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知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潜伏期长、传染性大，也具有不可
知性和不确定性。

如果说原来的疫情确诊病例发生
在湖北、发生在武汉，离我们很遥远的
话，人们虽然嘴上吆喝着疫情防控，还
心存侥幸，却并不真当回事。有的村
民还误认为出入登记、测体温是镇村
干部给自己“出难题”、“公报私仇”、

“穿小鞋”。
后来，疫情又进一步发展到相邻

的洛阳、焦作等地市，地理距离已接近
身边了。

2月3日，对济源人来说，却不啻
“响起一声平地惊雷”！——真的“狼
来了”！

这天，疫情突兀迫近！
——济源王屋镇发现2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之后，
雪上加霜，济源确诊病例很快增至5
例！

——最初两个确诊者为夫妻俩：
男性来自武汉某饭店，从事海鲜宰杀
职业，是他本人返乡后把妻子给传染
了！

——并且这位确诊者到处跑，所
有密切接触者、间接接触者全都需要
实施紧急隔离！

不巧，我所包的张庄村正好有两
户3人可能与这位确诊者有过间接接
触！

非常时期，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
无。

2月5日上午10:00许，镇里的疫
情防控的晨会刚刚结束，我就火速赶
到张庄村疫情防控检测点，在镇党委
副书记齐伟和镇工会主席任振民的带
领下，伙同管区主任赵随富，村支书史
海艳，村委会主任李兴火，村干部刘培
玲、成国语、村医周强等人——周强立
马穿上了专门的医用防护服，一同火
速赶往他们居住的地方，现场实施对
这两户3人的强制隔离！

在村干部的引导下，我们一行人
首先来到这户李姓人家，当面核实了
解情况。女主人王某这才告诉我们：
她也是昨天晚上才得知她家与确诊病

例可能有间接接触的有关情况的。我
们异口同声地当面厉声责问她：“你为
何不早一点把情况告知我们？！”她和
丈夫自知理亏，尴尬得脸红脖子粗，无
言以对。

据王某交代：“我家外甥女赵某
梅（音，思礼镇庆华村人），以及我丈
夫的妹妹李某香、妹夫孔某战（音，承
留镇孔庄村人，住在承留小区内），在
大年初一那天，来到张庄村敬老院看
望60多岁的老母亲（我姐）王某芳，
最后全部人员聚集在我家吃团圆
饭。晚上，赵某梅把老母亲接回家过
年，第二天又把王某芳送回张庄村敬
老院居住。”

据济源市示范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查明：赵某梅在济源火车站开了个
理发店，曾经给王屋镇的那位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理过发。赵
某梅属于密切接触者，接触赵某梅的
人员属于间接接触者。

问明核实情况之后，我们当场对
王某、李某夫妇实施了现场隔离。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张庄村敬老
院，见到了院长王宣生等人。当场问
明核实情况之后，因为现在仍旧居住
在此的王某芳属于半自理人员，无人
接收，只得对王某芳实施单独现场隔
离：单人单间，专人服务，专用碗筷，卫
生间使用之后及时消毒，服务人员与
王某芳保持安全服务距离 1.5 米之
外。要求院长王宣生作为监护人，必
须锁好大门。同时进一步要求，凡是
接出敬老院的老年人，不得二次返
回！王宣生本人不得与敬老院中的其
他人员进行接触！

非常时期，理解万岁！
所有隔离工作完成之后，在场的

镇村干部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下午返回镇里之后，我根据镇领

导的指示，专门赶写了《关于承留镇张
庄村王某勤、李某安夫妇隔离的情况
说明》，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主要经
过、落款、联系人及联系手机等一应俱
全，生怕有一点疏漏。

非常时期，各村都按照镇党委、
政府“红事延期、丧事简办”的要求，细

致周到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认真
履职履责，不得有一点麻痹大意。

南勋村支书成维信告诉笔者：村
民成艳军的儿子原定正月十六结婚，
正值疫情期间。村干部通过做耐心的
思想工作，家人做出了延期举行婚礼
的决定。这个时间段，南勋村先后有
5位老人去世，全部简办：不待亲、不
请土工、不聚集，自家人挖坟掩埋老
人。北勋村有一位老人去世，不动亲
戚邻居，从火化到埋葬，全程都由弟兄
三人操办。

“群众利益无小事”。三皇村村委
主任吉东方，老父亲在疫情期间晚上
10：00不幸去逝，只停了一晚上零一
天就火化了。为了避免亲戚聚集，暂
时没有举行葬礼。把老人的骨灰刚运
到家，吉东方擦干眼泪，马上就赶到村
里的疫情防控检测点上岗值守。

还有花石、李八庄、栲栳、安腰、当
庄、南姚河东、河西等村和6个社区，
都发生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

在承留镇，在今年春节，像这样
“不近人情”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了。

作为守护乡亲平安的工作人员，
我们是来为村民服务的。说实话，谁
愿意这样做呢？但疫魔当前，人命关
天，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哲人说：幸福是对比出来的。
说起来我们到村区值守还算幸

运，两个包村（社区）干部一轮一天，还
能有个休息时间，喘喘气，洗洗衣服，
干个家务什么的。

最艰苦的要数承留镇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全体人员了，这里是全镇
疫情防控工作的“中枢神经”。他们
在党委委员、副镇长段玮娜的带领
下，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印发报表、
汇总数字、总结全天工作，安排明天
的工作。事务繁杂，细致入微，很劳
累人。

当他们忙完一天的工作，早的时
候往往是晚上10:00多了，迟的话，常
常会加班忙碌到凌晨一两点钟，也不
算稀罕。

第二天8:00，他们还要准时上岗
没商量！

薛小龙与李涛一道，参与筹建承
留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组织镇村医生
冲在全镇疫情防控一线，回答群众咨
询；指导返乡人员隔离，负责发热病人
转运；对全镇55个卡点上的镇村区党
员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对富士康集中
隔离点现场指导；想方设法，及时、足
量准备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疫情防
控物资……

有一天晚上11:00多了，我在全
镇的工作群里，看到了这样一个令人

“泪目”的视频：身为承留卫生院副院
长的李涛，在指挥部刚刚忙完一天的
工作。此刻，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办
公室里，才开始与妻子视频。夫妻俩
你一言我一语，既感人又暖心。

指挥部里的年轻人一个赛一个！
他们一个个忙得脚不沾地，亏欠的总
是家里的父母双亲，孩子和妻子或者
丈夫！

指挥部副主任苗海平习惯了像陀
螺旋转的高强度工作，早把自己患有
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身体忘得一干二净
了；李冰青因为忙于工作，与爱人商量
后主动推迟婚期；李瑶瑶负责信息报
送、文件起草、宣传材料收集等项事
务，忙并快乐着；闫雷战负责表格数据
的收集汇总，一丝不苟；郑红梅孩子
年幼，公公脑出血，却不能近前照料；
赵郑母亲重病，却不能于病榻前尽
孝；杜小广负责所有隔离人员的村医
医学观察和数据收集工作，这位家里
的“顶梁柱”成了防控一线的“主力
军”；张超杰负责返乡人员隔离观察
医学报表的收集、整理、上报工作，忙
得不亦乐乎……

“忙，忙，忙”！机关干部下班了，
他们却还要加班加点，时常忙至深夜
一两点钟。餐厅的厨师们下班走了，
他（她）们累了就在椅子上闭闭眼，饿
了就啃点方便面，喝点白开水……

承留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同志
们，分外忙碌辛劳：他们24小时一线
值守，第一时间传达示范区指令，安
排部署工作，解决各类“疑难杂
症”……

常小虎、李田、赵景星和我等数
位老同志，再有三两年就告老还乡
了。但孔国全、孙天战、赵小同、聂中
和等几位老同志，他们的退休时间眨
眼就要到了。可是，为了打赢全镇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他们甘愿日夜奋战
在全镇的疫情防控第一线，昼夜默默
付出着，奉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领导率先垂范，党员干部紧紧跟
上。

在抗击疫魔的日子里，他们都吃
住在镇机关，与家人十数天没有见过
面。孩子在想念爸爸妈妈，孙女孙子
在想念爷爷奶奶。可是，疫情当前，一
切让路！

这就是疫情防控时期的乡镇干
部！

为了全镇8万名群众的安危幸
福，他们只能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的
一线阵地，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非常时期，万分紧急！镇干部不
易，农村（社区）干部更不容易。

疫情防控期间，一切纪律和规定
都是刚性的，谁也不能逾越违规！

只说疫情距我远 哪知迫近引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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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奋击在 一线战疫战疫济源承留镇：

工作推进会

（下转T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