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
53岁的张文博是龙山区寿山镇卫生院院长。自启动预

检分诊流程开始，他就一直奋战在战“疫”一线。大年三十没
休息；老父亲 82岁生日，他缺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他连
续工作50个小时。怎样有效资源调配、怎样安排各个卡点的
值守布防、怎样给党员和医护人员培训等事情，事无巨细。1
月 28日，他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过敏性紫癜，明知这个病症需
要卧床休息，但他依然坚守岗位；2月23日，因长时间过度疲
劳加之紧张的工作节奏，他的心脏也出现了不适，此时，他依
然没有足够重视。吃了速效救心丸继续忙着防疫工作。对
自己身体的病症一拖再拖。3月2日，他出现了呼吸急促、心
口憋闷、呼吸困难的严重症状，这才在家人的陪伴下住进了
医院。

点评：
一个基层卫生院长，疫情面前，全力奋战在一线。甚至

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全情工作，这就是大公无私有担当，这
就是基层党员干部的模样，这就是百姓心中的真英雄。

为辽源平安
不顾自身安危的卫生院长

事件：
辽源市中医院急诊室“90后”男护师苏擎的父亲三个月前刚刚去世，他又是家中的独生子，本该多

陪陪母亲，但他却在动员大会上第一个报名。2月15日，是辽源市第二批驰援武汉医疗队出发的日子。
他眼含热泪对母亲说：“我是急诊科的男护，到了武汉应该能做很多事情。您需要我，武汉那边更需要
我。妈妈请保护好身体，等待我和战友们凯旋。我知道您也会支持我，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也会为我‘点
赞’。”

点评：
自古忠孝难两全。丧夫之痛的母亲需要安慰，疫情最前沿的患者需要救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苏

擎化悲痛为力量选择了后者。疫情面前，他舍小家为大家，这位“90后”小伙儿是个有担当的好男儿。
我们相信母亲会为儿子骄傲、逝去的父亲在天堂也会感到欣慰，护佑着儿子以及所有驰援武汉的白衣战
士们平安凯旋。

将失去亲人的悲伤化作战“疫”的力量

事件：
38岁的张顺喜是一名房车爱好者。疫情来临，在家抗疫情的同时，他还想为防控一线作点儿贡

献。就在他不知道与哪个部门对接时，本报记者打来采访电话……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之后，他对记
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通过记者的沟通协调，第二天他先后两次，将自己的两辆房车分别开到了辽源高
速路北出口，其中一辆是之前没使用过的新车。“这是总电源开关！这是电磁炉，可以烧水、煮面。这是
冰箱。现在我们看到的几处座位，全部可以打开变床……这车取暖设备需要加35号柴油，来的路上我
已经加满了。如果取暖器一直开着，大概24小时以后就得加一次……电话号我已经留下了，有任何问
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

点评：
送车当日，他除了给工作人员介绍房车内外的各种操作功能，他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有问题随时

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在场的很多人只知道他叫张顺喜，其他并不了解。其实，张顺喜是有着十余
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国企职工，还是十余年如一日扶弱济贫、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爱心志愿者。他说，当下
最要紧的是早日战胜疫情，至于个人的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这，正是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样子。

把新房车送上“前线”的“80后”
事件：
市人大常委、联贸大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星宇为公安机关和辽源日报社送去了5000只防护口罩、方

便面、矿泉水等物资，并为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家属送去了香喷喷的饺子。他说：“虽然企业经营受到疫
情的严重影响，但和抗击疫情相比是小事儿。为逆行者送些防护物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真的，不用宣
传报道我们，我们能实实在在做点儿啥就做点儿啥。”

天成超市总经理朱晓峰给龙山区的多个检查站送去牛奶、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水果等食品；为
辽源第一批驰援武汉的20余名白衣战士家属捐赠超市代金卡；为辽源市第二人民医院、辽源市胸科医
院、矿业集团总医院、东辽县医院各送去50箱新鲜蔬菜。他说：“广大防控疫情一线的逆行者们为了战

‘疫’与时间赛跑。我没上前线，只是尽了点儿绵薄之力，不足挂齿。”
点评：
都说商家以利益为重，但周星宇、朱晓峰却代表了广大辽源民营企业家的大格局和家国情怀。企业的防

疫工作、经营情况、家人的保护……每天有很多事情等着他们去处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忘回馈
社会，心里装着许许多多陌生的战“疫”逆行者……知道感恩，懂得回馈，也许，这就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所在。

为逆行者送物资的“傻”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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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的情感最真

L 战“疫”他/她风采

事件：
52岁的金鸽从事女子雅学礼仪培训多年。2019年12月，她在广而洁购买了60桶5斤装的含氯消毒

液，准备囤下来春节之后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学员。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疫情突如其来。金鸽的第一反
应是将之前囤下来的消毒液提前拿出来送人。她先给自家所在的站前社区送2桶。然后，又分别给身
边的亲朋好友“无接触”式地送到家门口。热心肠的她，逢人就送消毒液。家里人口多，就整桶送；家里
人口少，就分装后再送。现在，她除了给学员预留的12桶消毒液，其余的全部送完。

点评：
患难见真情。在疫情的特殊时期，消毒液和口罩一样属于紧俏、抢手的防疫物资。有人开玩笑说，

在此期间互送防疫物资的，都是过命之交。而金鸽却在这个时候把消毒液拿出来，见人就送。她是值得
学习的榜样，她是可爱的辽源人。

逢人就送消毒液的金大姐

事件：
1月31日，81岁老人李影得知西安区裕明社区募集支援武汉善款后执意出门，第一个来到社区捐款

500元钱。老人激动地说：“年纪大了去不了前线，但也要尽点儿微薄之力，能帮点儿是点儿。”之后，她
又返回家中，响应国家号召宅在家里。

点评：
对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平时很少出门且500元钱不算小数目，但81岁的李影老人，不走寻

常路。在疫情期间更该宅家的时候，她执意出门到社区捐500元钱，也要为疫情阻击战添一分力。这，
就是我们辽源的老人；这，就是我们辽源老人的家国情怀。

耄耋老人的500元善款

事件：
2月3日，东辽县安石镇乐群村79岁的李大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儿孙后代留下遗愿：“疫情期间

不聚集，别给政府添麻烦。我活着你们都孝敬，我死了咱不操办丧事。”
点评：
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在农村尤为重视。其中，涉及的民风民俗也不少。但在疫情面前，一位年

近耄耋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不办丧”作为最后遗愿，这是高尚的境界。老人的精神，值得学
习。

最伟大的遗愿

事件：
辽源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护士王雪，是我市驰援武汉第一批医疗队队员。临行前几日，她

将去武汉支援的事儿告诉了丈夫，第二天丈夫也报名做支援湖北的志愿者，并对她说：“你在里面救死扶
伤，我在外面做义工支援武汉，守护我最爱的人。”

点评：
有一种大爱叫我去武汉支援，有一种爱情叫“形影不离”。
妻子作为白衣战士勇敢上战场，丈夫不但没有阻拦，反而用同去湖北做志愿者的行动支持、陪伴着

妻子。夫妻俩儿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呈现他们的赤子心。这就是“妇唱夫随”的恩爱，这就是精忠报
国的最好体现。

“妇唱夫随”上战场

事件：
市民华振湘的儿子是通化森林消防大队的一名武警官兵，准儿媳是辽矿集团总医院的护士。两人

原定4月份举行婚礼，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决定推迟婚期，到战“疫”一线冲锋陷阵。2月2日，
华振湘含泪将儿子、儿媳送到武汉战“疫”一线。临行前，她哽咽着对儿媳说：“虽然你为了驰援武汉，剪
去了飘逸的长发，但你在妈妈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天使。我们是党员之家、军人之家。孩子们，你们都
是好样的。妈等你们平安归来，为你们准备一场最美的婚礼！”

点评：
国有难，召必回，战必胜。华振湘是党员，儿子和儿媳也如此优秀。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和军

人。作为母亲，“狠心”将儿子和儿媳送到战“疫”最前线。她不心疼吗？她不担心吗？但，疫情当前，为
了战“疫”的最后胜利，他们全家一心向党，勇敢地冲锋在前。其他事情，都等战“疫”胜利再说。这正是，
党员不忘初心的具体体现。

将儿子、儿媳送到战“疫”一线的“狠”婆婆

事件：
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来，辽源疾控人董连晶早出晚归，连续加班。一天，正在忙工作的她接到年幼儿

子的电话，“妈妈，我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今天你几点下班？我能不能看到你？我现在可以和你视
频通话吗？”“儿子，妈妈现在很忙，忙完就回去了。你别打电话了，行吗儿子？别打了，我都说了，忙完下
班就回去了……”电话那头，儿子想妈妈哭了。电话这边，董连晶已经泣不成声。旁边的同事将这22秒
的通话录成视频，发到了网上。虽然视频只有短短的22秒，却感动了无数人。

点评：
面对疫情，董连晶“狠心”拒绝了年幼儿子的思念，此时，她放弃了亲情，选择了战“疫”前线。这个举

动看似残忍，实则大爱。那滋味，也许只有她和她的战友们才能真正体会。22秒的视频，不仅仅代表着
董连晶个人的心酸，这也是疫情期间，社会各界坚持奋战在战“疫”一线的所有人的真实写照。

感动无数人的22秒视频

疫情发生以来，辽源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同舟共济，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役。目前，我市已连续多日“零”新增确诊、疑似病例，日趋向好。这是全民参

战的结果、辽源人民团结一心的真实体现。病毒是无情的，但善良、质朴的辽源

人有爱心、有情义、有担当。战“疫”期间，辽源大地发生着无数个质朴、暖心、感

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华丽的语言，不是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却饱含了辽源

人满满的质朴和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