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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何玲玲、
李亚彪）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一个
检验初心使命的考场。

面对突如其来、态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
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
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
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春运返程高峰来临，疫情防控处于关键
时期，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
部署和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攻克一个个难关，最大限度减少疫情传播。
从长江两岸到白山黑水，从中原大地到东海
之滨，一个个钢铁战士，筑起一道道铜墙铁
壁……

“我是党员，我先上！”

“我是党员，我先上！”
嘉兴市区，大批机关党员主动前往所居

住的社区报到，认领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岗位。
在屠甸镇荣星村，党员王炳江率先报名。

现在他已在荣星村现代大道交通排查点轮
值，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收到嘉兴招募防控疫情志愿者通知，
1300 余名市级机关党员报名参战，来到 11
个高速公路收费站防控卡点，配合交警、医务
工作者，开展人员排查、体温检测、医疗防护
用品发放等工作。

疫情当前，责任如山，共产党员挺身
而出。

吉林长春，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
社区。

“我们人手不足，需要志愿者加入。”阳光
透过窗花，映照着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疲惫
而坚毅的面孔。横在面上的口罩，掩盖不住她
略显沙哑的嗓子。

“算我一个”“我能上”“我来”……话音刚
落，几个社区老党员呼地举起了手。看到此情
此景，吴亚琴湿了眼眶。

长山花园社区是一个没有封闭条件的老
旧小区，这里出口多、人员杂。面对疫情，封闭
小区、集中出入、定点测温等工作迫在眉睫，人
员捉襟见肘，带着三位党员和一位入党积极分
子吃住在社区办公室多日的吴亚琴盘算着，召
集居民代表开议事会，商量下一步举措。

“封闭东门，集中进出”“出门戴口罩”“外
人进小区要测温登记”一个多小时下来，一条
条规定顺利出台。“党委领着大伙防疫，我们全
力赞成，全力支持！”居民程文孝说，周围随声
附和。就这样，一支“战疫”先锋队快速组建。

这场与疫情争夺时间的“接力赛”，在全
国各地不断上演。

1 月 31日，正忙着消杀防疫的辽宁省营
口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吴云峰，收到一摞

长短不一的白纸，逐一翻开，“请战书”三字赫
然在目。

“我是吴尚儒，有 1 1 年志愿服务经
历……抗击疫情期间，随时听候党委政府安
排和调动……”

“我是甄晓洁，有 10 年志愿服务经历，志
愿服从安排，奋战到底……”

“我是左彬……”
两天内，仅盖州所辖的村镇中，立誓“请

战”的人数就已超过 300人。在双台镇复兴村
等十几个村镇，以党员为主的志愿者自愿签
下疫情防控“请战书”，按下鲜红指印。

当好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门神”

白大褂、体温计、口罩、摩托车……这是
湖南澧县如东镇永镇村 62 岁的村医凡训贵
每天的标配。

疫情发生后，凡训贵每天骑行几十公里，
走遍全村 50 余户，为大伙测量体温，排查疑
似病人。

澧县与湖北相邻，是防疫重点区域。春节
期间，永镇村有人同确诊病人接触过，村民们
有些担心。老凡却依然上门给他们测体温，拉
家常纾解压力。“从医这么多年，这个时候怎
么能往后退？往前冲，没有条件可讲。”有着
40 年党龄的凡训贵曾在村里当过赤脚医生，
虽然过了退休年龄，依然在为村里乡亲的安

全值班站岗。
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无数像凡训贵一

样的基层党员干部站上生命守护岗。
在宁波市北仑区郭巨街道峰南社区，党委

书记林海云发动社区党员和义工印制各类防疫
宣传单，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为了能引起大家
重视，社工们都扯起嗓子拼命喊。”林海云说。

峰南社区辖区内的门浦安置房集中居住
着平均年龄近 70 岁的 1560 名老年人。为更
好地让他们了解防疫知识，林海云录制了一
段通俗易懂的方言宣传音频，音箱装在车顶，
用“大篷车”的方式，绕着老年群体聚居区一
圈又一圈地开。

不少人看到后悄悄议论：关键时刻，还得
靠林海云“挺‘声’而出”。“林书记就是社区的

‘门神’！”村民梅和平说。
在河南省辉县大占城村，村党支部书记

李德平的喊话火了。听到这段“硬核”喊话，不
少人表示“话糙理不糙”“简直想把这个村支
书偷走”……

看到防疫工作布置下去后，还有的村民
外出串门，小孩子在马路边玩闹，李德平一下
子急了：“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我
就在全村又开了一次广播会。我是村里的党
支部书记，大家信任我，把我选到这个位置
上，我得对大家的健康负责啊！”

为了盯守，李德平在自己的车里卧了

一宿。
群众心中都有一杆秤。李德平一次次苦口

婆心喊话后，等再到村中巡查时，发现没有人再
随意走动了。

就这样，基层党员干部用一副副钢躯铁嗓，
为千家万户的平安拉起了一道又一道结实、靠
谱的防控“铁网”。

在“战疫”一线锤炼忠诚

不让疫情防控有任何死角，需要一支最忠
诚的力量。

福建省福清市城头镇吉钓村，是位于东海
上的一个小岛。

每天日出到日落，村卫生所医生王锦萍都
要在码头守候，为从岛外归来的村民测量体温，
丝毫不敢懈怠。有一位村民从太原乘飞机回来
经停武汉，王锦萍听说后，立刻让他居家隔离，
每天通过视频远程监测，监督对方量体温，提供
相关防护隔离建议。

科普宣传、基本诊疗、健康监测……福清市卫
健局副局长何飞说，全市 524家村卫生室的 729
名乡村医生的身影和脚步遍及海岛码头。

正月的东北，寒风依旧凛冽，大地被冻得像
铁一样硬。

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莲花一村，为了把
防控工作落实到这个地处偏远的小村庄，60 岁
的共产党员、村医王春茹每天凌晨五点半起床，
穿好带有钢板的“护腰”，柱起双拐，准备好消毒
水、口罩，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气温中，开启一天
的消毒防疫工作。

王春茹多年前曾患肿瘤，前年又意外腰椎
骨折，卧床半年，至今外出行医仍拄着双拐。村
里人称她为“硬核奶奶”。“谁外出，谁不戴口罩，
她就和谁瞪眼”，“她不怕麻烦，一遍不行就两
遍，一人不行劝全家”。村民们说。

在“硬”的同时，王春茹也有暖的一面。她始
终惦挂着隔离在家的人，每天坚持用电话同他
们聊天，3 天送一次生活用品：“隔离不隔心，他
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我也得考虑到。”
重庆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也有这样一批社区

党员干部。“食品水果够不够？有需要随时说，我们
帮你采购。”每天，社区工作人员徐弋婷都会定时
与在辖区内酒店自行隔离的客人视频通话，在加
强询问沟通的同时，也全力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天宫殿街道辖区有重庆火车北站等重点交
通枢纽，93 个居住小区、218家酒店、390家民
宿和小旅馆，让这里的疫情防控责任很重。“我
们每天有七八百人下沉在一线，既排查防控，也
帮助解决民生困难。”街道党工委书记杨虹说。

在灾害中经受考验，在危难中众志成城。防
疫“铁军”们牢记着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不取得
完胜，他们绝不收兵！

（参与记者：陈梦阳、董宝森、张逸之、
袁汝婷、顾小立、段续、翟濯、李松）

基层防疫：“硬核”手段铸就防疫“铁军”

医护人员：到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去战斗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记者惠小勇、徐

扬、董小红)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人是
看不见的疫魔。

这是一支挺身而出的队伍，病房就是他们
的战场。

2 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广大
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号
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展现了对
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

以集结号为令，一批批医护人员从全国各
地赶赴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源源不断持续增援，
在荆楚大地为患者点亮一盏盏希望的灯，谱写
着一曲以生命赴使命的壮丽战歌。

出征

“我和其他护士不一样，我是汶川的呀！我
必须去！”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护士佘沙在请战
书中这样写道。

一封封请战书，就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24 岁的佘沙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幸存

者。那时，她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但亲身
感受到什么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面对湖北暴发的疫情，她毫不犹豫三次请
战，2 月 2日终于如愿，加入四川第三批援鄂医
疗队前往武汉战“疫”。

“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现在是报恩的时候
了！”佘沙说。

佘沙是成千上万“逆行者”中的普通一员。
前方疫情很重，感染风险很大，但身上肩负着全
国人民的期盼，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他们义
无反顾笃定前行。

大年初一，湖南株洲市二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医师姜飞军，与株洲市另外 74 名医务人员一
起紧急驰援黄冈。

同事们发现，姜飞军左脚走起路来有些跛。
原来，他左脚骨折还没有好，担心报名通不过，
就一狠心把脚上的石膏拆了。

对 44 岁的姜飞军来说，“抗疫”并不陌生。
2003 年，“非典”汹涌而至，他就主动申请，如同
“钉子”一样在病房里坚守了三个月。

一颗颗滚烫的心，就是战场上一颗颗明亮
的星。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华夏大地的时候，我
自愿申请来到疫区，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全部力
量。我将竭尽所能，把所学回报给人民，打赢这
场战役！”

这是 30 岁的郭洪亮 1 月 27日在武汉写下
的入党申请书。

郭洪亮是辽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名护
士，也是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

“这是我们的责任。”郭洪亮谈起初衷很
平淡，“我在重症监护室干了 8 年，有经验；我
年轻，没结婚，负担小，我应该去。”

在最艰苦的地方、最前线的地方、最困难
的地方、最容易受感染的地方进行战斗——
钟南山院士的一番评价，令人动容。他们不愧
是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战斗

1 月 30日，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
“深夜 12点开始值班，提前一小时到岗，

消毒、穿戴防护服。一直挺着没上厕所、没喝
水，等到想看时间，竟已经过去了 7 个多小
时……”

“刚收的患者病情很重，呼吸衰竭合并了
严重的休克，血压血氧都很差；我给他做肺复
张，进行持续补液抗休克治疗，还给呼吸机换
了两大罐氧气，终于在下班前患者排出尿了，
好了一些……”

寥寥数语，却是生死时速。这是辽宁省人
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侯思远讲述的一
个值班片段。每一分、每一秒，医护人员在人
们看不见的战场上，与病魔搏斗，拼尽全力抢
回同胞的生命。

1 月 31日，武汉市武钢二医院的“红区”
病房。

天津市肿瘤医院重症监护科护士张涛，
负责责任区内 10 名感染患者。凌晨 3时 10
分，张涛发现 35 床患者氧气压力接近低限，
立即更换氧气罐，确保氧气供应充足。

“虽然我动作很轻，但患者还是醒了，看
着我穿着笨拙的防护服换着氧气罐，轻声说

‘谢谢！我感觉好些啦！’”张涛说，“这一刻，我
高兴极了，忙累全都忘了。”

有战争就会有伤亡，有牺牲。
在与疫病的早期交锋中，14 名医务人员

以自身的感染佐证了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
的判断；在与疫情的阻击战中，南京市中医院
副院长徐辉猝然病逝，湖南衡山县 28 岁药师
宋英杰因过度劳累再也没有醒来，李文亮医
生去世前还想着回到战斗岗位……

用生命赴使命，用生命守护生命——在
这场特殊的战“疫”中，白衣天使们用生命诠
释了何为“医者仁心”。

希望

一个眼神也有力量，一句话也能燃起
希望。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郭洪亮在这里
已经工作 10 多天了。他忘不了上岗第一天的
那个眼神。

第一天主要是熟悉工作流程和工作环
境，掌握用药以及各类仪器的使用，了解病区
病人状态。一天下来，郭洪亮说：“患者听出我

们的口音不是当地人，我跟他们说是辽宁来
的医疗队。”

“隔着护目镜，我也能感受到患者眼神的
变化。”郭洪亮说，那是希望的眼神。

在天津医疗队支援的武钢二医院，一位
重症患者醒过来后，听到医护人员的北方口
音，激动得涌出泪水。“国家派医疗队来武汉
了，有希望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医疗队带来的既是
人手，更是信心。
鲜花、果篮、掌声…… 2月 6日，黄冈“小汤

山”又有 4名患者治愈出院。在山东医疗队微信
群里，一张张与病愈患者的合影，一个个大大的
点赞，让一位位白衣天使们开心地笑起来。

“这一刻，所有的艰辛，都得到了抚慰！”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耿
志英，刚刚送走治愈出院的 4 名患者，在朋友
圈里写下这样的话。

2 月 4日晚，胜利油田中心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胡国鑫在日志中写道：“今天
是我在湖北黄冈的第 11 天，首例危重症病人
的脱机拔管，意味着病人病情好转，即将转入
普通病房治疗，作为一名重症医生的喜悦心
情，相信作为同行的你们都懂……”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比病人康复
更令人高兴了；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没有什么
比不断增长的治愈病例数更能给人希望了。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截至 2 月
10日 24时，全国已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996
例，10日当天就新增出院病例 716 例。

就在战“疫”的关键时刻，新一批医疗队
员正从四面八方增援湖北，辽宁一个省，24
小时就集结了 1000 名医护人员赶到湖北；
“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国内医疗
界最顶尖的四大医疗“军团”会师武汉；全国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
的救治工作……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相信在全
国驰援湖北、驰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共同努
力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拐点”会尽早到来。

这两天，朋友圈里一条短视频火了：在武
汉客厅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和患者们跳起
了“火红的萨日朗”。歌里唱着：草原最美的
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
香……

（参与记者：田晓航、王希、帅才、
仇逸、王炳坤、顾小立、闫祥岭、

张力元、廖君、肖思思）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集中医学观察点，党员志愿者（左二）将热心农场主免费供应的新
鲜蔬菜搬运至厨房（1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出 131 名队员奔赴武汉支援（2 月 7 日摄）。 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上接 1 版）在与病魔的反复较量中，英雄们的样
子深深铭刻在人们脑海里，书写着这座城市记忆中荡
气回肠的篇章。

人们记住了剪去一头长发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吴凤——一次性防护帽子难以
完全盖住头发，多一分暴露，则多一分感染的风险。她
风趣地说，这是人生中最美的发型。

人们记住了在自己防护服上写下“东方徐筠”“武
汉加油”八个大字的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护士徐
筠——她说：“在隔离病房，这些病人能看见的只有我
们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看不清我们的脸，但是防护服上
的大字能让他们感到满满的加油和鼓励！”

人们记住了一个个原本爱美的护士姐姐——长时
间在隔离病房工作，光洁的脸庞被口罩和防护面罩勒
得满是红肿的痕迹；纤细的手指，也因为多次消毒而变
得红肿粗糙。

……
英雄亦是血肉之躯的凡人。吴凤、徐筠……正是万

千名奋战在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当战斗的指令
发出、冲锋的号角吹响，便义无反顾、永不言退。

目前全国各地的 178 余支医疗驰援队、总计 2 万
多人驰援湖北。其中，4支解放军部队 1400 人入驻
火神山医院，38支医疗护理队 2332人入驻方舱医院，
其他驰援医务人员分别入驻各定点医院。

“想不想爸爸？”
“想，心里想”。
这是武汉市肺科医院 ICU主任胡明忙碌中抽空

和儿子视频通话的一幕。元旦以来，他带领 ICU 团队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忙得脚不沾地。9 岁的儿子，已
经一个多月没有见过爸爸。

这场疫情蔓延速度之快超出胡明和同事们预料，很多
情况都是第一次遇到。在为重症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时，常
常遇到一些患者体液、血液喷溅的情况。为减少传染可能，
胡明会让年轻的医护人员暂时出去，而自己选择留下。

“我没有路可以退。整个疫情没有结束，我们重症
监护室就不能退。”胡明视自己的团队为战役的“最后
一道关”：“如果我们都退了，那还能指望谁呢？重症监
护室永远是疾病的最后一道关，我们最后一道关守门
的都退了，那不跟球队没有守门员一样？”

武汉，是湖北的一道关；湖北，是全国的一道关。
滔滔长江水，滋养出英雄的城市，哺育出英雄的人

民。当千万双手紧握在一起，当亿万颗心紧靠在一起，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心中升腾起昂扬的斗志——打赢
武汉保卫战，打赢湖北保卫战，打赢中国保卫战！

英雄必胜：“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隔一座城，护一国人。
为了全国疫情防控大局，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

城市“封”了起来，承受着巨大压力，迸发出坚忍不拔、
攻坚克难的大无畏气概。

近千万的武汉人民顾大局、为大家，一个个平凡的
武汉人，把自己活出了英雄的模样。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什么困难，能压垮这座英雄的城
市；历史仍将证明，再肆虐的病毒也压不垮英雄的人民。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守望相助——
2月 5日晚，在刚刚启用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

医院”，众声嘈杂中，一位男患者专注地读着一本厚厚的
著作。淡定达观的心态背后，是对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连日来，在方舱医院，在隔离点，甚至在新冠肺炎
定点医院的隔离病房，人们看书、玩魔方、打太极拳，甚
至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

“坚持下去，才有希望。我一定要好好配合，放松心
态、合理锻炼，才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在一家方舱医院
和病友们一起跳广场舞的何女士说。

在武汉“封城”的这 20多天，留在城里的人们坚守岗
位、守望相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社区旁，志愿者心心相连。在江岸区汉口花园小
区，社区志愿者龚青每天帮助居民团购蔬菜，登记、对
接商家、分批发放。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行动不便，龚
青还联系物业工作人员将菜送到家门口；

医院里，医护人员倾尽全力。距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纪念馆不远的武昌区首义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心主任郑艳玲春节前两周就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所有
医护人员 24小时连轴转，预检分诊、排查发热病人、上
门随访密切接触者；

街角处，亲人们默默守望。深夜时分，中铁第四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汪莹鹤总是
开车跟在妻子后面，用温暖的车灯为她默默护航。他的
妻子在武昌医院防疫一线，担心传染家人，坚持住在宾
馆，每天步行上下班；

……
每个人都在坚守，每个人都在拼搏。这些天，武汉

人互相说着的、听着最多的就是四个字：武汉加油！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同舟共济——
后方 80 米是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右

方 100 米是武汉容纳量最大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这
段时间里，武汉宏图大道加油站经理马婷听到了太多
刺耳又揪心的救护车鸣笛声。

“医生在前方救死扶伤直面病毒，他们都不怕，我
们怕什么！”克服恐慌情绪，马婷带领全体加油站员工
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周边医院和救护车的油品配送服
务。“医生在为生命加油，我们也要为他们加油啊！”

关键时期，一个个平凡的人绽放出英雄的光芒。
还记得，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护士郭琴在防疫

一线不幸感染病毒，治愈出院后不顾大病初愈的身体，
再次返回工作岗位。“防疫一线人手紧张，我要把耽误
的时间抢回来。”

这样一座英雄的城市，这样一群英雄的人民，有什
么困难不能战胜？有什么风雨不能跨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路路援兵，正从祖国四面
八方向武汉汇集——

中央确定全国 19 个省区市对口支援湖北各省市，
各路精兵强将星夜集结、奔赴前线；各地区前往湖北和
武汉支援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
各方面人员越是艰险越向前，闻令而动，坚忍不拔，不
怕牺牲，攻坚克难，连续奋战在武汉防疫第一线，为打
赢武汉保卫战倾尽全力。

2 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通过视频会议听取武汉疫
情防控的汇报，并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坚强有力的
指导，进一步指明了武汉战“疫”的方向：
当前，湖北和武汉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要采取更大

的力度、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
战斗仍在继续——
长江浩荡，黄鹤楼矗立，见证着这座英雄城市的保

卫战，记录下这里英雄人民的大爱壮举。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记者廖君、邹伟、

喻珮、梁建强、王贤、施雨岑、林晖、侯文坤、黎昌政、李
劲峰、李伟） 新华社武汉 2 月 11 日电

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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