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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纷纷送来爱心物资

防疫卡口有个免费“小超市”
◇罗鑫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文/图

广德市新杭镇S215和S10处有一防疫卡口，该卡
口自1月26日启动运行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周边群众自
发捐赠各类物资，很多人甚至不愿留下姓名。面包、泡
面、水果……一段时间以来，在卡口后的休息室就摆满
了各类食物，俨然成为了一个“小超市”。

“来，都没吃饭吧，快尝尝。”2月4日晚上8点多，防
疫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值班，他们的“小超市”里来了一位
特殊的“客人”。

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送来了红枣煮鸡蛋。“嗯，真
好吃。”90后的陈家根一边吃着红枣煮鸡蛋，一边回答
老奶奶，老奶奶看着他吃的那么开心，心满意足地笑了。

据了解，这位老奶奶也是防疫卡口附近的村民，看
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那么辛苦，便在家里煮了这红枣鸡
蛋，为他们送去属于自己的一份心意。她的到来，也让
这个“小超市”多了份“家”的温暖。

自新冠肺炎阻击战打响后，新杭镇在通往宜兴市、
长兴县的主干道上设立了执勤检查站，对入境车辆开展
24小时值守检查。执勤工作人员冒着寒风，认真履职
尽责，坚持不漏一车、不漏一人，顶着寒风与冬雨。值班
实行三班制，工作人员常常在路边一站就是七八个小
时。“值班结束后腰腿酸麻，回家的路上都能站着睡着。”
工作人员陈家根告诉记者，虽然很辛苦，但看到附近老
百姓自发送来的物资，便觉得什么累都值了，也暗下决
心要守护好这广德北大门。

“有了他们的支持，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在广
德市新杭镇S215和S10防疫卡口一线的帐篷里，防疫
卡口负责人一边吃着泡面，一边向记者说道。

据悉，对各类群众捐赠的方便面、饮料、水果等爱心
物资，该卡口工作人员一直做好登记记录，统一物资管
理和调配，确保物资不浪费、全部用在防疫一线。

防疫志愿者活跃在一线
◇本报记者 余庆

在我市的各村村口、主要道路卡口，总能看见一
批穿着红马甲、带着袖标的防疫人员，他们劝返外来
人员，为过往村民登记、测体温，他们是防疫一线一支
重要的力量，他们有个最美的名字，叫“防疫志愿
者”。在这次疫情中涌现出很多优秀志愿者，他们一直
忙碌在防疫一线。

2月16日上午，沿着水阳江北大道一路向东，就来
到了宣州区五星乡庆丰村的路口，路口一条红色的标语
分外引人注目，提醒外来人员和车辆禁止入内。村里的
志愿者金维学正和同伴们劝阻试图进入村子的外来者，
并劝说村民们从村里规定的路口通行。“虽然给村民们
出行带来了不便，但是大家也都能理解。部分路口封闭
后，有些村民得绕上近两公里的路。”从春节到现在，金
维学已经当了近20天的志愿者。2月15日下午，金维
学又协调和自费采购了一些医疗物资交给了村里的村
医。疫情期间，金维学成了忙人。“我是老党员，这个时
候我不上谁上？我不干谁干？”

1月30日，团市委发布了志愿者招募公告，金维学
看到后马上报了名，第二天就被安排到他所住的宣州区
城东社区担任城东社区青年防疫志愿服务队队长。从
上门量体温到电话联系外来人口登记，再到公共场所劝
导市民戴口罩。每天都要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九
点。在他的带领下，城东社区这支15人左右的志愿者
队伍成了社区防疫工作的重要力量。“最让我感动的就
是那些大学生志愿者们，只要一有空就过来报到，任务
完成了还会来找我问问有没有新的任务，还有的志愿者
看到没带口罩的老人，干脆把自己的口罩送给他们。”金
维学说道。

在城东社区忙碌的同时，金维学老家所在的五星乡
庆丰村防疫工作也在有序开展，在和社区沟通后，金维
学又来到了村里担任志愿者。

“老金的儿子也加入到志愿者防疫队伍中，直到上
班才离开村子。”庆丰村治保主任陈永红告诉记者，庆丰
村是城区的菜篮子，很多村民靠外出卖菜为生。加上
村子被水阳江大道一分为二，路口众多，需要大量的
人手对出入村的人员进行登记和劝返。“志愿者们基
本二十四小时在岗，休息吃饭都是轮岗，志愿者们源
源不断地加入，为抗击疫情汇聚起了磅礴力量，撑起
了我们村里的防疫‘结界’，坚定了我们取得抗疫胜利
的信心。”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泾县防控“新
冠肺炎”收治定点医院——泾县医院，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有的前往一线“战场”，有的坚守身边

“阵地”，在疫情防控的严峻时期，时刻佑护着人
民的生命健康。

让我们用镜头记录下泾县医院的“战
疫人”！

疫情发生后，他们积极请战到医院的“发热
门诊”，直接参与抗疫战斗，展现了医者仁心与
责任担当；他们每天都会到隔离病房为隔离患
者做治疗、测量生命体征，还要为隔离患者做好
生活护理和心理疏导。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隔
离衣，每天一穿就是7、8个小时，可他们毫无怨
言，只因患者的需要、患者家人的期盼，只因他
们肩上有着沉甸甸的两个字——“医者”。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宣城5位赴武汉黄陂区蓝天救援队员：

我们争分夺秒抢送防疫物资到位

2月15日，距离宣城蓝天救援队五名
队员出发支援武汉已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当他们到达武汉市黄陂区的物资仓库后，
做了简单的调整，便立刻投入到工作之
中，他们要将来自各地的捐赠物资登记、
接收、卸载、装运，在第一时间将物资配发
到各个需要的医疗点。

◇本报记者 戴丹丹

互相鼓舞暖人心

虽然在物资仓库的条件较为艰苦，然而温暖人
心的事情却一件接着一件，也让队员们一次又一次
看到战胜疫情的曙光。

在五名队员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其实就是陈晓
雨的生日，但大家还都不知道，直到第三天才偶然得
知，苏成龙了解到情况之后，通过朋友辗转买到一个
写有“武汉加油”的蛋糕为她庆生。

“我希望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即使是在执勤任
务，也能感受到温暖，出来后大家在一起就像家人一
样。”苏成龙表示。

看着闪烁的烛光，听着队友们质朴的生日歌，陈
晓雨也感动道：“这是我第一次在武汉过生日，这个
生日意义非凡。”

除了队友之间的相互鼓励和照顾，宣城蓝天救
援队的队员们也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一位
网名为佳艺的网友，担心五位队员的安危，自费为他
们购买了30天保障的安心保险，为他们解决后顾之
忧，而另一位网名为王艳红的网友在自己的朋友群
里主动发起捐款，将更多人爱心送达至宣城蓝天救
援队队员的手中，还有社会爱心人士为营地捐赠
120张行军床……这样暖心的事数不胜数！

“我们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付出都折射出全社会
共同抗击疫情的决心和信心，虽苦犹荣，我们也将继
续为防疫物资到位坚守职责，不负重任。”苏成龙说。

拼尽全力战一线

据了解，在物资仓库，来自全国的蓝天救援队
员统一实行军事化管理，分为转运组、库房组、运
送组、后勤组、医疗组等组别，听从指挥部统一调
配。胡德意、王岳明、李诚三名宣城蓝天救援队队
员被分配在转运组，陈晓雨则在前方指挥部负责
信息的收集和回传，苏成龙在督察组负责纪律言
行的督查。

“每天有几十车的物资到达仓库，我们要以最
快的速度完成分发装卸任务，一车物资装卸下来全
身湿透是常有的事，一天下来湿了干，干了湿，但是
没有人抱怨一句话，因为我们都希望这些医疗物资
能第一时间送往防疫一线。”王岳明告诉记者。

在支援武汉的第六天，2月13日，由于第一批
队友完成任务后调整撤离，转运组的人手少了一
半，而防疫物资又持续到达仓库，三名转运组的队
员从早上一直忙碌到晚上九点，60斤一桶的消毒
液从车上往下拎，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控制桶下
滑的速度，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桶的重量惯性带下
车去，十分危险。

工作强度高，有人腰部受伤，有人手臂肌肉拉
伤，但他们依然斗志昂扬，坚持到底，晚饭也是匆
匆扒了几口便继续工作。胡德意说：“我们调侃自
己就是一头牛，拼尽全身力气做事情，为武汉加
油，为中国加油！”

条件艰苦勇担当

在物资仓库，宣城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需要
面对的不仅是高强度的体力支出和工作压力，还
有来自生活上的难题。

队员们到达武汉后，在仓库搭建的临时帐篷
内休息，由于生活上的物资都是自备，因此出发
前宣城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也带了一些食物和
棉被，晚上他们将自己带的硬纸板铺在仓库水泥
地上，再铺上一层棉被，这就是他们简易的小窝。

“刚来的前几天还没有通热水，我们每天出
汗但洗不了澡，早上没有热水，洗脸只能用冷水，
没水泡面就吃锅巴干咬。第四天才通的热水，营
地也开始为我们供应食物。”李诚告诉记者。

在营地如何洗澡，王岳明更是研究了一套自
己的方案，因为在仓库的所有蓝天队员都要预防
感冒发烧，如果一个人发烧所有人都要检查身
体，后续工作难以开展，王岳明说：“我们首先要
保证自己做好预防不能生病，洗澡间是一个铁皮
房，漏风，水也不是很热，所以我们都是先洗头不
脱衣服，洗好再洗身上，这样缩短时间，不然容易
冻感冒。”

“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
情，也做好了吃苦准备，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争分
夺秒把物资送到医院，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付
出才有价值。”胡德意说道。

致敬“战疫人”
◇宋志成/文 本报记者 叶竞文/图

图①，入驻隔离病房后，他们每天
不知道要在这条长 30 米的走廊上往
返多少次。

图②，加油!为坚守岗位奋战一线
的自己和“战友”鼓劲！

图③，“发热门诊”，24小时敞开，
24小时值守，只为守住最重要的安全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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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送来的爱心物资放满防疫卡口。

蓝天救援队员卸货爱心防疫物资蓝天救援队员卸货爱心防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