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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紧从快 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战

“大白”爬梯核酸采样 话筒缠头解放双手

疫情当下，有人冲锋在前，轰轰烈烈；有人幕后奉献，默默无闻。党员干部们平凡的举动却能让人
感到如此与众不同，他们用实际行动感染人、号召人，书写别样的抗疫精神。

乍看惊讶、费解、忍俊不禁，细品又让人暖心不已。这些“特殊”的姿势似乎在告诉大家：无论你身
在高空还是隔离点，只要你在永康的任何角落，总有一群人在身后为你保驾护航。

这样一抹“红”温暖所有人

“大白”爬梯 4米 隔窗检测核酸
“快把窗打开，快把嘴张开。”1 月 8

日下午 4 时，一幕奇特的景象在西城街

道童宅村上演：一个略显笨重的“大白”

扒在梯子上，费力抬起手中的采样工

具，在 4 米的高度为窗内居民完成了核

酸检测。

时间倒转到两小时前。彼时，市中

医院医共体西城分院医护人员吕夏楚

被委派前往六个村采集核酸样本。“你

好，我是中医院医共体西城分院的医护

人员，现在过来给你做核酸检测。”一路

上，吕夏楚通过电话通知六个村的隔离

人员，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这是吕夏楚头一次下村采样。没

曾想在第二站就卡壳了：童宅村的检测

对象杨女士被隔离在二楼，房屋门锁损

坏无法打开，杨女士的丈夫也不在家。

电话那头，杨女士有些不好意思：“要

不，你先去别家吧，晚点再来我这。”说

完便回到了屋内。

“接下来还有好几个村要跑，其他

隔离人员都在等着我，不能耽搁了。”想

到这里，吕夏楚一咬牙，毅然爬上了村

民为她找来的梯子。

“其实我有点恐高。”事后，吕夏楚

向记者坦白，“说不害怕是假的。我一

心盼着赶紧做完赶紧下地。”

翌日，记者连线了隔离人员杨女

士。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杨女士又惊讶

又感动：“真没想到她会这样上来！”刚

隔离时，杨女士的心情还是很紧张的，

也有些低落。“后来通过手机，知道了现

在所有人都在齐心抗疫，何况还有这样

的医护人员在身边，我觉得特别安心。”

杨女士说。

当晚 8 时，完成六个村核酸采样的

吕夏楚回到了工位上。对于一名特殊

时期的医护人员来说，这个夜晚还很漫

长。“这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学医，可以

为大家做点事。”这个 24 岁的姑娘乐观

地对记者说，“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永康的春天会更早地来临。”

话筒缠头 独特造型让人好笑又心疼
1 月 8 日晚，一张“疫”线的工作照

刷屏了永康人的朋友圈。与这两天

“疫”线感人的照片相比，这张照片让人

一看难免忍俊不禁。照片上，一位工作

人员坐在电脑前，头上绑了一个电话座

机的听筒，双手正在快速打字。

“请问，1 月 1 日以来，有没有去过

石柱、前仓、黄棠这些地方？核酸检测

做了吗？做了几次？”照片中的主人公

是高镇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程翱飞。记

者见到他时，他正忙着核对汇总各种涉

疫信息，只见他嘴巴不停地说话，双手

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着，而电话听筒则

用警戒线隔离带绑在头上，独特的造型

引起了同事们善意的取笑。

据了解，与我市其他社区工作人员

一样，自我市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响应以

来，程翱飞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疫情防

控，而照片中的他正在围绕大数据开展

流调溯源（电话回访核查）。

“工作量大，打电话时单手操作电

脑不方便，当时我想着把听筒固定住，

就可以腾出手来操作电脑，打字和打电

话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程翱飞告诉

记者，一手要拿听筒，一手要做记录操

作电脑，真是忙不过来，为了解放双手，

提高工作效率，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好笑，但其实

我们都特别理解，也感到心疼，因为大

家也都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来工作。”旁

边的同事周慧莉说。

据了解，在此之前，程翱飞和同事

们就一直在进行与北仑疫情相关的排

查工作。1 月 7 日开始，身边的同事都

前往核酸采样点增援，社区就安排他和

另一位同事留守排查。面对 500 多个

排查电话，程翱飞两人奋战到次日凌晨

3 时，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工作岗

位。

“这样的造型照片最初是 8 日晚同

事发到朋友圈的，不想刷爆了朋友圈，

大家觉得既好笑又心疼。”高镇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主任胡春华向记者介绍，

“信息核对等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一天

电话打下来，手都酸得拿不住电话筒，

另外一只手打字也非常不方便，程翱飞

这个办法解放了双手用于操作电脑，工

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一副拐杖支起
防范区的“守护墙”

东城街道 1 号办公楼 2 楼，时

常能听到“哒哒哒、哒哒哒”的声

音，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是东城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章雍匆匆穿梭

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忙着协助统筹

安排人员及物资调配等。而这声

音，来自他夹在臂下的那副拐杖。

上个月，深夜加完班的章雍

下楼时不慎从楼梯上跌落，造成

左脚脚趾骨折。原本医生建议休

养一段时间，但是疫情来得突然，

他顾不上医嘱，毅然带上“战友”

双拐，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5日起，东城街道黄棠村及黄

棠工业功能区被划分为防范区。

章雍便也通宵达旦在“疫”线上连

续奋战。为了确保及时掌握疫情

前线需求，他的手机保持 24 小时

畅通，有呼必应；考虑到没有电梯

走动不便，章雍索性把办公室的

电脑搬到监控室，就这样在角落

里小小的办公桌上布置了各项任

务；虽然腿脚不便，他还是坚持拄

着拐杖亲自下村入户，布置核酸

检测工作。

参加部署会、设立暖心服务站

点、筹措调配防疫物资、询问流动

人员劝返情况⋯⋯通宵作战成了

章雍的工作常态，“凌晨的永康”也

成了章雍最常见的风景。“不行就

歇上一天吧。”领导、同事的关心，

他却总是摆摆手、摇摇头：“没事，

大家都在一线忙，在家我也待不

住，回来还能搭把手，放心我撑得

住！”说完，他又戴好口罩、拄起双

拐，“哒哒哒、哒哒哒”地忙开了。

然而，即便如此，章雍仍心有

遗憾。他说，很遗憾因为腿伤没

能和大家一起在一线冲锋，但他

会尽全力夯实后勤保障，用双拐与

时间赛跑，守好这堵防护墙。“一个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是老党员，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以身作则，展

现出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先锋模

范力量。”章雍说。

□融媒记者 高婷婷 李欣昌
马忆玲 卢俊龙

1 月 9 日下午，江南街道德汇酒店外，一架高大

的云梯车格外显眼，一个“大白”全副武装站在最顶

端的平台上作业，一直忙碌到深夜。

据悉，该酒店为江南街道启用的隔离点。为了

规范隔离，江南街道对该酒店进行安全防护加固工

作，将窗户改造成与医院一样的半封闭式，确保安全

隔离。由于隔离人员已经入住，里面已经实施封闭

管理，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后就加班加点作业，筑

牢这道安全防线。 □融媒记者 何悦 摄

“大白”高空作业
筑牢安全防线

他们用特殊姿势诠释冲锋在前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