛋，义务为本地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送饭。“草原星斗牛羊肉”的巾帼志
愿者贪黑做了一百份小白菜牛肉丸子汤，为小区夜班工作人员送去寒夜的温
暖。

东辽县妇联成立党员先锋队，协助县（区）开展各项防控工作。她们为村
（社区）的卡点送去口罩、手套、方便面、火腿肠等物品。志愿者们还参与入户
排查7073户、发放宣传单及资料18860份、悬挂宣传条幅324条。

龙山区妇联组织乡（镇）、村妇联干部，社区网格妇联干部、妇联执委，巾
帼志愿者等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一线。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楼道防疫通
知、电话提醒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参与入户排查和电话回访 55358
户，电话追踪在药店购买过感冒和退烧药的人员 1000余人次，并开展楼道酒
精消毒工作。同时，龙山区妇联组织志愿者到社区捐赠酒精和方便面等物
品。

西安区妇联号召全区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第一
责任。通过妇联“e家园”、QQ群全天候进行宣传，及时发布疫情有关信息和
防控常识，提高疫情预防意识和预防能力。全区各级妇女干部及巾帼志愿者
们深入社区入户进行排查、电话访问，并在各社区、村出入口摆放宣传板进行
宣传教育。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菊清作为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援
助服务工作。志愿者们还为第一线的抗“疫”工作人员送去口罩、手套、酒精、
方便面、火腿肠等物品。辽源矿业集团公司的志愿者还为 465名困难职工发
放了防护口罩，为普通职工发放口罩15000只。

2月 6日，东丰县中医院接到紧急任务，用于新冠肺炎诊断的咽拭子采
集人员紧缺，东丰县疾控中心急需援助。咽拭子采集是诊断新冠肺炎核酸
检测的一项重要操作。采集时，患者常会发生咳嗽、打喷嚏，甚至是呕吐，随
之喷出的飞沫会喷溅到采集人员，风险很大，容易造成感染。

疫情就是命令。东丰县中医院手术室主管护师唐颖和肿瘤消化内科护
士田贺第一时间请“战”。在经过上级疾控中心专家指导培训后，请缨战

“疫”的“姐妹花”正式就位，开展咽拭子标本采集工作。2月 8日起，她们到
县里的居民楼和各个乡（镇）开展样本采集工作。从早上一直工作到19时，
每天都要采集上百个标本。她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即使寒风刺骨，依旧

穿梭在村户之间完成采样。
面对疑似人员内心的恐惧和排斥，唐颖、田贺两人会耐心

地与他们做好沟通，充分讲解操作过程中会出现的不适，让
被采样人员有心理准备，最大程度地减少他们心理上的不
适反应。每次检测前唐颖都会轻声地对疑似病人说：
“请把嘴巴张大，头向后仰，说‘啊’……”随后将压舌
板探进病人的口腔，每采样一个人，她们就可能与病
毒“面对面”一次。为了节省物资，唐颖和田贺的防
护服一穿就是数小时。脱下防护的她们脸上满是
勒痕，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面对如此辛
苦的工作状态，她们说：“这个时候哪能想那么多，
职责使命所在，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疫情很快能
过去的！”

她们每天离病毒的距离都很近，但她们选择勇
担责任。她们的休息时间很少，但她们甘愿默默付
出，从不喊累，她们是辽源战“疫”中一对美丽的“姐
妹花”。

东丰县

“姐妹花”请缨战疫情

走访排查、日夜坚守在防疫一线，中香村
支部书记徐素梅在防控疫情工作上全力以赴。
自接到新冠肺炎疫情紧急防控命令以来，她每
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村部，
打开村里的大喇叭，播放防疫知识，然后赶往村
里的各个工作站，开始一天的防疫工作……

这季节的晚上最难熬。但是，从大年初二开
始，徐素梅便和村党员干部们24小时开展疫情防
控和入户摸排工作。“我们村书记非常重视防控工

作。”村里的防控工作人员指着自己的口罩说：“防护
用品紧张，我们用的这些防护用品都是书记从自家拿

来的，我们值班时候的吃喝也都是她自己掏腰包买的，考
虑的特别周全。”对此，徐素梅解释说：“这段时间口罩有点

紧缺，我女儿去年为了秋收给家里人买的口罩还留下一些，就
先给大家发下来用着，不算是啥大事。”

徐素梅与村干部一起入户排查，对每户家庭成员及出入人员进行详细
登记，共排查返乡人员44人，来自武汉疫区人员1人。她详细询问这些人的
体温是否正常，告诉大家如果出现恶心、乏力、高烧的现象，一定要和她说实
话，要相信政府，尽早就医。

经过一周多的排查，外来人员返乡情况摸清了，徐素梅的双脚也肿胀起
来。面对同事们的声声关切，她说：“我没事儿，我是村支书，疫情不退，我就
绝不能下战场。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爱人，他以前出过车祸，就剩一侧肺
叶了。这次的疫情是攻击肺部的病，我天天在前线，回家的时候就怕把病毒
传给他。但我是名党员，还是我们村的主心骨，这个时候我必须坚守。”徐素
梅的丈夫非常理解和支持妻子的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村里无偿提供私
家车辆，甚至还充当上了全职司机。她的丈夫不说苦、不喊累，只是简简单
单的一句：“放心，我会一直支持你的。”让徐素梅深受感动。

在战“役”面前，徐素梅做到了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守护着一方
百姓的生命安全，充分发挥了一名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她说：“如果
肩上没有千斤担，怎拿生命搏明天。只要疫情防控工作一天未结束，我必然
会坚守在抗‘疫’一线。”

东辽县

巾帼不让须眉的村支书

顾不上吃饭，总是匆匆吃几口饭垫垫肚子；顾不上睡觉，困了就在桌子上趴
一会儿；村指挥部内、村民家中、村组路口……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她就是村民眼中的“铁娘子”——寿山镇妇联专职副主席、东升村党支部书记于
万晶。

正月初八 21时 40分，镇长的一个电话惊醒了于万晶，东升一组发热村民感
染新冠肺炎。接过电话后，她稳定下心神，马上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女儿看到她
着急的样子，嘱咐说：“老妈，你放心去吧，我去奶奶家隔离 14 天，等你的好消
息。”面对懂事的女儿，于万晶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家人担心她要直面接触感
染患者，70多岁的父母一直嘱咐她注意防护。但身为共产党员，又是村民的主心
骨，肩上的重任让于万晶第一个冲到一线，稳控管护住所有村民，做好所有的工
作安排。丈夫看她不停地打电话，担心她开车出意外，便开车把她安全送到了村
委会。平时从家到村里行程是 20分钟，她却感觉很遥远，一个劲儿叮嘱爱人再开
快点，她必须第一时间到村里研究安排工作。

当晚 23时，区里组织全区各级干部到东升村召开现场会，研究防控管护方
案，龙山区委决定为防止疫情蔓延，要求立刻行动起来。整个小组 186户 597人，
群众的恐慌、特殊家庭的管护、村民的日常生活，还有养殖大户饲料供应等各种
各样的问题，在于万晶脑海里一个个浮现。她马上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后续工
作。要保障村民的日常生活；要防止村民恐慌、聚集混乱；要对特殊家庭进行管
护；要对留守老人进行细致调查；要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大排查。

村委会一共 4人，村主任又是一组村民，当晚村主任也被隔离，他们只能以电
话遥控，由村主任负责里面管护，于万晶负责外围。生活物资怎么保障？正在大
家抓瞎的时候，龙山区委组织部主动联系于万晶。他们成立志愿者服务队，专门
负责 1组村民的物资采购，解决了村里的一大难题。于万晶安排专人与其对接，

采买完后挨家挨户进行发放。对有疾病还没来得及备药的村民，村里委托正规
药店进行采买，保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村民手中。

小楠（化名）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在医院隔离治疗期间心情很压抑。于万
晶每晚都跟她聊天，减轻她心理压力，每次开导她都要聊上 30多分钟。于万晶告
诉她，村民并没有埋怨她，都在默默关心她，家人由村里去照顾，让她全力配合治
疗。对密切接触者，于万晶每天也要电话问候一声，保证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密
切关注他们的身体变化。其中，有位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时，带着 3 岁的孩
子，于万晶担心孩子不适应，找人特意给孩子买了爱玩的玩具、爱吃的零食送
去。一受帮扶的扶贫户一家三口，两人智力有障碍。为防止意外发生，于万晶叮
嘱村主任每天至少探望两次。68岁村民孟祥珍一人在家，又患有心脏病，于万晶
担心她一个人在家危险，嘱咐她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记下来，有事马上打电话……

在隔离期间，于万晶的手机 24小时保证畅通，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2
月 5日被隔离的一名 7岁孩子支气管炎旧病复发，于万晶马上联系政府领导，做
好孩子的隔离防护，派专人将孩子送到市妇婴医院，孩子得到了及时救治；2月 6
日，村民王喜军家的羊下了崽，但家里没有煤了，担心小羊冻死，村里立刻帮助联
系买煤并运到村口；2月 7日，有位村民腰突然扭伤，村里马上联系药店买膏药；2
月 8日晚，有一户村民半夜坏肚子，村里以最快的速度联系药店帮助买药；2月 9
日，村民王洪飞不小心用电锯把腿割伤，血流不止，于万晶得知后赶紧拨打“120”
急救中心，由于救护车到村里也需要 20分钟，她马上联系隔离在里面的村主任开
车去接他，将人接到村口进行仔细消杀后，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疫情当前，责任在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村干部，这些都是我应
该做的。”于万晶在疫情发生期间，带领村班子一行人坚守着一方百姓平安，以必
胜的信念，坚决打赢这场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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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温暖辽源

龙山区

“铁娘子”坚守抗“疫”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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