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
个人的心。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天职，
国有难、召必回、战必胜。

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正在读大学的我真正
认识到医者的神圣使命。2009年，我和妻子硕士研
究生毕业，一起进入辽源市中医院工作。在这里，我
们学有所用，不断成长。

2020年 2月初，在院里召开的赴武汉驰援的动
员大会上，我和妻子果断报名。但院里考虑我年迈
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只同意我一个人驰援。同年2
月 13日，我接到通知，吉林省第 12批援助武汉医疗
队成员于第二天赴武汉。当日下班回家，我才告诉
母亲这个决定。我从母亲的眼神里明明看到的是担
心和不舍，但她却对我说：“去吧，谁让你是医生呢！
虽然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但现在国家更需要你。”

在去武汉的途中，我的脑子里只有四个字“全力

以赴”。
到了武汉，我们被编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我们的疗区都是危重症患者，
工作强度很大，还有很多气管插管患者，感染风险也
比较高。我们实行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一个班八小
时，算上坐通勤车及穿、脱隔离服的时间，一个班都
要十一二个小时。在疫情严重时，加班更是常态。
2020年3月8日，即将下班时，突然接到通知，从方舱
医院一下子转来八名重患，为了这八名患者能够及
时得到妥善治疗，我们加班完成了全部的接诊工
作。当天早上 7时出门，回到驻地已经是夜里 12时
了。一天工作下来，护目镜和口罩在脸上留下深深
的印痕。

在武汉，除了工作强度大，还有思想压力大、失
眠、饮食不习惯等问题困扰着每一名医护“战友”。
当时，安眠药和榨菜都是“抢手货”。因为大家都知

道，只有吃饱、
休息好才有力气上

“战场”。
我看得出，当时的每名医

护“战友”都抱着“捐躯赴国难、视
死忽如归”的精神在武汉“战斗”。

世间术业有几何，至精首善为医者。
医师，一个圣洁、平凡、辛劳却又伟大的群
体。为了人民的健康，无论春夏秋冬、白昼黑
夜，心中只有“救死扶伤”。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岗
位上，医师们用自己的双手续写着生命的篇章。月
落晨起，朝朝暮暮，医师们战斗在抗击病魔的前线；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医师们呵护着脆弱的生命之
花。

通过这次疫情，让我看到一个强大的祖国，报效
国家，我也尽了一名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2020年，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对我
而言，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因为疫情，
我与乘客们的心更近了；这一年，我见证了城市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这一年，我收获了“全国劳动模范”
的殊荣。

1991年，我走上公交车驾驶员的工作岗位，至
今已有 30年。总行程近 50万公里，每天运送乘客
近 500人次。虽然我是基层的一线工作者，但我却
为这份职业而骄傲。因为我有机会服务每一位辽
源人。在多年的工作中，我总结出“六心四点”，
即：对老年乘客贴心、对外地乘客热心、对儿童关
心、对残障人细心、对挑剔乘客耐心、回答乘客诚
心；头脑灵一点、笑容多一点、嘴巴甜一点、运作快
一点。

2020年2月2日至9日，因疫情防控需要，辽源公
交全线停运 8天。虽然车停了，但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人不能休。我积极响应市总工会号召，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到西宁社区进行卡点值守、入
户排查、电话家访、卫生消毒、测量体温、控制人员流
动、封堵小区、张贴通知等工作。

同年 2月 10日起，我们公司开启了“定制公交”
服务。公司采取“点对点”的灵活运输方式，为机关
事业单位、复工企业、民生重要商业网点提供定制公
交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具体由机关
企事业单位、商业网点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用车需
求，市交通运输局结合需求的可行性、可能性规划设
计合理的“定制公交”行车线路、发车时间及乘降站
点；市公共汽车公司制定“点对点”直达式的“定制公

交”服务，中途严禁上下其他乘客。
2020年，咱们城市升级改造，城市的品位和样貌

持续上升。作为公交车驾驶员，我是最有说服力的
见证者。同年4月初，我市多个路段相继翻修。修路
会给行车带来暂时性的不便，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们城市更美、更舒适，更便捷。那段日子，我们公交
车会因“道路封闭”而绕路行驶，每趟车程都要增加
至少 15分钟，越是如此，我越是加倍努力，为乘客们
服务，让大家满意。

2020年，疫情防控是我们公交人的首要任务。
公交全线恢复正常运营以后，我自掏腰包买一次性
防护口罩，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些乘车时忘戴口罩的
乘客能顺利乘车。为了那些拿我当亲人、当朋友的
大爷、大妈多年来的信任与关心。

这一年，我们为辽源人民“定制”服务
市公共汽车公司公营一车队驾驶员 赵敬刚

公交车驾驶员

2018年初，我受东丰县法院委派，来到大阳镇
保胜村担任第一书记，经过全村不懈努力，2019年
保胜村 21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整村退出贫困序
列。

如何持续提高贫困人口收入，让村民
从脱贫走向富裕，成为了我们2020年的工

作重点。
决战疫情，守护村民回家

路。2020年初，疫情袭来，为了
防止疫情扩散，驻村干部顶

着寒风暴雪在村头
（屯口）设

置临时防疫检查站劝返流动村民，挨家挨户登记返
乡人员、宣传防疫知识，每天回到住处已是深夜。

就近就业，巩固村民脱贫之路。2020年5月，保
胜村引入年产值超百万的梅河口米线加工厂，增加就
业岗位30余个。驻村工作队借此机会整合村内其他
5家企业形成小型工业圈，共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70
余个，人均年增收0.5万元。在市、县纪委的大力支持
下，保胜村又建立了蔬菜种植基地，种起了黏玉米、特
色辣椒、苦瓜等蔬菜，从种植、采摘到销售，驻村工作
队全程参与。2020年收入颇丰，为贫困户创造就业机
会的同时，也提高了村党组织发展特色产业的本领。

谋划产业，打通村民致富的路。2020年，在市、
县纪委的大力支持下，保胜村着力提升产业带富能

力。先是争取资金 30万元在村部建立了一座
800立方米的冷冻储藏库，促进贫困户增

收的同时增加村集体收入。接着联合村内大型养
殖场和养殖大户，谋划成立“保胜富民养殖专业合
作社”，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同时，不断争取资
金投入中草药、大榛子原有的扶贫产业项目，持续
提升贫困户分红收益。

夯实基建，点亮村民幸福的路。保胜村4组和5
组位于山坡之下，每次雨水过后，坡上泥沙顺势而
下，道路泥泞难行。2020年，保胜村争取资金 30万
元建设边沟1200米，彻底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

在保胜村的扶贫路上，我们携手村“两委”一直
谋划着、奔波着、忙碌着。一年来，保胜村基础设施
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扶贫产业项目带富作用明显
增强，惠民政策兜底保障落地生根，民间企业和社
会各界包保帮扶助力不断提升，大山里的“贫困村”
走出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
防控”成为了全年的重要工作，给我们
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但也是这样突如其来的考验，让我学
习到了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妈妈精
神”。

正月初七，中国人民银行辽源市
中心支行立即通知主要业务部门全部
回到工作岗位，投身保障金融服务工
作。会计财务部门和国库部门迅速启
动“春节防疫”应急预案，青年干部7×
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业务即来即
办，开通春节期间紧急拨款绿色通道，
畅通防疫资金汇划“高速路”。货币金
银部门加强对辖区银行网点现金消毒
管理，针对入库钱款全部入库封存，对
辖区投放原封新券保证疫情现金稳定
供应，保证辽源辖区现金流通安全。
征信管理部门加班加点，保障商业银
行疫情防控应急贷款发放和防疫企业
个性化服务。货币信贷与金融稳定部
门及早分析研判疫情对经济金融形势
的影响，出台一系列措施全力支持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精准对接抗疫保
供与复工复产的资金需求，提前为金
融市场如期开市作出安排，避免市场
过度波动，以确保疫情防控特殊时期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融市场
平稳运行。支付结算部门组织各清算
机构、商业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为
抗击疫情提供有力的支付清算支撑，
对疫情防控期间ACS运行进行特殊安
排，拓展线上服务种类，使老百姓足不
出户也能享受金融服务。作为基层央
行会计财务部门的一名普通员工，能
通过自己业务中的每一笔收入和支
出，为国家的经济运行贡献一份绵薄
之力，是我的荣耀。

我看着单位在疫情面前迎头而
上，肩负起了“妈妈”般的责任，也想起
了小时候面对困难和危险，我的妈妈
总是挡在前面，为全家人提供温暖的
保障。而今天在“央妈”的怀抱中，我
也成了一位妈妈，今年我的宝宝3岁，
他开始咿呀学语，开始懂得我的喜怒
哀乐，开始尝试着表达他的所有情绪
和感知，加班归来后，看着他发烧通红
的小脸嘟囔着“宝宝坚强”时，我知道
耳濡目染已经将这种“妈妈精神”进行
了传承，“央妈”、妈妈、我、“宝宝”都是

“妈妈精神”的践行者。
回首这一年，感谢家人和同事对

我工作的支持，感谢组织单位给我锻
炼的机会，感恩我遇见的一切。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也是令
人难忘的一年。这一年，虽然先后经
历了因疫情防控停业，因道路修复施
工封闭而生意惨淡，但这是无法抗拒
的自然因素和城市升级改造的必要
因素，作为个体商户，我们应该完全
理解支持，无条件配合，也是作为辽
源人应尽的义务。

2000年至今，我一直从事餐饮行
业，已有 21个年头。2014年，在辽源
与朋友合开了第一家火锅店，2017
年，因亏损严重倒闭。看着几年来，
一直在店里默默付出的员工，我重振
旗鼓，决心带他们再次创业。2018
年，经过调整方向，我加盟入股临江
门重庆火锅，经过多次的调试和改
良，终于配出了既保留重庆火锅的原
味道又适合东北人口感的火锅底料，
并分别在辽宁锦州和辽源开了两家
店。由于辽源店地处市中心繁华商
圈，加之食材鲜、服务好，所以，2018
年开业至 2019年底，一直客源稳定，

效益较好。
2020年春节前夕，我们备了很多

火锅底料食材，因为通常情况下，春节
期间，客源会持续增多，生意都会比平
时好。但2020年，随春节一起来的还
有新冠肺炎疫情，这让我们餐饮商户
欲哭无泪，始料不及。随着疫情的日
益严峻，我们也由生意惨淡变成关门
停业。恢复营业后，4月份开始，市内
多个路段开始进行道路修复施工。周
边的路段封闭施工，间接影响我们生
意，9月份开始，我们店门前的路段正
式封闭施工，我们的生意再次经历考
验。两个多月的道路封闭施工，虽然
生意大受影响，但是我们也坚持营业，
开门营业多少都有营业额，我的员工
就能有一份工资。给他们一份生活保
障是我的责任。

2020 年，我们的营业额虽然比
2019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但这一年，
我们懂得了感恩，学会了坚强，共战疫
情，共同见证我们城市的华丽蜕变。

我是土生土长的辽源“95后”女生。2017年以前，我没长时间离开过
辽源。2017年，我从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毕业后，在长春一所小学任语
文教师。2019年，我到北京就职于中华全国总工会。2020年，我多次参与
相关重要研讨会议，积极推进互联网“数字孪生”“时空格网”实践工作。
2020年底，为了离家和父母近一些，我毅然选择回到长春工作。回首一路
进步与成长，不辜负家乡的培养与成就。辽源，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是
我无法割舍的牵挂。

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2020年，我的心被你紧紧牵动着。防疫物
资够不够，生活物资是否充足？身在北京的我，几乎每天都要与身在辽
源的家人通电话、连视频。

同样，在这个充满未知与挑战的2020年，我收获了“十佳员工”
的称号，从“互联网+”的网格时代到企业项目落地走基层，每走一
步都把热爱洒进脚下的泥土，无论干旱与贫瘠，这不禁让我想起

你这一路的发展与成长，你在无形中激励着我，让我渐渐懂得
没有什么比心中的信念更加真切，没有什么比内心的力量更

加坚韧，这信念与力量源自他对跨越困难的坚信，激荡着
我，也激荡着每一个像我一样身在异乡的他。顺境时，

不骄不躁，气敛神收；逆境时，不气不馁，心怀坦
荡。无论俯首或仰视，永远不卑不亢，兀立自己

应有的位置，固守自己不屈的风骨。这就是
你，我的家乡辽源。

这一年，我们逆行而上勇担当
市中医院心病科副主任医师 孙博

援鄂医生

这一年，我们带村民摆脱贫困奔向小康
东丰县大阳镇保胜村第一书记 刘云山

第一书记

这一年，我格外惦念家乡
吉林省正大商贸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李梓钰

外地辽源人

这一年，我们感悟了“妈妈精神”
中国人民银行辽源市中心支行职员 崔迪

银行职员

这一年，我们与城市共成长
辽源顺记临江门重庆火锅负责人 刘雁冰

个体商户

我们这一年我们这一年
转瞬间转瞬间，，我们送走了我们送走了 20202020 年年，，迎来了迎来了

20212021年年。。回顾回顾20202020这非凡的一年这非凡的一年，，我们感我们感
慨万千慨万千。。这一年这一年，，我们战疫情我们战疫情、、渡难关渡难关，，舍舍
小家为大家小家为大家；；这一年这一年，，我们决胜脱贫攻坚我们决胜脱贫攻坚，，
走向小康之路走向小康之路；；这一年这一年，，我们为家乡我们为家乡““创城创城””
代言代言，，踏上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征途踏上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征途；；这一这一
年年，，我们不负韶华我们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崔迪崔迪

李梓钰李梓钰

刘云山刘云山（（左三左三））

刘雁冰刘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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