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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甲禄、徐海波

“今天又是 0。”
22 日一早，睡眼惺忪的熊明寿从床

上爬起来，赶紧拿起手机查看当天“疫情
速报”。

烫着一头黄发，皮肤晒得黝黑的熊
明寿是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木子店镇长
岭关村村民。90 后的他在江苏苏州干家
电安装的活。“再这么坚持几天，我就可
以回去上班了。”

黄冈市是湖北省疫情较为严重的地
区之一，曾被称为“第二个武汉”。在黄冈
市 10个县市区中，麻城市的确诊人数始
终位列前三。

而在麻城以东 40 公里的木子店镇，
是一个人口大镇，交通要镇，旅游重镇。
近 7 万人口中，从外地返乡人员就达 2
万人；两条高速和两条国道途经于此，每
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

就这样一个“口子镇”，截至目前，仍
未有一例感染新冠肺炎病例。

封路，先行一步

2 月 20 日上午 8 点，长岭关。天气
阴冷还有丝丝冷风。

张振鹏早早吃过早饭来到国道 346
的一个治安卡点值守。从 1 月 24 日，大
年三十开始，这已是他每天的全部工作。

“一直到晚上天黑，就是中间回去吃个
午饭。”年前回家休年假的现役军人张振鹏
说，“我是当兵的，把守卡口我最内行。”

像这样的交通卡口，在木子店镇一
共有 473个。木子店被称为麻东交通枢
纽。两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两条国道穿
镇而过。便利的交通带来了频繁的人流，
也埋下了疫情的隐患。

面对发展迅猛的疫情，1 月 22 日上
午，木子店镇紧急召开全镇防控新冠肺
炎工作会，要求各村当天完成武汉返乡
人员等重点人员摸排。

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
全镇近 7 万人口，常年在外务工人

员近 3 万。其中，仅从武汉返乡人员就达
5965 人，从黄冈返乡人员 210 人，从麻
城市区返乡人员也有 1000 多人，从江浙
广东一带返乡人员 11216 人。

“立刻封锁道路。”
木子店镇党委书记吕岚参加过

2003 年抗击非典，对此类疾病的高传染
性仍心有余悸。在 1 月 23 日上午紧急召
开的党委会上，他提议迅速封锁镇内两
个高速公路出口。会议精神通过微信工
作群实时转发给全体镇村干部。

“那村道要不要封？”在微信群里，有
村干部提出疑问。

“要！”会场上，经过短暂研究，迅速予
以回复，“依据村民自治法，根据村民意
愿，由村委会实施有应急预案的封路。”

当天下午，木子店镇镇长黎求明就
与负责两个高速口管理的湖北省交通厅
黄黄管理处木子店管理所，研究了高速

封闭限行方案。
24 日是大年三十。上午 10时许，副

镇长梅桂林不是像往年一样，忙着准备
家庭团年饭。而是带着镇卫生院医生和
邱家垱村村支书来到麻阳高速木子店出
口，与等候在此的高速路政人员一起，用
路障将高速口封闭，并站岗值守。

当天下午，麻城市发布了“高速公路
限制通行”的通知。“幸好我们早行动了
一步。”梅桂林说，如果等通知来了再研
究部署，最早也只能 25 日正月初一才能
封路了。而武汉、黄冈等地返乡人员大多
都会赶在大年三十开车回家过年。

封村，躲过一劫

“周边乡镇还没有封路，如果我们没
封村组公路，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乡镇
过来。”龙门河村支部书记丁东海说，23
日下午就召集了村民代表开会，大家一
致同意，迅速封闭通村通组公路。

他们还在第一时间将封路通知传达
给了在家村民和在外村民。“村民都很赞
成。在外回不了家的村民也很理解。”

让丁家坳村支部书记商兴住惊出一
身冷汗的是曾有一名确诊患者造访过他
们村。从武汉回来的商旭林 1 月 21 日来
到丁家坳村看望爷爷奶奶，于第二天返
回麻城城区家中。1 月 29 日被确诊为新
冠肺炎。

“幸好我 23 号就通知他村里已封
路，回不来了。”商兴住说，他本想 1 月
25 日年初一回来拜年的。如果没有封
路，他就会回来各家各户上门拜年，这会
造成大面积传染，后果不堪设想。

像商旭林一样，还有 2280 名祖籍在
木子店而在武汉、黄冈或麻城生活的人
未能返乡。“其中的多数人都是因为道路
被封回不来，有的还跟村里联系过希望
能回来。”黎求明说。

封油，想走田埂也没法

封了村道还有小路。镇村干部在巡
逻时发现，虽然路上的汽车少了，摩托车
却多了，有的摩托车上 3个人挤在一起，
非常危险。

在农村，摩托车是主要交通工具。路
封了，他们就从田埂上绕过去，甚至抬
过去。

1 月 27 日，木子店镇对镇内 3 家加
油站暂停 2 家，保留 1 家营业，并要求其
只对疫情防控车辆加油，不对其他车辆
特别是摩托车加油。

在此措施下，摩托车串行虽然少了，
但仍未杜绝。加油站负责人吐苦水说，
“我们只能劝说，人家不听，我们也办
法。”

2 月 1 日，木子店镇政府一纸公告
贴在加油站上，要求所有加油车辆必须
事先取得镇政府的书面证明。

记者在木子店镇看到，无论是宽敞
的镇区道路，还是狭窄的乡间小路，都很
难见到汽车和摩托车穿行的身影。

“全镇 256 平方公里，而且以山路居
多，没有汽油，他也不敢出门。”吕岚说，一
开始并没有想到限制人员流动有这么难，
所以才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不断摸索，逐
步从严政策的。

米缸见底找代购

2月 3日，长岭关村支部书记熊德平接
到一个村民的求助电话，“路也封了，超市也
关门了，可家里马上没米没菜了。”

农村还愁吃？何况过年，年货都备了那
么多。吕岚有点难以相信，让各村摸排发
现，米缸见底的村民还真不少。许多村民常
年在外务工，春节只准备了几天的粮食。

2 月 3 日下午，木子店镇政府通知镇
区两所大型超市开门营业，但不对个人开
放，由各村组织人员为村民代购生活必
需品。

“我家要 10 斤面粉”“我家要 5 棵大白
菜”“我家娃娃的纸尿裤没了，需要买 3
袋”……这样的消息常常在“细石岭村民
群”刷屏，细石岭村 2 名在家大学生毕金
艳、毕海英时刻关注着群消息，将 300 多户
村民的需求一一登记并整理成采购清单，
发给第二天负责代购的村干部。她们有时
不得不忙到凌晨 2 点多。

“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意义。”李峰山村
女党员占宝珍一边整理物资一边说道，购
物都是村里先垫付费用，村民拿到物资再
按购物小票的金额将钱转给她。作为离镇
区 30 多公里的边远山村，李峰山村山高路
险，物资代购受到许多村民的欢迎。

志愿者，成为重要的防控力量

最近，一段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着
叮叮当当的破车声，总是萦绕在木子店镇
的村湾里。这群开着破旧面包车宣传防疫

知识的村民，大多是附近的小商贩。
为首的黄泥坳村村民郑登封告诉

记者，看到大家都在抗击疫情，自己总
想出把力，于是和 5 名朋友一拍即合，
用各自拉货的面包车组成车队，沿着
村塆开动，播放着从网上学来的防疫
宣传语，看见哪个村民没戴口罩，就下
车当面劝阻。

也有个别村民并不理解他们，甚
至有村民喝醉了酒还辱骂，扬言要打
他们。“但我们绝不还口，我们是为他
好，为大家好，相信大家以后会理解。”

果然，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要求
加入进来。有的骑着摩托车要求加入
车队，“有些塆里汽车进不去，我们摩
托车可以进。”车队的队伍越来越大，
声音也越来越大。

一纸公告戒了千年风俗

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
是我。

这句流传千古的谚语，是世世代
代木子店人过年场景的写照。

正月初一，孩子们都会在大人的
带领下，挨家挨户给左邻右舍拜新年，
送祝福，还要围着火塘坐在一起，烤着
火，吃土吊锅、喝老米酒。

这个千百年延续下来的风俗，在
新冠肺炎蔓延之期，却隐藏着巨大的
风险。许多在外的木子店人，特别是年
轻人都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今年这个年不能再拜了。”1 月
23 日一早，吕岚就接到一位在深圳的
木子店人的电话，“可是我们年轻人说
不拜年，老年人不仅不听，反而还会觉
得我们没礼节，说我们在外面搞好了，
瞧不起他们。”

这个建议正好与镇政府的计划不谋
而合。当天下午，铺天盖地各式各样的
“不准拜年”的宣传遍布木子店各村庄。
广播村村响、铜锣塆塆敲、公开信户
户到。

大年初一一早，镇村干部在各村巡
逻时发现，过去人来人往拜年的热闹场
景不再了，偶尔见到一两名老人出来拜
年也被及时劝返。

“仅靠政府一纸公告是很难叫停这
个传承千年的风俗。”吕岚说，许多年轻
人都深知疫情的厉害，不仅带头，还主动
做村民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白喜事，延办简办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石磴坳村村
委会副主任汪高峰给木子店镇党委委员
夏天打来电话，不是拜年。

“他母亲去世了，在这个情况，要不
要办葬礼。他也很纠结。”夏天说，以往办
这种仪式，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都要来，
而且自己塆的每家每户都得来人。“至少
是 200 人的规模，连续办 3 天。风险可想
而知。”

1 月 26 日，木子店镇下发通知，实
行红事延办免办、白事简办备案。1 月
27 日，汪高峰母亲出殡仪式上，加上他
们兄弟俩，总共也仅有 10 个戴着口罩
的人。

汪高峰带了个好头。1 月 26 日至
今，木子店镇共停办简办红白喜事
41 起。

老支书的“火眼金睛”

从武汉返乡的商胜兵也是每天待在
家里不敢出门。村里退休的老支书张火
华每天都要上门为他量两次体温。

透过窗外，可以看见老支书总在我
家附近转悠。“我们年轻人都怕他。”商胜
兵说，如果被他发现谁溜出门，“肯定一
顿臭骂。”

年前从武汉返乡的石磴坳村村民汪
梁，回家后也一直被居家隔离。2 月 3
日，突然开始发烧。村干部将其送至乡镇
卫生院检查，镇卫生院拿不准，又转至麻
城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两次核酸检测
为阴性，临床诊断为胸积液。经过治疗
后，汪梁于 2 月 18 日出院，近几天体温
均为正常。

木子店镇共排查出 85 名发热病人，
但都已逐一排除，“有惊无险”。

同一屋檐下，半月不见面

在上屋榜村，一块“家有武汉返乡人
员，不能串门”的红色提示牌格外显眼。
这家女主人占妹琳告诉记者，在武汉上
班的儿子年前回家后就一直被关在二
楼，自己则和丈夫在一楼生活。“饭做好
了，我们先吃，吃完进房间，他再下来自
己吃饭。”

难得回一趟家的儿子，竟然半个月
只见过一次面。占妹琳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爸爸还责怪我太狠心，吃饭都不让
儿子跟我们一起吃。”

1 月 22 日下午，木子店镇各村
开始开展全面大摸排，包保干部每家
每户上门测量体温，对于武汉、黄州
等地返乡人员和年老体弱者每天还
得量两次，并对每个人的详细信息进
行登记。

“那时上级还没有下发表格，我们
就自己设计表格，填报重点人员摸排
情况。”负责此项工作的夏天说，对重
点人群建立检测体温日报制度，要求
他们居家隔离 14 天，并配备专人予以
监管。

打造更严“密封圈”

“我们有信心直到疫情结束时，全
镇还保持零感染。”吕岚说，自 1 月 24
日封路以来，全镇只有 10 名从武汉火
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归来
的人员和 4 名从武汉就医回乡人员。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严格隔离，
除此之外，基本没有风险源。

“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吕岚
说，他发现，最近有些村民开始放松警
惕，不戴口罩溜出家门晒太阳，甚至三
五成群聚众聊天。

木子店镇党委已动员在木子店的
党员干部和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主动加
入所在村的防疫队伍中，打造更加严
实的“密封圈”。同时，请公安干警加大
巡逻，劝阻不戴口罩、出门聚集等
行为。

终于可以上班了

2 月 23 日上午 9 点，广东省东莞
市一家新能源电池厂内，商小伟从一
辆鄂 J 牌照的汽车来走出，拎着行李
奔向宿舍。望着眼前这片仅辞别了一
个月的厂房，他突然有种久违的亲
切感。

终于可以上班了！
今年 40岁的商小伟是木子店镇

向明村人。夫妻俩都在这家企业打
工。家里还有两位老人带着两个小
孩。一家人都指望着工厂快点复工，
喊他们回来上班。“老板在网上观察
到我们乡镇一直是零感染，才敢向政
府申请，帮我们办好了返回手续，让
我们回去。”

虽然接下来，他们要在宿舍隔离
14 天，体检合格后才可以上班了。但
这比在家里关着强。在家也是关着不
准出门。“每天待着心里发慌，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个头。”商小伟笑着说，厂
里不少因为疫情还不能返工的同事
都很羡慕他。

刚一安顿下来，商小伟就开始制
定新年的工作计划，夫妻俩今年再努
把力，把在城里买的一套房贷款还上。
“争取再看一套，早点为孩子们做打
算。”

感染者 0 ，黄冈这个两万务工者返乡的镇为什么能

▲年轻村民自发当起志愿者，宣传防疫知识。 新华社记者徐海波摄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双瑞、刘高
阳）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口罩愈发
紧缺。河南长垣，拥有医疗器械企业
７９家，平时占据全国市场销量５０％
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别处纷
纷按下“暂停键”，这里却一刻不曾放
松，数百万件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从
这里源源不断驰援湖北等重点地区。

“多生产一件就能救一分急”

从腊月二十六到现在，５０岁的田
书增已经瘦了１４斤。

身为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集团董
事长，突如其来的忙乱导致他每天睡
眠不足５小时。

这个春节，健琪集团几乎没停工。
腊月二十五宣布放假，当晚，咨询口罩
的客户陡增，几百箱库存瞬间被抢空。
田书增注意到疫情变化，紧急动员，次
日下午就恢复生产了。

“很多人吃住在厂里，多生产一件
就能救一分急。”他说。２月初，长垣
４４家防护物资企业全部复工。目前，
口罩日产能１８０余万只、防护服１．５
万套，由工信部统一管理调拨。

在优先保障一线需求的背后，企
业承受了鲜为人知的压力。

“我快被骂死了！‘几个破口罩都
不舍得给，牛哄哄的！’”田书增直言，
建厂１０年，这样的委屈前所未有。“一
个口罩才多少钱，我就是想把有限资
源用到急需的地方。”

听多了犀利的骂声，软言相求更
令他心里难受。一个相识２０多年的老
客户，从东北开车十几个小时过来，说
“知道你为难，哪怕弄十来件口罩都
行”。

“要在平时，我一定迎到大门外，
现在实在无能为力！”他在手机上写致
歉信，眼泪直掉。隔窗遥望等在门口
的客户，发现对方也蹲下哭了。提及
这一幕，田书增声音哽咽：“别说做生
意了，以后咋见面啊？”

由于原材料等成本增加，出厂价
不涨，包括健琪集团在内，不少防护物
资企业都在赔钱运转。面对下属饱含
担忧和疑问的目光，田书增斩钉截铁
撂了话：“现在不是考虑赔不赔钱的时

候，要赶紧多生产，等着救命嘞！”

幼师转岗一线女工的日常

早晨７点起床，加班到晚上１０
点，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一句话也不想
说。这样的劳动强度，对于临时从幼
儿园教师转岗为一线女工的韩军艳而
言，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过了。

需求激增之下，长垣各重点医用
物资企业千方百计提高产能，车间熟
练工缺口很大。为确保疫情防控物
资足量供应，当地出台用工激励办
法，在乡镇和周边县市紧急招募临
时工。

“家人不愿意我这时候出门。
我老公故意出难题，说除非答应去
他朋友开的幼儿园上班。”２７岁的韩
军艳是长垣市芦岗乡人，就职于公立

幼儿园，曾从事过医疗器械生产行
业。由于延迟开学，她决定响应政
府号召。

“我在家也是闲着，如果大家都不
去干活，国家怎么办？”虽然理解丈夫
“刁难”中的关怀，也牵挂１岁的小女
儿，韩军艳还是拿定了主意。

入职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后，她的任务是包装防护服。两个人
搭档，紧赶慢赶一天能叠六七百件。

截至２月１６日，长垣市防控物资
生产重点企业一线工人数量达３８９２
人，较两周前增长１０倍，成为产能提
升的重要保障。

采访时，韩军艳几次偷偷看表。
“得赶快回车间，我多叠几件防护服，
就能让医护人员早点穿上。”她停顿
一下，似乎是为了调节前一句的沉重
感，“多叠几件工资也高啊，回家好交
代。”

“错乱”的指挥部时间表

“初一开始全员到岗，每天夜里两
点多结束，忙得根本感觉不到饿。”长
垣市副市长、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
挥陈伟说，附近的人防钟下午６点报
时，大家开玩笑称，“钟声一响，工作过
半”。

与别处不同，这座城市承担着疫
情防控和保障防疫物资生产的双重
任务。尤其在前期，原材料供应、用
工问题等诸多环节都需政府协调保
障。陈伟表示，“这时候更应该凸显
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当好勤务兵。”

在市委市政府组织下，长垣防护
物资原材料实行统一采购，企业间开
展产业链合作、物料共享和人力资源
互助。针对抗疫前线需求，新采购生
产设备 1000 余台，转换生产线３７条，
最大限度释放了产能。

在“抓生产、保供应、抗疫情”的召
唤下，每名干部都成了加速度运转的
齿轮。１月２５日至２月１６日，河南
累计发往湖北各类医用口罩６５８万多
只、防护服１５万多套。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普通
人，在忙碌的车间或深夜的指挥部，
以各自方式诠释着中原大地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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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2 月 23 日电（记者晏国
政、孙亮全、王学涛）他们坚守抗疫最前线，
不记得日子，“忘记”了家人，却把责任铭记
于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定点医院、
城市社区、农村地区的一线党员干部、工作
人员充分发挥“尖兵连”作用，筑起一座座
战“疫”堡垒，全力守护着一方平安。

“病人一天天好起来，我们所有

的付出都值得”

“家里放的红薯都发芽了。”被安排轮休
后，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应急一病区护士
长张磊才知道自己已在病区坚守了 28天。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被称为山西的
“小汤山”，除了收治太原市的患者，还负责
集中收治全省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我们
病区负责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责任大，
护理要求高。”张磊说，她带着 47 名护士
24 小时分班值守，没有昼夜、日期概念。
护士们穿着防护服 4到 6小时一班，不

吃不喝不上厕所，还要高频率说话、干体力
活，从病房出来后衣服上的汗渍一层叠着一
层。“虽然很累，但看着病人从刚进来时的坐
立不安、喘不上气，到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觉
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张磊说。

自 1 月 21 日收治首个病例起，经受过
非典、甲流等多个疫病考验的医护人员就
全部进入战时状态。在医院的发热门诊、
留观病房、应急病区，党员干部、业务骨干
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斗争。“战

‘疫’时期，没人退缩，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党
员。”在一线坚守了 20 多天的发热门诊护
士温旭华说。

在山西省汾阳医院等其他定点医院采
访，记者也听到许多感人故事：医生张耀武
的父亲生病在床，护士长张小娟把独生女
送回老家 10 天仅通话 2 分钟，哺乳期的妈
妈果断给孩子断奶，还有人取消婚礼……

截至 2 月 23 日 17时，山西累计确诊

病例 132 例，累计治愈出院 86 例，治愈
率达 65 . 15%；有 90% 以上的危重型和
重型病例转为普通型病例，其中 16 例已
治愈出院。

“保一方平安，就是我们的职责”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南寨街道办事处
兴安社区的一个卡口，记者一行下车登
记、量体温，联系上社区主任王俊花后才
被放行。旁边一个人行通道上，居民还
需核验出入证。

兴安社区辖内有 94 栋居民楼、30
多家非公企业，住着 1 . 1 万余人。不久
前，这个社区确诊了两例新冠肺炎患者。
王俊花说，除做好隔离管理服务工作，社
区干部还加强了人员摸排和进出管控。
“近期返工人员增多，不能有任何马虎。”

兴安社区设置了 4个卡口，并设立
党员先锋岗，由社区、街办和区直单位下
沉的党员干部以及退休党员、大学生志
愿者等带头 24 小时值守。春节前至今，
社区 13 名工作人员从未休息。“再难也
要坚持。保一方平安，就是我们的职
责。”王俊花说。

社区是城市疫情防控的最前沿。众
多像王俊花一样的社区党员干部，用细
致工作和辛苦付出，在城市里筑起一道
道“铜墙铁壁”。

摸排 3557户、9465 人，张贴告知书
1002 份，悬挂条幅 65 条，发送各类微
信、短信近万条……这是太原市杏花岭
区三桥街道办事处柳溪街社区统计的自
1 月 27 日以来的工作数据。

柳溪街社区内老旧小区多，物业近
乎瘫痪，社区干部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摸
底排查。“90 后”党员网格长张统帅负责
的网格内有 533户居民，从春节前开始
挨个打电话问情况。“到现在光电话费就
交了 700 多元。”他说。

2 月 20 日晚间开始，社区书记薄震
霄带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一个弃管
小区进行地毯式排查。“底数不清、隐患
没排除，我晚上睡不好觉。”薄震霄说，她
已经 20 多天没见着即将参加高考的儿
子和生病的公婆。

“老百姓不出门，我们得出门”

阻断疫情传入和传出，是农村地区
防控的重要抓手。一些地区直接把战斗
堡垒驻扎在路口一线。

晋中市平遥县是山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重点区域。该县杜家庄乡苏家堡
村自 1 月 25 日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后，
便严格管控人员进出。“村民们在家隔
离，生活保障不能断，消杀工作也得干。
这时候党员干部不上，谁上？”村党支部
书记刘兴平说，村两委成员分别负责物
资、医疗、垃圾清运等 6个组，每天进村
开展工作。

苏家堡村村主任张国祯每天两次汇
总上报村民的体温情况，协调分配到村
的生活、防疫物资，解决村民困难，几乎
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他说：“关键时期，
老百姓不出门，我们得出门。”

香乐乡是平遥县疫情防控的 3个重
点乡镇之一，当地 6000个院落，有一半
被居家隔离。“我们成立了由党员干部组
成的‘便民服务小哥’队伍，第一时间满
足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香乐乡乡长梁
建云说。

吕梁市下辖的汾阳市则在 11个道
路监测站点、4个超市检测站点等抗疫
一线，成立了 20 多个临时党支部，由县
处级领导干部担任支部书记，带头执勤。
在汾阳高速口临时党支部担任副书记
的汾阳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李树盛说：
“我们 24 小时执勤，就是要把外来人员
情况全部摸清，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筑一座堡垒，守一方平安
山西基层一线抗疫“尖兵连”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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