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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斌、涂
铭、鲁畅）社区和乡村，是疫情防
控的重要防线。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来袭，17 年前曾经历“非典”之
痛的首都北京，从社区到乡镇，广
大基层党员干部坚定站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度过了一个极其不一
样的春节假期……

疫情就是命令，基层党

员干部迅速投入战斗

2 月 1 日晚 7 点多，北京市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办公楼
内灯火通明，街道工委书记李婕
在食堂扒拉几口面条后又回到会
议室参加区里的视频会。

大栅栏街道离天安门广场仅
一步之遥，是连片的胡同平房区，
2 . 3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员几乎
占了一半，居民构成复杂。从除夕
开始，李婕和街道、社区 100 多名
干部一道走家串户，完成近万户
家庭排查全覆盖。除了中间回家
几次，李婕和不少街道干部一样，
基本上吃住都在单位。

李婕的工作状态，是迎战疫
情以来北京无数基层党员干部的
一个缩影。

1 月 20 日，腊月二十六，北
京宣布确诊 2 例病例，空气陡然
凝重。
凡事预则立。北京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设立社区防控
组，明确社区防控的重点在基层一
线，必须重心下移、力量下沉。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革
表示，社区防控组的主要职责之
一就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
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

除了加强机场、火车站等进
京“关口”的防范，防止疫情在社

区扩散，成为首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在海淀区，街镇领导班子成员带队，2606 名街镇

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实行社区、村干部包片，逐户进行地毯
式摸排，实现社区（村）全覆盖。

——在朝阳区，在落地排查工作基础上，6148 名区级
部门及街乡干部下沉社区（村），与 6785 名社区（村）干部一
起，采取上门、电话、短信、告示张贴等方式进行疫情摸排，
截至 2 月 2 日 24时，全区入户走访 155万户。

——在东城区，截至 1月 28日，从全区 36家区直部门和
17个街道抽调 1755名干部分配到街道，参与摸排管控工作。

……

党员亮身份，党旗在社区防控第一线飘扬

“媳妇冲在了一线，我冲在了二线，我们一起战斗！”1
月 27 日，京郊延庆区延庆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兼谷家营
村党支部书记陈燚的一条朋友圈消息，牵动了大家的心。

陈燚的爱人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名护士，面对疫情，她
主动请缨，随时准备赴武汉驰援。而陈燚则带着村“两委”干部、
党员、村民代表 50余人奋战在基层防控一线，仅用 1天就完成
了谷家营村 1453人的排查工作，并且每天进行动态巡察。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连日来，北京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坚定站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党旗在防控疫
情的第一线高高飘扬。

——海淀区北京语言大学社区有居民 1100 户。有着
20 多年社区工作经验的东升派出所民警兼社区党支部副
书记丁涛比往年更加忙碌：1 月 28 日起，北语社区采取封
闭管理措施，每天早晨 8 点到 10 点，丁涛都会和社区工作
人员在大门口值守。

——在朝阳区，城管执法监察局 7个党支部快速行动，
将人员分为 13个工作组，与劲松街道各社区对接，通过电
话沟通、入户走访等方式，对地区 5万余户居民、1600余家
非公单位进行摸排，督促超市等重点区域消毒。

疫情形势严峻，党员干部胸前那一枚枚党章，成为稳定
人心的一抹抹亮色。

党旗凝聚力量，筑起守望相助的“铜墙铁壁”

“我是小巷管家，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在防控疫情的关
键时刻，我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连日来，70 岁的老
党员、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左安浦园社区小巷管家郭平
戌在每天完成管辖街巷 3 次巡查工作外，还积极配合居委
会走访辖区企业和门店，宣传防护知识。

连日来，无论是乡村、街道还是企业，北京市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

—— 2 月 1 日，记者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铁匠
营村，这里毗邻首都国际机场和空港经济区，流动人口
11000 多人，疫情防控压力巨大。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文说，
从大年初四起，村里由党员带头组成突击队，24 小时严守
进村道路。

——针对地区内居民楼、写字楼众多的特点，北京市朝
阳区三里屯街道实施“大门守得住、楼门看得住、家门管得
住”的“三门”工作法，还依托三里屯物业联盟微信群，整合
住宅物业和商业物业组成“物业服务企业防疫专班”。

——北京春雨天下软件有限公司党支部通过“春雨医
生”App，征集 15000 多名呼吸科、感染科、心理科医生 24
小时义诊，截至 2 月 3 日 9时累计解答近 60万次咨询，构
筑起一道无形防线……

36 岁的退伍防化兵、西城区大栅栏街道铁树社区党员
宗成明，加入社区防控队伍，指导居民开展居家防护；南来
顺饭庄党支部书记常宏，积极为周边 3个社区加班的工作
人员免费送餐……党员做示范，带着群众干，社区构筑起四
方联防联控、邻里守望相助的“铜墙铁壁”。

截至 2 月 3 日 24时，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 228 例。随
着节后人流错峰返京，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北京作为首都，开年后一系列重点工作、重大活动将陆
续开启，各项工作更是容不得丝毫懈怠，出不得半点闪失。”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2 月 3 日发表《致全市人民
的一封信》，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作用，牢牢抓住
社区防控这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无死角。

（参与记者：邰思聪、吴文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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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2 月 7 日电（记者季明、仇逸、
吴晶）“现在每个人都是战士，你在家里不是隔
离，是在战斗啊！”

2 月 6 日，上海又有 10 例新冠肺炎患者痊
愈出院。继发出“共产党员先上”的“硬核”表达
被网友点赞后，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采
访的视频，又一次刷屏。

可是，这位医生无暇关注外界对他的聚焦。
自 1 月 20 日上海报告第一例确诊病例以来，他
就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
地昼夜奔波、工作，每天睡眠不足 6 小时。

“大家都习惯了，疫情来了这就是职

责所在”

“大家都习惯了，疫情来了这是职责所在。”
1 月 22 日，记者在上海市疾控中心，见到了匆
匆而来的张文宏。

他前一天晚上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忙
了一夜，早上 6点半还去探望了 3名重症病人。

多年的职业训练，基本在连轴转的张文宏依
然保持着挺直身形，语速和动作都没有放慢。口
罩上方，眼睛周围的黑眼圈清晰可见。

疫情就是命令。1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华山
医院紧急召集首批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支援专家组，张文宏作为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成为抗击疫情的焦点人物。

华山医院传染病楼 5 层，张文宏的办公室。
桌上一袋摊开的饼干，诉说着非常时期的繁忙。

早晚查房、三次报表……感染科副主任
医师毛日成每天要在位于金山的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隔离病房工作 16个小时。

“我感觉好像刚躺下就又起来了。”结束任
务、完成隔离后，毛日成又换岗到发热门诊。

这是一场硬仗！张文宏对全科室人员下
了“一刻都不能放松”的命令。

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每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张文宏所在
的华山医院感染科始终站在“紧急应对”第一线。

此次疫情暴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张文
宏特意带领大家过了一次简短而又隆重的组
织生活会。镜头记录下这个特殊的场面：面对
党旗，面戴口罩的全体党员齐声宣誓：“迎难
而上，共同战斗！”

副主任医师徐斌是张文宏的徒弟，大年
夜他终止休假、主动请缨，跟随上海第一批医
疗队赶赴武汉金银潭医院。

2 月 4 日下午，感染科副主任张继明教
授担任队长，孙峰主治医师、曹晶磊护师加入
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奔赴武汉……

感染科医生一定要有“感染力”

1 月 29 日，伴着新闻媒体的直播，张文
宏做出的一个决定刷屏了：

“让一直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全部换岗。我
们派驻党员医生上抗疫前线支援，不打招呼，
直接报名，没有商量。”

“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

价！”“不能欺负老实人”……宣布这个决
定，张文宏的语气干脆、语调坚决。执行这
个决定，全科室无人质疑、各就各位。

有人说：张文宏是个超人，让人服气。
不折不扣，张文宏是上海市医学会感

染病专科分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医师协会感
染病医师分会名誉会长，还当选上海市“医
务工匠”和上海市领军人物。

张文宏常常说，感染科医生一定要有
“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于干劲和
奉献。

在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从 30 多岁
起就被大家称为“张爸”，“他为病人为团队
其他人安排得妥妥当当，才会想到自己”。

三甲医院的门诊向来人满为患，一间
不足 4 平方米的诊室，常常挤满了全国各
地的病人。

张文宏的学生，刘其会医师介绍，很多
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挂不上号，张老师都会
尽量给他们加号；素不相识的病人急需住
院没有床位，他会帮忙联系落实；对于不方
便来院就诊但需要随访的病人，他还会留
下自己的邮箱，为他们出具诊疗意见。

作为博士生导师，张文宏在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的学生们眼中，是位“感染力”
超群的大咖，可是他调侃报考他的研究生
需要“勇气”。一是因为张文宏要求严格，二
是因为他太忙，当他的研究生需要早晨 6
点半来和他讨论课题，因为那是他一天中
最不容易被打扰、可以专心谈学问的时间。

多一些时间，我们就可能多救一个

病人

华山医院感染科，年门诊量逾 14万人次，年
接受转诊病人 2000余人次、会诊病人数千余人次。

这样一份工作，张文宏已经专注投入二十多
年。他说：“感染科的岗位是很艰苦、很危险，但必
须要有人去做，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病人、一
个医院，还关系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

1 月 17 日凌晨 0 点 22 分，张文宏在“华
山感染”公众号更新了一篇文章，首次介绍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

此后，无论是在隔离病房通宵达旦，还是在
各种会议研究论证，他都坚持利用深夜闲暇更
新公号。

武汉封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无症状病毒感染者、返程与返工后的疫情走
向……忙了一天还要奋战在电脑前，张文宏对这
些科普文章较真儿：“我们要用理性的数据和专
业知识给大家解读疫情。”

做科普，是张文宏骨子里的热爱。几次采
访，从救治情况到疫情研判，张文宏都是有问必
答、深入浅出。对于任何有可能混淆的问题，他
都会举有趣的例子，给记者讲透彻。

可是，一谈到他自己，他就立刻开始回避。
“我们医务人员只想救好病人，不需要讲自己。”

兜兜转转，张文宏和同事们对进一步采访的
拒绝大同小异：“多一些时间，我们就可能多救一
个病人。”

张文宏：“我们只想救好病人”

（上接 1 版）自上而下，城乡遍地全覆
盖——

在城市，权威防控专家的科普覆盖媒体
终端；在农村，大喇叭在乡间小路循环播放。
从社区到农村，从机场到车站，拉开了一张
“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的大网。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枫林社区党委书
记金胜男，负责辖区内 148家企业和 696 户
居民的防控排查和宣传工作。合肥市经开区
锦绣社区 120 名工作人员，摸排了辖区全部
21664 户居民的情况。

军地携手，齐心协力抗疫情——
在湖北，解放军不仅派出医疗队投入救治，

还担负起武汉市生活物资的网点运输保障。
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一线。安徽岳西县采

取县级领导包保乡镇、县直部门负责人包保村
和社区、党员干部包到户，截至 2 月 4 日已摸
排涉武汉人员 2500余人，及时予以隔离观察。

普通群众汇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那一份份摁着红手印的“请战书”、一张张被
口罩勒出血痕的脸庞、一个个捐出口罩的无
名背影，都是共克时艰的硬核力量。

“严”字当头！

春节返乡的张章乘坐火车从重庆回到合
肥，经停武汉 5分钟。一进家门，他就收到了
排查病例、“急寻同行人”的信息。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上海、重庆、
安徽等地建立起“不漏一人”的“信息网”，方
便防疫人员追踪、预测疫情，把疫情防控工作
抓实抓细。

防控就是责任，这是一场纪律严明的
战役！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各地公安部门依法
对故意隐瞒病情、拒不执行防控措施的人员
加大了惩治力度。

青海警方对故意隐瞒真实行程和发热咳
嗽症状的苟某，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
福建警方对造成家族聚集性发病案例的张某
某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

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干
部，各地启动“火线问责”。湖北对省红十字会
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钦予以免职，给予党
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对“一问三不
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予以免职。

令行禁止，“严”字当头。江苏省扬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开出“顶格罚单”，拟对扬州红
太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高价出售口罩处以
138万余元罚款。

这是一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
这是一场考验意志信念的战“疫”。把落实工
作抓实抓细，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压实
责任，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参与记者：马姝瑞、张紫赟、
张浩然、王俊禄）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剪剪
掉掉
长长
发发
进进
病病
房房

新华社长沙 2 月 7 日电（记者袁汝婷、帅
才、刘良恒）这是让湖南战“疫”一线许多人难以
接受的消息：2 月 1 日凌晨，湖南省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局党委书记、局长张辉，因过度劳累，引
发心源性猝死。

防疫形势严峻，张辉所在的卫计监督部门，
承担着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督导职责，是确保守
住基层疫情防线的关键一环。

湖南省在 1 月 23 日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除夕和正月初一，张辉放弃
休假，坚守岗位。湖南省卫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从 1 月 16 日起，他“连轴转”了 15 天，直至
1 月 31 日晚发病。

直到送医前，他还在安排第二天的碰头
会——省卫监局 7个督导组对湖南 14个市州
开展了疫情防控工作暗访督导。防控做得实不

实，细不细，他想尽快掌握情况。
1 月 29 日至 30 日，张辉率领其中一个

督导组，走访了长沙和株洲的 16家单位、场
所。31 日，他回到局里，又在办公室统筹调度
其他 6个组，直到天黑才离开。

“那天我还在外督导，他打电话问我什么
时候能回，想第二天上午开一个碰头会。”湖
南省卫监局一位副局长说，没想到当晚张辉
就发病了。

当晚 8 点半左右，张辉感到胸闷、胸痛等
不适，让儿子到楼下的车里拿药，等儿子取药
回到家中，他已倒下，再也没有醒来。

张辉离开后，许多人想起这位局长，眼前
浮现的是同一个画面——

他戴着手套，走到乡镇卫生院的传染病
诊室，在医疗垃圾桶前弯下腰，去摸垃圾袋是

不是双层的，牢不牢固。
那是 1 月 30 日，张辉来到株洲醴陵市

王仙镇中心卫生院督导防疫工作。“现在是
特殊时期，导诊台和预检分诊台放在一起不
合理，建议你们把预检分诊台另设在门诊大
厅入口。”张辉直言不讳提出建议。

随后，他翻开预检分诊台的登记本，一页
页仔细看，又走进传染病主诊室，翻开登记本
细读。过了一会儿，回过头对卫生院院长余怀
吉说：“我核对了两个登记本，记录是一致的，
不错。一定要问细致、写详尽，不能漏诊。”

“较真、负责、细致，这就是他的工作风
格。”身边同事回忆，这位 56 岁的局长从不当
“背手派”，总是实打实地看、点到点地查，早
晨经常不到 8 点就开工，晚上总会工作到 10
点以后。

疫情严峻，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朝着医务
人员双手合十表达慰问，反复说着“辛苦了”。

出生于 1963 年的张辉，有 30 年党龄。局
里许多人记得，在这场硬仗打响时，这位老党
员叮嘱大家要勇于担当，“不忘初心职责”。

“他自己不舒服，没有时间去看病，就自
行拿了一点药想挺着，没有跟我们任何人
说。”人们事后才知道，张辉是带病坚守一线。

湖南省卫监局不久前拍摄了一个记录卫
监工作的视频，名叫《平凡的我》。画面中，队
列排头的张辉身穿制服，英姿挺拔。改编的歌
词唱道：“白天黑夜交错，如此繁忙工作……
心中有勇气，有坚定的脚步。”

2 月 3 日，张辉被追授为湖南省直机关
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总工会决定追授其“湖
南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战“疫”局长倒下前的最后一班岗

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护
士陈珺剪短长
发（ 2 月 5 日
摄）。

近日，为
方便穿脱隔离
服和避免病毒
沾染，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关
节与运动医学
科的几名护士
剪短长发，为
进入隔离病房
支援护理工作
做好准备。

新华社发
（高翔摄）

新华社深圳电（记者周科、王丰）“您好，请
问您从哪开车过来，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件，配
合我们检查……”4 日晚上 8 点，夜色已浓，深
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龙路大水坑路口疫情防
控卡点，值班站长喻东正在核查路过的车辆和
人员，这里是深圳和东莞的交界路口，也是深圳
防控疫情流入的关键卡点之一。

这是喻东坚守岗位的第 9 天。
而此时，千里之外的武汉市，喻东担任武汉

肉类联合加工厂总经理的弟弟喻方，正在为武
汉市区的肉类供应、调配忙活。“每逢春节，肉联
厂都格外忙碌。今年赶上疫情，我每天都要到晚
上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还要通宵上班。”喻方
在电话中说。

两兄弟原本在春节前约好，回老家与 80 多
岁的母亲团聚，但一场疫情改变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商量好了，今年各守抗疫一线，等疫情过
去了，一家人再在武汉好好团聚。”喻东说。

今年 53 岁的喻东，老家在武汉。大年初三
那天，喻东接到担任大水坑联防联控检查站值

班站长的任务，有着 21 年党龄的他没有丝毫
犹豫，立即奔赴一线，“我是退伍军人，这个时
候就应该冲在最前面。”

“现在每天核查的车辆有三四千辆，随着
复工返程的临近，车辆会越来越多，我必须像
当兵时一样，站好自己的每班岗。”在卡点一
线，喻东每天要开展现场调控、调度整个卡点
的物资配送、物资补给、后勤保障等各项
工作。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工作，让喻东脑子里
装的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处理的事项。
有同事发现他神色格外疲惫，经过连续追问
才知道，原来他患高血压多年，还有肝内囊
肿、血管瘤等多种慢性疾病。

考虑到喻东的身体状况，组织建议他换
岗休息，喻东却以“已经很熟悉检疫流程，经
验更为丰富”为由留了下来。“在这个争分夺
秒的非常时期，换掉一个人又需要重新熟悉
工作流程，我身体目前没有大问题，还能继续
坚持。”他说。

“喻东，你们那里工作怎么样，药有没有
按时吃……”晚上 9 点左右，妻子陈建霞趁
着下班时间，给他来电话询问身体和工作情
况。作为龙岗中心医院检验科的一名医生，
妻子从大年初二开始，就一直坚守一线。

“你有你的战场，我有我的阵地。”因为
每天只能见上一次面，电话便成了夫妻俩
相互关心的常用工具。

在武汉，弟弟喻方和妻子同样忙碌在
抗疫一线。喻方的爱人是一家超市的经理，
跟喻方一样，每逢节假日都要为保障市场
物资供应忙个不停。今年的疫情，更让一家
人没有歇脚的时候。

“母亲还好吧？嘱咐她不要外出。你们
平安就好，一定要做好防护。”“在武汉，大
家都像我们一样坚持、坚守，咬紧牙关一定
能战胜困难的。”趁着工作间隙，两兄弟拨
通了每天例行的“平安电话”。

“等武汉樱花、玉兰花盛开的时候，我
一定回去好好吃上一碗热干面。”喻东说。

待到樱花盛开时，再回来吃一碗热干面
一对武汉兄弟的共同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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