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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3 月 4 日电（记者于力、李铮）
在沈阳，有这样一支“义勇军”。

他们不是医生，不是军警，新冠肺炎疫情当
前，他们不畏风险、不计报酬、不言苦累，紧随公
安机关冲锋的步伐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就是
“盛京义勇”平安志愿者，沈阳战“疫”中的“义勇
军”。

泰山小区稳如泰山

一个 40 年房龄、居住人口超过一万人的老
旧小区如何封闭管理？沈阳市皇姑区泰山小区
一夜给出了答案。

2 月 5 日，按疫情防控要求，沈阳所有小区
必须封闭管理。泰山社区民警李帆一声号召，几
十名“盛京义勇”平安志愿者马上到岗。搬铁马、
竖帷幔，一夜之间，除北门外，其他出入口全部
封闭。

李帆说，泰山小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
“盛京义勇”平安志愿者有 100 人，他们有社区
干部、物业保洁、商户业主、寒假休息在家的大
学生。

封闭一个月来，泰山小区“盛京义勇”的 20
名老党员、社区干部、小区保安组成守门铁卫小
队，24 小时 4 班运转。记者在小区北门看到，

“盛京义勇”测温登记、核查外来人员、逐一盘
查进出小区车辆，他们还主动承担了快递包
裹、外卖食品收发工作。

坚守门岗的同时，泰山小区“盛京义勇”
还组建了 10支巡逻宣传队，维护小区周边治
安秩序，号召小区居民严格遵守有关疫情防
控的要求。对出行困难居民买菜到家、送餐
上门。

“盛京义勇”执勤队带头人老党员杨秀瑛
说：“为了大家的平安，我们愿意多出点力。我
们住的地儿叫泰山小区，就要稳如泰山。”

33 万“义勇军”守护沈阳城

2017 年，沈阳市公安局按照“党委政府
领导、协会主办；志愿为主、奖励为辅；专群结
合，以专带群；多元参与、齐抓共管”的群防群
治模式，逐步发动起 33 . 3 万余名可靠的“盛
京义勇”力量，成为民警的左膀右臂，成为守
护沈城平安的一支生力军。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社区村屯是“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重点。40 天来，像泰山
小区一样，沈阳 826 个社区、1454 个行政村
的基层干部、民警身边，33 . 3 万“盛京义勇”
平安志愿者成为疫情防控的得力助手。

在苏家屯区，王纲派出所“盛京义勇”志
愿者提供线索，马头浪村一家具厂经营者李
某一家三口是湖北籍，1 月 26 日自驾从湖北
返回沈阳，公安机关和村委会立即对其采取
居家隔离措施。后来，李某的妻子徐某发热，
经检测为沈阳首例无症状感染患者。由于隔
离及时，徐某没有外界密切接触者。

沈北新区“盛京义勇”成员耿先生 2 月
1 日在正良街道晨兴社区日常巡逻时发现，
一网点屋内正在加工口罩，门外无明显商业
标识，感觉可疑，他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派
出所。派出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工作，没收
假口罩 4 . 2 万个，成功打掉制作假口罩
窝点。

在于洪区，1 月 19 日刚刚退休的老民
警刘福玉脱下警服，立即穿上“盛京义勇”
志愿者马甲，和社区民警、工作人员一起开
展排查登记、宣传走访、督促检查。一上午
跑了 7 个单元、上门检测了 70 多户，中午
脱下外套时，汗水已经打透了里面穿的毛
衣。刘福玉说：“虽然我已经退休，但作为一
名受组织培养多年的党员民警，我必须和
我的战友并肩作战在抗疫一线，‘若有战，
召必回’。”

沈阳市公安局社区警务支队介绍，33 . 3
万“盛京义勇”充分发挥就近、知情、人熟三大
优势，在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发挥了屏障
作用。

党群携手打响人民战争

沈阳市公安局在打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之际，成立了 2361 个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盛京义勇”战时党支部和 19608 名党员组
成的突击队，充分发挥了支部的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 33 . 3 万志愿者全
面打响党群结合、心手相牵的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筑起了抗疫的铜墙铁壁。

在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盛京义勇”队
伍深入开展疫情宣传、排查、监测、管控等工
作，构建了卡点盘查监测战线、重点人员溯源
核查战线、社区（村屯）联防联控战线和社会
面整体防控，同步推进的战“疫”格局。

据统计，截至 3 月初，“盛京义勇”志愿
者先后排查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接触者等
重点人员 5772 人，其中武汉来沈人员 1488
人；管控车辆 51617 台，牢牢守住了社区
（村）和乡村道路这一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防线。

战“疫”，沈阳有支“义勇军”

无人餐车传递“上海温度”
▲快递员和外卖员在领取免费食品。近日，上海市港汇广场门

口设置了两辆无人值守爱心餐车，餐车上装满了周边商户和居民
主动送来的各类餐饮食品等，免费提供给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
人和交警等，感谢他们在疫情期间坚守一线。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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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3 月 4
日电（ 记者吴宇、许晓
青、王婧媛）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来袭，上海 20 余
万名疫情防控志愿者积
极行动，在疫情防控行
动中诠释“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

1 月 28 日，上海市
志愿者协会通过网络和
社交媒体，向全市各级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
发出了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的倡议书。

截至 3 月 3 日中午
12时，上海共发布 6786
个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
目，招募疫情防控志愿
者 206907 人，累计服务
时长超过 837 万小时，
人均服务超过 40 小时。

在社区，防控志愿
者承担起体温测量、人
员排查、口罩登记购买、
隔离安置、防疫宣传、楼
道消毒等工作；在交通
枢纽和重要道口，疫情
防控志愿者参与车辆疏
导、信息登记、体温检
测、秩序维护、外语翻译
等；在网络上，疫情志愿
者积极开展防疫辟谣、
科普宣传、课程辅导和
心理疏导。

据不完全统计，上
海 20 余万名疫情防控
志愿者中，35 岁至 60
岁的志愿者占比 45%
左右，60 岁以上的志愿
者占 38% 左右，35 岁

以下的志愿者占 16% 左右。防疫宣传、平安守
护、医疗卫生、文明劝导、应急救援成为志愿者
重点参与的服务项目。

62 岁的退伍军人张志勇，坚持 18 年捐资
助学，曾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称号。面对突发
疫情，他号召“张志勇公益服务社”旗下的众多
志愿者报名参加社区疫情防控，自己更是身先
士卒，每两天就去一次铁路上海南站，值守在西
北门出口，对来沪人员开展信息登记核查，每次
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2 点。张志勇还主动捐献了
一个月退休工资作为特殊党费，用于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

“90 后”的应惟怡是值守在上海火车站的
一名志愿者，主要任务是帮助做好来沪人员的
健康登记工作。每次有紧急任务，只要在志愿项
目群里一发，瞬间就被小伙伴们“秒杀疯抢”。

华东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组成的志愿者团
队，面向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子女，提供一对一
专门辅导，缓解了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后顾
之忧。

“益社线上志愿小组”用鼠标和画笔，开辟
出“网上谣言粉碎机”等志愿服务项目。他们在
疫情不同防控阶段制作的新媒体产品，图文并
茂、简练清新，吸引了不少网民阅读并转发。

金山区志愿者以方言小喇叭、农民画等接
地气的方式，向当地居民普及疫情防控知识；青
浦区、虹口区的志愿者为社区居家隔离人员提
供“志愿代办”精准服务。

为了确保 20 多万名疫情防控志愿者自身
安全，上海加强物资保障，加强培训保障，加强
保险保障。一个多月来，上海市志愿服务公益基
金会已筹措捐款资金 385 . 15 万元人民币，募
集和采购防护口罩 8 0 . 3 5 万只、乳胶手套
66 . 12 万只、一次性雨衣 4 . 95 万件、消毒液
1 . 69 万桶以及防护服、护目镜、体温计、面罩等
物资，送达武汉及上海全市各区文明办和志愿
者协会。

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坚持“安全第一”原则，
在网上发布了新冠肺炎预防指南培训课件，并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定期发布工作提示，上
海市民政局、团市委分别制定发布《上海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手册》和《关于青年志
愿者组织和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
的工作指引》，强化岗前培训，普及安全防护知
识，为志愿者安全有序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指导。

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协同中国人寿，为全市
参加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提供最高赔付 50
万元人民币的“守护志愿者特定保险”。

“请先登记、测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外区兴业社区三街区，28 岁的李畅戴着口
罩正在卡点维持秩序，这句话他每天都要重
复无数遍。

社区是城市防控疫情的第一线，这里每
天都活跃着一批批志愿者，李畅正是其中之
一。卡点值守、人员登记、秩序维持、消毒杀
菌……看似琐碎，却又必需。别看李畅私下里
话不多，但眼里有活儿，碰上拎重物的，总是
抢着帮送，然后又以最快速度返回卡点。

“我现在就能上岗，有合适的活儿就派
给我。”李畅是一家传媒企业的员工，趁疫
情期间没复工，他主动找到社区报名参加
志愿服务。半个多月来，每天早 8 点到中午
12 点半他都在社区忙碌着。由于管得比较
严，起初有些人不理解，他一遍遍解释，不
厌其烦。“‘防 ’好了，后续工作才能事半功
倍。”他说。

崇俭街道党工委书记赵蔷说，崇俭街道

人口过万，像三街区这样的老旧小区多，基础
条件偏差、人员流动频繁、物业力量不足是通
病，落实防控措施难度相对较大。疫情当前，
志愿者力量极大缓解了防控人员紧张状况，
目前已有约 50 名志愿者加入到一线，人数还
在增加。

志愿者群体中不仅有李畅这样的“90
后”，还有像于庆河这样的“50 后”。70 岁的
于庆河、69 岁的黄玉芹是一对老夫妻，两人
的党龄之和超过 80 年，他们第一时间报名，
投身到平房区上海新村社区的疫情防控工
作中。

于庆河说，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能干一些
力所能及的活。老两口的儿子、儿媳都是防疫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老两口也总琢磨着上“前
线”帮一把。平时两人参加一些卡点值守，不
在卡点时，也会回家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些热
腾腾的饺子、小米粥、红糖水送来。

时下的哈尔滨，夜间最低温度近零下 20

摄氏度。在通宾社区，一个 24 小时不打烊
的小便利店，成为战“疫”新阵营。“以前都
是白天营业。”店主王生说，当他看到工作
人员奔忙在寒冷天气里，便找到社区负责
人，一是要帮着执勤，二是便利店供值守者
无偿使用，夜里取暖、休息，用桌椅、电源等
都没问题。

社区人员和志愿者的付出，大家看在
眼里，暖在心里，也把感激和关心化为行动
上。和平社区志愿者陶钰萍从大年初一开
始坚守至今，一些居民送来口罩，还有人放
下几箱牛奶、水果转身就走 ，连名字都
没留。

上海新村社区 402 库家属楼居民岳红
说，虽然这些志愿者戴着口罩看不清楚是
谁，但正是有了他们，社区居民才能过得更
安全、更安心。

（记者强勇）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4 日电

不 知 你 是 谁 ，知 你 为 了 谁
哈尔滨社区战“疫”志愿者群像

（上接 1 版）

产销对接，农业农时不能误

春节前后，正是脐橙热销时。今年受疫情
影响，湖南新宁县枧杆山村贫困户何英富望
着销售无门的“黄金果”，急得上了火。

“老何，别担心，你的脐橙，我们帮你销。”
长沙理工大学驻枧杆山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宋
刘斌和队员们利用电商平台和线下“以购代
捐”方式，为村里贫困户家的脐橙找到了
销路。

疫情发生后，不少帮扶队员化身网上推
销员、村干部当上了农资物流配送员。畅通渠
道、对接产销、用活电商平台，让疫情防得住、
产品出得去、农资进得来。

销售难题有缓解，农业生产也不敢误。
当春时节播种忙。受疫情影响，重庆潼南

区小渡镇高坝村的脱贫户李晓强没法出村买
农资，可他依然在自家蔬菜地里忙得起劲。

“这两天，3 亩多蔬菜种子就能全部播
完，里面有瓢儿白、四季豆、豇豆……”李晓强
说，多亏了村干部把种子送上门，否则地里就
只能长草了。

草，却是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人王云兰的
牧场里当下最急需的。“运输公司没有复工，饲
草采购基本中断。”王云兰是东乡族自治县龙

泉镇大岭前进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她说，牧
场有 300头牛 3月份就要出栏了，急等饲草。

东乡族自治县，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王云兰的公司
年出栏 5000 头牛，吸纳周边 24 个贫困村的
合作社入股，带动贫困户 2000 户。

“村里有不少贫困户入股，还有不少贫困
村民在公司带动下发展养殖业增收。”龙泉镇
中岭村党支部书记马进华说，再难也绝不能
掉链子。村里通过微信群求购，不到两周时
间，就筹集了 5 万斤饲料，给王云兰解了难。

靠实干解实难，是全国各地在特殊时期
战胜疫情影响的关键所在。

精准施策，脱贫增收不能缓

贵州乌蒙山深处，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清早，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五里岗

街道梨坪社区 45 岁贫困村民李世忠便来到
蔬菜基地，开始播种今年的早熟洋芋。

和李世忠一起忙碌的有 20 多个村民，翻
犁、播种、施肥、盖膜……大家戴着口罩，保持
着适当距离，熟练地在地里劳作。

“大家各干各的，不要聚起摆龙门阵。”梨
坪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章明不时提醒着。他告
诉记者，为抢抓农时，保证群众增收，社区早
早开始筹划、组织春耕，“现在种下去，亩产在

3000 斤左右，4 月底就能错峰上市，价格是
平时的两倍。”梨坪社区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7 户 328 人，其所在的威宁县是深度贫困
县，全县目前还剩余 3 . 83 万贫困人口。

“绝不能等到疫情结束了再来抓脱
贫。”元宵节刚过，甘肃东乡族自治县龙泉
镇拱北湾村第一书记邓文涛就忙活起来。

靠着劳务输出、特色农产品种植和牛
羊养殖，2019 年底拱北湾村实现了整村脱
贫。“刚刚脱贫的群众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
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生产生活。”
邓文涛说，两个“战役”一起打，疫情防控不
能停，帮扶生产更不能等。

在重庆，对于患新冠肺炎的贫困群众，
区县扶贫部门和结对帮扶干部跟踪了解救
治情况，民政部门按低保标准 2 倍按月发
放临时救助金。在甘肃，对一些无法外出务
工的贫困群众，扶贫干部搞起了微信视频
课，在线进行技术培训和防疫学习，帮大家
提升技能积极充电。

宁夏西海固、甘肃临夏、湖南湘西、贵
州威宁……中国地图上这一块块被贴了多
年贫困标签的区域，正在以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奋斗姿态向贫困作别，向着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阔步迈进。 （参与记者：
王朋、李松、周楠、孙仁斌、刘智强）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4 日电（记者
高博）“你们，一个向险而行，用行动
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高尚医德与职业精
神；一个不让须眉，以担当鼓舞带动
基层民警辅警英勇奋战、不退火线，
让‘天使白’与‘警察蓝’，变成这个春
节最靓丽的情侣衫……”

近日，身在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抗
疫一线的王飞惊喜地收到了一封慰问
信。这封信来自王飞的家乡河北石家
庄市公安局。“收到这封信后，感到很
激动，也很温暖。我和妻子只是在岗位
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但组织给了我
们太多关心和惦念。”王飞说。

48 岁的王飞是河北医科大学第
三医院副院长，也是河北省第五批援
助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武汉江岸方
舱医院副院长。王飞的妻子张立立是
一名警察，在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

当河北省组建援助湖北抗疫医疗
队时，王飞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
“作为一位医者，初心未曾忘，誓言仍
在心，面对疫情肆虐，责无旁贷。”王飞
告诉记者，他请缨支援湖北也受了妻
子的影响，爱人的行动更加鼓舞了他。

“ 1 月 23 日，疫情防控阻击战刚
刚打响，河北省公安厅启动省界二级
查控，我爱人第一时间冲到前沿，给平
山古月检查站送去药品、防疫物品、食
品等物资，她的行为感染了我。”王
飞说。

2 月 10 日，王飞带领河北 305
名医护人员顺利抵达武汉，随即进驻
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江岸方舱医院共
有 1000 张床位，医疗救治工作主要
由当地的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河
北、天津、江西医疗队负责。其中，河
北医疗队负责江岸方舱医院 A 区
577 张床位的医疗救治工作。

王飞喜欢在日记里分享他在武汉
战“疫”的点点滴滴。当看到姑娘们剪
掉一头秀发，厚重的防护服和护目镜
勒出的深深压痕时，王飞在日记里写
下：“她们的眼睛黑白分明，又五彩斑
驳。随着黑色的长发纷纷飘落地面，那
额头越来越开阔了，这是此刻在武汉
最美丽的发型了吧，真的是一群帅气
的女孩……”

2 月 17 日中午，江岸方舱医院内
热闹非凡。王飞带领医疗队医务人员
为 2 月过生日的患者及医务人员在方
舱里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集体生日。
为避免人员聚集，8 名患者作为代表
参加了主场活动。

“给患者和医务人员过集体生日，
主要是为了缓解患者们的心理负担，
提高乐观抗病的信心，增进医务人员
与患者之间的感情。”王飞告诉记者。

作为家属，张立立深知一线的凶险，时刻牵挂着王飞和
一线兄弟姐妹的安危。虽有太多不舍和担忧，但更多的是坚
定支持。张立立说：“为了避免丈夫工作分心，从他出征武汉
的那一天，就给自己立下铁规：上班时间不能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不干扰他一分一秒的工作。”

“公安民警疫情防控任务也很重，我受组织委派，目前
在基层分局与一线民警同吃、同住、同战斗。上班时候还好，
但回到住处休息后，我总会忍不住想了解丈夫的情况，吃得
如何？身体还好吗？”张立立告诉记者，“为了不让前方有后
顾之忧、不让后方家属担心，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党委给
我们家属带来了太多温暖，除了介绍最新前线情况，还定期
配送蔬菜和慰问品。”

在武汉的这些天里，王飞看到了必胜的希望。王飞
说，希望来源于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还有方舱里坚强、
乐观的患者们，他们对战胜病毒充满信心，还有那些默
默无闻，坚守在武汉的普通人。“在方舱里，我真正体会
到什么是同舟共济，而这正是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

截至 3 月 2 日，已有 421 名患者从武汉江岸方舱医院
出院。王飞说：“疫情不止，我们不撤。疫情消散，我一定带着
咱们的白衣战士，平安回家。”

冬去春来，张立立从未像此刻这么期待春天。“春暖花
开时，我一定去机场，迎接这支英勇队伍凯旋。”张立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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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妈妈”的守护

▲在湖北省潜江市妇幼保健院，苏卉穿上 40 多斤重的
铅衣，陪同点点做床旁胸片（2 月 28 日摄）。

小女孩点点 2 月 12 日出生在湖北省潜江市妇幼保健
院，由于妈妈被确诊新冠肺炎，一家人全部接受隔离，点点也
住进了保健院的隔离病房。来自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医学科的医生苏卉为了让孩子的母亲安心治疗，主动
当起了“临时妈妈”。经检查，点点各项身体指标正常。在苏卉
无微不至的照顾下，2 月 29 日，点点出院与家人团聚。临别
时，苏卉在写给点点的信中说道，她愿像动画片中的“大白”

一样，照顾点点，希望点点健康成长。 新华社发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