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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强妞

“乡村天地广阔，机遇多，是锤
炼 党 性 、追 求 梦 想 、体 现 价 值 的 舞
台。”近日，许昌市委党校驻襄城县
汾陈镇宋堂村第一书记崔战伟说。

2017 年 11 月，市委党校教务科
科长、副教授崔战伟被选派至宋堂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通过走访调
研，他与村“两委”研究讨论，制订了
3 年“三步走”发展计划，即第一年打
基础，抓党建凝聚人心；第二年上台
阶，抓集体经济促致富；第三年见成
效，建家庭农场奔小康。

为实现这一目标，崔战伟带领
大家制订了《宋堂村基层组织建设
实施方案》《宋堂村“一编三定”工作
实施方案》，实行“两委”干部坐班制
度和周一例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的实施，提升了村“两委”干部和党
员为群众办事的能力。

崔 战 伟 说 ，该 村 偏 僻 ，一 没 产
业，二没资源，他们只能从零开始，
在土地上做文章——“土里刨金”。

要想“刨金”，就要先“种金”。听
说 养 殖 豆 丹 赚 钱 ，崔 战 伟 和 村“ 两
委”干部先后到江苏连云港、漯河舞

阳等地考察豆丹养殖项目。回来后，
大家一致认为，该项目周期短、效益
好、市场大，适合在村里开展。

“种金”得有“金豆子”，启动资
金从哪里来？在崔战伟的带动下，热
衷家乡发展的群众纷纷入股。

去年年初，宋堂村 13 座耗资 40
多 万 元 的 豆 丹 养 殖 大 棚 搭 建 了 起
来，还注册了宋堂村豆丹养殖有限
公司。经过大家的精心付出，寄托全
村希望的豆丹养殖取得了成功。结
合镇党委关于发展烟叶特色种植的
决策，该村去年承包烟方 40 亩，烟叶
收获颇丰。仅靠这两个项目，该村集
体收入就达 20万元。

宋堂村的人心齐了、劲儿足了，
土 地 流 转 水 到 渠 成 。如 今 ，该 村 的
1480 亩耕地，有 1200 亩大块耕地分
成烟方、小麦方、红薯方，各 400 亩。
每 3 年，耕地可以轮作一遍，既改善
了土地质量，又提高了粮食产量。

谈起下一步的打算，崔战伟表
示，他们将借助乡村振兴的机遇，利
用现有的产业基础和优势，让乡亲
们都过上好日子。

崔战伟：巧借优势兴产业
本报记者朱庆安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6 月 29 日，禹州市中心医院副院
长张青松对记者说。

1 月 25 日，禹州市中心医院党委
发出到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倡议书后，
马上收到全院医护人员递交的 112
封请战书。曾参加过 2003 年“非典”
的省劳动模范、年近六旬的张青松再
次请战。

“我有防控‘非典’的经验，我不
上谁上！”张青松表示，就这样，他再
次整装，带队出征。

在他的带领下，参加过“非典”一
线战斗的 10 余名党员昼夜奋战，仅
用 4 天时间，一个分区明晰、设置规
范、装备和物资配备齐全的防疫留观
站建设完成。

作为留观站站长，张青松挑选了
60 名业务过硬的医护人员，分 3 批来
到留观站工作。

在建站后的一个月内，张青松吃
住都在留观站，带领医护人员日夜坚
守，时刻想着把工作做到最好。

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不仅

时刻关注新冠肺炎最新救治方案，还
每天对临床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安全
防护知识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
力；同时，定期对留观站消杀，力保各
个环节不出差池。

留观人员进站，张青松一个一个
安排、一点一点跟进，每名留观人员、
每个入驻环节、每项前期准备，他都
靠前指挥，面面俱到。

在张青松的带领下，医护人员对
工作一丝不苟，时常对留观人员进行
心理疏导，消除其恐惧心理。有一名
香港返禹人员，情绪激动，极不配合
工作。经过医护人员连续 3 天的思
想工作，她终于解开了心结。

张青松说：“每个人的情况我必
须详细了解，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
数。”“只要张站长在，我们心里就踏
实，工作起来就有信心。”大家都这样
说。

张青松就是这样，时刻牢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以守护人
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己任，疫情
面前挺身而出，默默坚守。

张青松：战“疫”路上当先锋
本报记者朱庆安

“ 我 是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责 任 重
大 。在 疫 情 最 吃 紧 的 时 刻 ，再 苦 再
累，我也得挺住，保护好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日，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党
支部书记闫东锋如是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闫东锋把微
信群充分利用起来，每天将疫情信
息和相关政策发到群里，以最快速
度传递到每家每户。对收不到信息
的老年人，他们上门送资料，既减少
了工作量，又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
速度和居民知晓率。

“上门宣传、路口值守、入户排
查、上报信息……村里防控，工作面
广、量大。”闫东锋说，直接和群众打
交道，每个细节都不能疏忽。

闫东锋积极组织村组干部、党
员、群众等投身一线，在村头、进出
口都设立了关卡和劝返点，对进出
人员开展体温检测、帮扶救助等工
作，有效防止疫情扩散。

当时，有村民需要办理丧事，他
得知情况后，多次与事主沟通，最终

按照“三不”要求从快从简办理。
在闫东锋的带动下，全村人有

力出力、有钱出钱，先后捐款 12000
多元。党员在面对疫情时更是拧成
了一股绳，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
空前高涨。不少党员纷纷表示，作为
党员，不仅要冲在抗疫第一线，还要
传递社会正能量，这样才能凝聚起
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激励广大群
众抗疫的工作热情和必胜信心。

在防控排查期间，凡是从武汉
或周边返乡人员，无论白天还是晚
上，闫东锋都会去详细了解有关情
况，建立台账，认真做好隔离工作。

经排查，该村共排查出武汉返
乡人员 5 人，许昌以外返乡人员 64
人。该村“第一时间”对其进行居家
隔离，并通过“五包一”“三个一”“一
对一”等措施，让他们生活有保障，
形成了群众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群
防群控的良好局面。

如今，闫东锋依然带领该村党
员迎难而上，真正把自己这份爱、这
份情播撒在农村这片沃土上。

闫东锋：织密疫情“防控网”
本报记者朱庆安

“史书记，你已经连续半个月没
有回过家了。今天晚上，我们值班，
你就放心回家吧！”“我们是党员，关
键时候应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保护
好大家！”这是疫情防控期间长葛市
佛耳湖镇岗李村一名工作人员跟村
党支部书记史强妞的一段对话。

疫情发生后，她巾帼不让须眉，
“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干部，全身
心投入到工作中，带头开展宣传、巡
逻、排查、卡点值守、消杀、居家隔离
人员监测等工作，站在了全村疫情防
控的最前沿。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史强妞常对
其他村干部说：“在‘非典’时期，我送
病人去医院，经历的事多了。你们都
还年轻，我得保护好你们，啥时候我
都得打头阵。”

史 强 妞 既 当 宣 传 员 ，又 当 广 播
员，不间断地给群众科普健康防范知
识，将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外出必须持村里证明，主动做
好登记、体温检测，现在是非常时期，
全村只留下这一个出入口，任何人不

能破坏规矩。”史强妞在出入口值班
时对村民说，疫情防控卡点 24 小时
有人值班，实施全天候值守，出入车
辆和人员要严格登记、检测体温、车
辆消杀，一个环节也不能少。

在她的带领下，党员干部和志愿
者在做好家庭卫生的同时，主动到分
包的街头巷尾进行大扫除，对积存垃
圾彻底“清零”，为疫情防控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作为河南省长兴蜂业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史强妞心系疫情，助力长
葛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她先后
向 S225 线环卫工人和长葛市交警大
队捐赠价值 2 万元的蜂产品，向佛耳
湖镇政府捐赠现金 1 万元、消毒酒精
50 升、医用防护口罩 200 只，向本村
疫情防控卡点捐赠 5000 元。

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
用不同方式，抒发着他们的心意，彰
显出村干部和村民间携手克服困难
的浓浓情谊。

史强妞表示：“作为一名党员，我
们应该在关键时刻冲在最前面。”

史强妞：逆“疫”而行的“巾帼书记”
本报记者朱庆安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志愿
者，虽然我力量有限，但是在这场战
斗中，我要发挥一名党员志愿者的先
锋作用，积极投身到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6 月 29 日，回忆起抗击疫情
的那段日子，襄城县关爱老人志愿者
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宋红昌说。

2015 年，宋红昌牵头成立了襄城
县关爱老人志愿者协会，并建立了爱
心超市，主要开展以关爱老人为主题
的爱心早餐、基层义诊、法律援助等
志愿服务活动。目前，该协会开展活
动 300 余次，发放物资价值 160 万元，
受益群众 11万人次。

疫情无情人有情。面对严峻的
疫情形势，在宋红昌的带领下，该协
会 的 志 愿 者 也 扛 起 责 任 ，共 同 战

“疫”。1 月 26 日，该协会助力疫情防
控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成立了疫情防
控 先 锋 队 ，在 该 县 开 展 防 疫 知 识 宣
传。2 月 2 日，该协会又联合爱心商家
慰问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切实将志愿
服务这面鲜红的旗帜插在了疫情防

控的每一个角落，成为襄城县疫情防
控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奔走于颍汝河畔、穿梭在田间地
头、驱驰于首山脚下、往返于烟城南
北……志愿者深入该县 16 个乡（镇）
400 多个村庄，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为 139 个卡点及医院的一线工作
人员送去生活必需品和防护用品。

参与社区人员排查，及时向群众
宣 传 居 家 观 察 、卫 生 防 疫 等 科 学 知
识，认真参与巡逻防控、消毒清洁等
工作，协助做好孤寡老人、贫困青少
年等群体的服务保障工作……这些
工作不一、年龄不一、经历不一的志
愿者，在疫情面前，都有一个共同的
心 愿 ：共 克 时 艰 ，为 战“ 疫 ”出 一 份
力。据统计，该协会的 30 多名志愿者
及部分爱心企业，捐赠各类生活必需
品 3.5万余件，价值 55余万元。

“今后，我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
将社会上的爱心力量凝聚起来，为建
设文明和谐家园贡献力量。”宋红昌
坚定地说。

宋红昌：鲜亮“志愿红”抗疫勇冲锋
本报记者付家宝

提起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
一社区党委书记马静，在社区居民眼
里，她是一个知冷知热的好书记。在
抗击疫情的战场上，马静带领社区工
作人员积极响应，在防疫一线奔走、
宣传、摸排、随访，为群众筑起了一堵
抗击疫情的“防护墙”。

七一社区位于市中心，辖区人口
流动性大、外来人口数量多。在疫情
防控期间，马静带领社区工作人员进
小区、查商户，全力以赴把好社区健
康关、隐患排查关。在总结摸索的基
础上，马静自创“五步工作法”，即：一
问（问来处）、二测（测体温）、三记（记
轨 迹）、四 劝（劝 居 家）、五 禁（禁 出
入），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2 月 7 日，七一社区辖区某小区
居民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确诊病
例所在的小区共有两栋楼、128 户居
民。为解决居民的日常生活问题，当
晚，马静一边通过微信群搜集居民需
求，一边安抚居民不要恐慌。

桶装水、蔬菜……为了不让居民
的生活受到影响，第二天上午，马静
便联系超市为居民配送。超市的配送
车辆只能送到小区门口，马静便和社
区工作人员一家家整理好。对于一些
行动不便的老人，马静就直接将生活
物品送到家中。

累了在桌子上趴会儿、困了椅子
拼起来躺会儿、饿了吃碗泡面……马
静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将疫情防控工
作有效、有序开展，辖区群众健康安
全得到有力保障。“我们小区出现了
确诊病例，大家都避而远之，但马书
记不怕艰险困难，日夜打扫卫生、消
毒……我们全体居民打心眼儿里感
谢马书记、敬佩马书记。”6 月 29 日，
提起马静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辛苦付
出，居民田彩云称赞道。

“疫情就是命令，再危险我们都
得上。我们是社区居民的‘主心骨’，
居民的认可是我们脚步永不停歇的
动力。”坚定有力的声音，彰显着马静
共产党员的本色。

马静：抗疫战场上的“铁娘子”
本报记者付家宝

“援鄂抗疫，必将成为我一生中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武汉一线支援，
没有人知道要去多久，也没有人知道
可能出现的后果。但只要国家需要，
我们便义无反顾。共产党员就是抗
疫先锋，能在危难之时为国家尽微薄
之 力 ，我 由 衷 地 感 到 骄 傲 ！”6 月 29
日，提起远赴武汉抗击疫情的那段经
历，鄢陵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
医师许广见深有感触地说。

“‘非典’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
后来知道很多医护人员付出了巨大
牺牲。现在，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
名党员，我很清楚身上的责任。”疫情
发生后，许广见主动请缨到一线工
作。2 月 15 日，作为河南省第八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他奔赴武汉抗
疫一线。

“‘进舱’前，多少有一些紧张，不
过，我们队员之间互相鼓励、打气加
油。‘进舱’后一忙起来，紧张、担心都
忘了，只想好好救治患者。”许广见回
忆说，按照安排，医生每轮一个班要

工作 6 个小时，其间不能吃喝，也不
能去洗手间。加上上班前的准备工
作和工作结束后进行消毒，大约需要
10 个小时。工作时，医生要全副武
装，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
等。长时间穿防护服，面部被口罩和
护目镜压得溃烂，贴身的衣物时常被
汗水浸透。一个班下来，大家都筋疲
力尽。但为了患者的健康，许广见从
不喊苦说累，勇往直前，用自己的行
动来践行初心和使命。

从医 10 多年来，许广见始终急
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履行医
护人员的神圣职责，受到患者的一致
好评。他还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高
专业水平和技能，在心衰、休克、农药
中毒、脑出血、重型颅脑损伤等危重
症救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患
者解除病痛。

“我将继续弘扬新时代伟大抗疫
精神，立足本职工作，不畏生死、不辱
使命，更加努力地为患者服务，为人
民服务。”许广见说。

许广见：“共产党员就是抗疫先锋”
本报记者 付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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