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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禹州市梁北镇梁北社
区的董英豪在其社交平台上分享的

“隔离日记”引发关注。
“刚来的时候，只有一张床，睡

不下，给工作人员反映后，很快就又
送来了一张。”

“ 前 两 天 有 点 上 火 ， 嘴 角 烂 了 ，
反映后，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送来
了一瓶红霉素软膏，还有其他下火的
药品。”

“早上有牛奶、晚上有酸奶，饭
菜送得很及时！”

……

1 月 14 日，记者电话连线采访董
英豪，董英豪讲述了在东城区某学院
隔离点生活的细节，不管缺啥少啥，
只要及时给工作人员说，很快就能送
到。目前，他和儿子生活稳定，已做
过四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 月 9 日，因为疫情，董英豪带
着他上小学的儿子，住进了某学院隔
离点学生宿舍。今年 29 岁的他，在
老家经营一家超市；儿子 8 岁，正在
读小学二年级。

被隔离后，董英豪开始每天发视
频记录自己的生活。从视频中可以

看到，宿舍两边的床和桌子已经用
塑 料 布 围 挡 起 来 。 宿 舍 中 间 的 过
道，摆着两张床，董英豪和儿子一
人 一 张 。 床 的 旁 边 放 着 一 个 行 李
箱，还有一把凳子。凳子则经常被
父子俩用来吃饭和写作业。“作业带
齐 了 ， 还 有 ‘ 天 天 练 ’ 等 教 辅 书
籍。”董英豪说。

董英豪发的视频后面经常会有一
些 该 学 院 学 生 留 言 ： 欢 迎 叔 叔 入
住，希望许昌早日战胜疫情，让小
孩 早 日 回 家 。 董 英 豪 在 视 频 中 回
应：“学生放假回家好多私人物品都

没带走，我和儿子保证不会动你们
的私人物品，包括卫生间和洗漱用
品，在我们离开之前会把房间打扫
得干干净净。”

随着疫情的发展，董英豪的母亲
和二女儿前往襄城县隔离、妻子和小
女儿在老家禹州隔离。

采 访 结 束 时 ， 董 英 豪 还 给 记 者
发来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说：“目
前 ， 我 们 在 隔 离 点 生 活 一 切 正 常 ，
愿禹州早日战胜疫情，我们早日回
家！许昌加油！禹州加油！梁北加
油！”

董英豪父子的战“疫”愿望
本报记者 王金伟

1 月 16 日 11 时 10 分许，顺利把
2821 份核酸检测样本交到镇卫生院
后，满脸疲色的许昌市司法局驻禹
州市花石镇白南村第一书记王世闯
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两天时间里，
白 南 村 又 完 成 了 两 轮 全 员 核 酸 检
测。

新年伊始，疫情突袭禹州。因
村党支部书记被封控隔离，身为驻
村第一书记的王世闯义不容辞地担
起了白南村的抗疫重任。

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
开展，王世闯“第一时间”组建了由 6
名村“两委”干部和 15 名村民组长组
成的临时指挥部，并动员村里 3 名优
秀党员和 37 名青年志愿者火速成立
管控巡逻队，对白南村出入道路进
行封堵，仅留一条道路作为应急通
道，设置疫情防控执勤点，安排村组
干部 24 小时轮班值守，实行人员、车
辆不进不出措施。

对返乡人员，王世闯组织人员
进行全面排查，需要集中隔离的全
部转运隔离，需要居家隔离的严格
实 行 村 医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包 村 干
部、工作区长、包片民警“五包一”制
度，并在其家门口张贴醒目标识。

白南村 15 个村民组共计 5000 余
人，除去外出务工人员，在家群众近
3000 人。对王世闯来说，要保证每
一次全员核酸检测采样都能安全稳

妥地进行，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针对采样人员多、村民居住分

散的特点，王世闯与村“两委”干部
研究后决定采取分段错峰采样的办
法，分 4 个时间段分别为 15 个村民
组的群众进行核酸检测，避免人群
聚集，减少群众排队等待时间。

“为保障采样工作快速有序进
行，我们把村里的防疫人员分为扫
码组、登记组、引导组和秩序组，提
前进行培训，使其熟悉工作流程，做
到所有环节不卡壳、不拖延。在采
样 现 场 ，我 们 设 置 了 等 候 区 、登 记
区、扫码区、采样区，通过喇叭循环
播放、在功能区张贴标识和采集流
程等方式，使群众了解采集流程，做
到快而不乱。在等候区，我们专门
画出 1.5 米线，确保群众在检测时保
持安全距离。”王世闯说。

对居家隔离人员和行动不便人
员，村里严格落实“敲门行动”，组织
医护人员上门采样，做到应采尽采，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截至 1 月 16 日，白南村完成 9 轮
核酸检测采样，累计检测近 27000 人
次。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很快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战！有党委和政府的
坚强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
参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
支持，我们必胜！”王世闯坚定地说。

第一书记抗疫记
本报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殷康焕 郑迎莹

“运动可以增强个体免疫力，我们
以后要坚持每天带领隔离人员跳广播
体操，直到防疫工作结束。”1 月 16 日
上午，襄城县中冠商务酒店集中隔离
点工作人员“隔空”带领隔离人员跳起
了广播体操……

1 月初，禹州市发生疫情，中冠商
务酒店作为集中隔离点被启用。随
即，襄城县委宣传部、县卫健委、县中
医院临“危”受命，承担该酒店集中隔
离点建设和隔离人员管控任务，分别
成立了集中隔离点管控专班和临时党

支部。
任务就是命令。中冠商务酒店管

控专班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迅速行
动，入驻第一天，用 1 张办公桌、6 把椅
子组成了临时办公地，冒着严寒连夜
奋战，对如何完善集中隔离点各项基
础设施、如何保障集中隔离人员的生
活起居、如何确保转运环节的安全、如
何切实把好人员进出关口、如何做好
隔离人员心理疏导工作等进行系统安
排。

按照“三区两通道”“一间一卫”标

准，中冠商务酒店集中隔离点很快配
齐了床铺、桌椅、手消、84 消毒泡腾片
等必需品，排查完善给排水、电力、通
信、污水处理等设施，确保隔离点供
水、供电、排水、废弃物处理、通信、消
防等环节安全有序。

“为了及时高效服务，我们的工作
人员 24 小时值守，现在这里共隔离人
员 83 名，年龄最大的 67 岁、最小的仅 2
岁，整体生活平稳。”襄城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云帆说。他 24 小时在岗，
变身成“店小二”，成了隔离酒店里的

一名“超级服务员”。
张云帆还说，为使隔离人员住得

更加舒心、暖心、安心，中冠商务酒店
集中隔离点格外注重人文关怀——通
过给集中隔离人员发放零食，播放舒
缓音乐，在微信群上传太极拳、八段锦
视频等方式，让隔离人员的生活更加
丰富；采用“精准服务”模式，将老人和
儿童进行重点标识，购买奶粉、玩具、
零食等发放给集中隔离的孩子，每层
设专人每日与隔离人员通话，不间断
进行心理疏导。

襄城县中医院作为托管医院，除
了为集中隔离人员和防控工作人员每
天配送 300 袋中药汤剂之外，还独创

“引火归元失眠贴”，及时发放给年龄
偏大的隔离人员，缓解其心理焦虑，提
高睡眠质量。

“疫”起守护 筑牢防线
本报记者 王金伟

1 月 16 日中午，支援禹州市抗疫的许昌市交警支队民警就地午餐。
签约摄影师 李麦囤 摄

禹州市突发疫情以来，禹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员志愿者“第一时
间”来到抗疫一线，协助郭连镇开展志愿服务。图为 1月 13日该中心志愿者
在核酸检测现场登记居民信息。 签约摄影师 世磊 摄

抗疫“战场”上，奋战在一线的
女医护人员所表现出的斗志与吃苦
耐劳精神令人敬佩，但她们所遇到
的生理期卫生健康等问题同样不可
回避。不仅是女性医护群体，在封
控区、隔离区生活的女性同胞也会
面临同样的问题。

近日，作为细心的“娘家人”，许
昌 市 妇 联 考 虑 到 女 同 志 的 特 殊 需
求，联合襄城县妇联积极协调河南
舒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给禹州抗
疫一线送去了一份贴心的关爱。

1 月 14 日，在许昌市妇联的统筹
指导下，襄城县妇联积极对接禹州
市妇联，针对疫情下急缺的生活物
资需求，积极联系位于襄城县的河
南舒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申请募
集定向援助禹州市的物资。

1 月 15 日，襄城县妇联工作人员
早早地来到河南舒莱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因疫情缘故，厂里的工人比
较少，为了让这批物资快速送到禹

州市的女性同胞们手中，襄城县妇
联的工作人员与舒莱公司的工人们
一起搬运物资，清点装车。

据统计，本次河南舒莱卫生用
品有限公司共捐助卫生用品 300 箱
10800 包，折合人民币 10 万元。15 日
下 午 ，该 物 资 已 全 部 运 抵 禹 州 市 。
据了解，这批卫生用品将提供给处
于 封 控 区 的 禹 州 几 所 高 中 的 女 教
师、女学生。除了这批卫生用品外，
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价值 10
万元的卫生用品也于 16 日下午送达
禹州市妇联，许昌市一些女企业家
还向禹州市妇联捐赠了多批卫生用
品。这些卫生用品都及时发放给了
封控区、隔离区的女同胞们。

寒冬虽冷，爱心暖人！对于抗
疫一线的女性同胞来说，来自社会
各界的关爱一直在线。寒冬阻挡不
了春天的脚步，夜遮蔽不住黎明的
曙光。众志成城，我们必将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份来自襄城的
“特殊”援助

本报记者 毛迎

1 月 16 日，医护人
员上门为禹州返许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

当天，魏都区组织
辖区医护人员和社区志
愿 者 奔 赴 各 个 居 民 小
区，对禹州返许的重点
人 群 进 行 核 酸 检 测 采
样。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我已经到达禹州了，防控期间你
就 记 着 不 要 外 出 ，照 顾 好 自 己 和 孩
子。”这是长葛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
司可，倒下前发给妻子的最后一条微
信。

1 月 13 日 12 时左右，禹州市第九
轮全员核酸检测当天，已连续奋战 6
天 5 夜的司可，在为车辆进行消杀时，
突感身体不适晕倒在地。此时，在禹
州抗疫一线消杀车的工位上，还摆放
着他未来得及整理的消毒记录表。

新年伊始，禹州市暴发了新的疫
情。

从战斗打响的那一刻开始，万籁
俱寂的城市，每一盏灯火背后，都有了
一个“燃灯之人”的坚守。今年 40 岁
的司可，正是其中一员。

1 月 8 日 17 时，正在长葛一集中隔
离点执行消杀任务的司可，接到了出
征的电话。

“许昌市委号召支援禹州，条件可
能会比较艰苦，你愿不愿意去？”

“我是共产党员，也是退役军人，
关键时候就要豁得出。让我去，我现
在向组织主动请战。”司可的语气，自
信而坚定。

是时，司可因执行集中隔离点消
杀任务，已经快半个月没有回过家。

“能够前往禹州抗疫一线进行战
斗，虽然很辛苦，但是他很自豪。”1 月
15 日，司可的妻子杜永宝回忆说，自全
市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他再也没正
常休息过一天，劝他歇歇的时候，他总
是表示：“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包括志
愿者、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等所有人，
都拼尽了全力。”

面对疫情“豁得出”，没有慷慨悲
歌的豪言壮语，只有逆流而上的无畏
选择。“平时工作中，司可从不论分内
分外，事事冲在最前头，急事难事带头
担 ，同 事 们 也 都 习 惯 叫 他‘ 拼 命 三
郎’。”长葛市疾控中心主任徐学军介
绍，“可以说，对于司可的这个回答，我
们一点儿都不会意外。”

冬日的禹州，无情的北风呼呼刮
过。

1 月 8 日 21 时 20 分，司可随长葛
市第二批援禹医疗队，赶至禹州市疫
情重灾区夏都街道。

马不停蹄“第一时间”对回营车辆
进行消杀，主动当志愿者到队伍保障
点帮助分发物资，提醒队友注意安全、
宣传防控知识……1 月 8 日至 11 日，整
整四天三夜，吃、住都在车上的司可每
天连续工作超过 14 个小时，时间记录
下他与病毒赛跑、与疫情较量的日日

夜夜。
在 连 续 完 成 四 轮 核 酸 检 测 任 务

后，1 月 11 日晚，长葛市第三批援禹医
疗队返回休整。

习惯了总为他人着想的司可，并没
有真正地停歇下来，而是主动给自己加
了“任务”。1月 12日，在接到再次驰援
禹州的动员令后，司可又一次主动报
名。考虑到天气寒冷，他牺牲休息时
间，连夜在手机微信群内为医疗队队员
募捐暖宝宝。在他的动员下，12 个小
时内，他就为医疗队募捐到 8000 余个
暖宝宝，而他自己却一夜未睡。

1 月 13 日中午，司可在禹州市夏
都学校照例对车辆进行消杀时，穿着
防护服、背着 30 公斤喷雾器的他脚步
突然踉跄。根据多年的从医经验，身
旁的队友魏东泓觉察出异常，立即找
来医生救援。虽然此时左胳膊和左腿
已经失去知觉，但是司可还是对队友
说：“我没事，歇一会儿还能接着干。”

不幸的是，这一次，司可食言了。
因突发脑出血，司可“第一时间”被送
至禹州市人民医院紧急救治。

“热心肠”，是认识司可的人对他
的一致评价。在长葛当地，司可还有
着另一个身份——长葛市蓝天救援队
队长。

2015 年以来，司可曾先后率队参
与鲁山挂鼓楼山地失联人员搜救、嵩
山“驴友”失联人员搜救、白沙水库沉
船打捞、长葛抗洪救灾等行动，做过的
好事不胜枚举。2021 年 2 月，司可获
得“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
愿服务先进个人”称号；同年 10 月，长
葛市蓝天救援队被评为“河南省防汛
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忙，是杜永宝对丈夫的印象：发的
微信总不回，电话打过来说几句就挂，
说“现在正忙”。

因为疫情防控，妻子杜永宝无法
来到禹州进行照护。两岁多的儿子吵
着要爸爸，她只能把眼泪流在心里。

“想他的时候，我就掏出手机，看看我
们微信上的对话。”杜永宝说，“他经常
说，疫情面前，总得有人顶着，舍小家
为大家的人太多太多……”

1 月 15 日，从医院传来好消息：在
经过两次长达 15 个小时之久的开颅
手术后，司可意识由昏迷状态转为模
糊状态，虽然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但病
情明显好转。

在这个漫长的冬天里，春天是我
们唯一的信念。在这场用生命守护生
命的战“疫”中，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抱
春天，有的人化成了春天。与他一同
出征的尹新凯表示：“疫情仍然严峻，
振奋精神，早日战胜疫情就是对司可
最好的祝福。”

我们也期待，英雄早日康复！

逆行勇士
——记援禹抗疫的长葛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司可

本报记者 黄延伟 许廷合 谭宜姝

“我是共产党员，也是退役
军人，关键时刻就要豁得出”

“我没事，歇一会儿还能接
着干”

“疫情面前，舍小家为大家
的人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