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集结筑起防疫长城
——“同心战‘疫’永康力量”特别报道（二）

1月8日，在战“疫”一线，志愿者
吴群星过了一个特别的20岁生日。

当日 22 时，吴群星卸完最后一
车物资，和队友们回到了石柱镇防疫
物资发放中心站。一只大蛋糕就摆
在他们的休息室里，上面绘有志愿者
的卡通形象。他打开微信，他的家人
和队友们早已在线上等候了。

“主人公来喽，大家一起给群星
小朋友过生日！”视频接通，许多个声
音一齐响起，深夜的休息室顿时热闹
起来。在队友的祝福声中，吴群星切
开了蛋糕，此起彼伏的《生日快乐歌》
响起来。几点烛火、一点甜蜜，为冬
日里的疫情封控区增添了一层暖色。

2003 年出生的吴群星是我市千
喜救援队石柱抗疫分队中年龄最小
的队员，也是第一批报名进入疫情封
控区的志愿者。出发前，他和队友开
玩笑，做好了在里面过年的准备。

“6 日当天，因为疫情没有上班，
在家看到千喜救援队招募志愿者，我
就果断报名了。不过，我做这个决定
事先没和父母商量。当时永康发生
疫情，父母肯定放心不下，但他们都
是党员，我相信会理解我的决定，所
以我就‘先斩后奏’了。”记者电话联
系吴群星时，他有些不好意思。毕竟
在他出发前，父母都已经在家准备好
了过生日的猪头和鹅。

7 日 13 时许，吴群星披上“战
衣”，全副武装地走进了石柱镇防疫
卡口，在封控区开展志愿服务。从进

入封控区开始，吴群星一行人几乎没
有歇息，他们像陀螺一样奔走在卡车
之间，搬运爱心物资、接应救援物资，
哪里需要搭把手就到哪里去。第一
天上“战场”，他和队友就奋战到次日
凌晨 2 时，一共装卸了 16 万件防疫
物资（如图）。

回程路上，队友忽然提醒吴群星
看微信。吴群星摸出手机一看，铺天
盖地的祝福顿时把他“砸”懵了。他
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 20 岁的生
日已经到来了。简单休整了 3 个小
时后，吴群星和队友又迅速到“老地
方”集中，继续搬运救援物资。

就在当天早上，吴群星收到了第
一份生日惊喜：好友送来的一袋水煮
蛋。他将鸡蛋分给队友，自己留了两
个，剥开后直接放进刚泡好的泡面里，
并打趣道：“按永康习俗，生日要吃鸡

子索面。瞧，我这不就吃上了吗？”
没多久，吴群星就接到了父母的

电话，他这才交代到“疫”线参加志愿
工作的事情，并安慰父母：“爸妈，你
们别担心，我在这一切都好，有大家
一起努力，这里会越来越好！”

惊讶之余，吴群星的父母当即表
示理解和支持。他们叮嘱：“你专心
工作，家里有我们在。我们就是你的
大后方！”

随后，母亲将吴群星身着志愿者
服装的照片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配文
中写满了骄傲：“家有儿子已长成，祝
你生日快乐！健康快乐！”

“你许了什么愿？”记者问道。
“说出来就不灵了。不过我想，

这应该是所有永康人的共同心愿。”
吴群星卖了个关子笑呵呵地说。

从严从紧从快 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战

自我市疫情发生以来，不仅有青年医护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核酸采
样、守护健康，青年警察、机关干部坚守岗位维护秩序、保障安全；还有来自
社会各行各业的青年志愿者奔波在街头巷尾、运送物资；更有青年退役军
人、军嫂主动请缨加入“疫”线战斗⋯⋯他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挺身
而出，迅速成长，在抗疫一线奉献青春力量、书写青年担当。

“00后”志愿者吴群星和队友13小时装卸16万件物资

融媒记者 程明星 高婷婷 章芳敏
通讯员 李争鸣

“您好，非常时期，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通行证！”1 月 10 日晚，天空下着雨，在石柱
镇下里溪疫情防控服务点，见到一辆车缓
缓驶来，一位全副武装的民警抬手示意停
车。车辆停下后，她习惯性地用目光扫了
车辆挡风玻璃的双侧，直至找到有盖章的
永康市疫情防控车辆通行证，才挪开红色
的路障放行。

这位民警叫卢慧宇，1999 年出生，去年
9 月入职，是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的民警。
她从 1 月 9 日开始，就在下里溪疫情防控服
务点值守，负责通行证核查、社会面巡查等
工作。

就在采访的半个多小时里，记者发现，
这位新警还挺铁面无私。哪怕车辆司机是

“熟面孔”，如果没有通行证，一律不放行。
“非常时期，为保障大家的安全，我们

只认通行证。”卢慧宇说。尽管当天收到了
“三区”第六轮核酸检测为阴性的信息，但
她们还是毫不松懈，始终坚持认证不认人，
当好“守门员”。

采访当日，恰逢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 ，也 是 卢 慧 宇 职 业 生 涯 的 第 一 个 警 察
节。“能在疫情防控一线度过警察节，对我
来 说 ，这 样 的 仪 式 感 更 有 意 义 。”卢 慧 宇
说。该服务点边上有一个简易帐篷，里面
只有一张简单临时折叠椅加一条小棉被。
这就是卢慧宇和队友执勤期间临时休息的
小窝。但为了工作，她和队友难得进去休
息，冷了原地跺跺脚，跑一跑，转身又投入
工作中。

“95后”民警卢慧宇在
服务点迎接警察节

“你们记得留意一下我，有需要的话，请
优先安排我去隔离点值守⋯⋯”1 月 12 日上
午，退役军人、大学生姚嘉迅在电话里再三
请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希望到疫情一
线参与防疫防控工作。

姚嘉迅今年 21 岁，石柱镇姚官村人，
2019 年入伍，在云南某部队服役，去年 9 月
退役后，便回大学继续上学。1 月 11 日，他
放假回到了永康，考虑到疫情管控没有直接
回村，而是暂时住在城区亲戚家。

身为一名退役军人，看到家乡正遭受疫
情侵袭，姚嘉迅很想出一份力：“我打镇人武
部电话，得知市里有一支‘退役军人红星突
击队’，便第一时间跑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报名了。”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他介
绍，如果进入隔离点值守，就要执行 21 天

（14+7）的闭环防疫防控措施，说不定连春节
都要在隔离点中度过。问他行不行？

姚嘉迅铿将有力地回答：“没问题！”
有人问他：“你不怕这病毒传染吗？”

“要说一点不怕那是假话，但我是退役
军人，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在部队时是首
长发布命令，现在看到退役军人红星突击队
在行动，我也应该跟他们一起，冲在最前
面！”姚嘉迅回答道。虽然戴着口罩，但他坚
毅的目光里透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
换装不换心”的力量。

“00后”退役军人姚嘉迅
主动请缨支援防疫一线

1月12日上午，记者电话联系上
马忆玲时，她刚刚结束采访工作回到
镇驻地（如图）。

“今天零时开始，我市疫情管控
‘三区’范围有调整，早上和同事去村
里采访，得抓紧写稿，下午还有任务
呢。”马忆玲是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
同时还是一名军嫂，她的先生在南京
某部队服役。

1月9日，原本已是单位“战‘疫’
采访党员先锋队”成员的她主动请缨
前往“三区”蹲点采访。当天下班后，
她匆匆回家收拾行装，挥别家中 15
个月的儿子稻稻，奔赴疫情防控一
线。“或许他只是认为我去上班了。
我承认，关上门的那一刹那，我或多
或少有些不舍，下次抱抱稻稻估计得
在半个月后。”马忆玲说。

不多久，得知马忆玲即将前往
“疫”线，她的先生发来消息：“你那么
热爱你的新闻事业，无论你做什么选
择，我在背后都会支持你。千万要注
意做好防护措施，老婆，加油！”

“我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军
嫂，关键时刻就该靠得住、顶得上。”
马忆玲表示，跟绝大多数军婚家庭

一样，她与先生也是聚少离多，除了
探亲时短暂小聚外，平日只能靠电
话和视频联系。见到先生发来如此
暖心的一段话，这位年轻的军嫂，眼
眶瞬间红了。

进驻“三区”后，马忆玲和同事们
便开启了“白+黑”模式，白天外出采
访，晚上常常赶稿至凌晨一两点。

来到“疫”线后，大大小小的新
闻线索很多，这让马忆玲忙得脚不
沾地。但她并没有为新闻而去写新
闻。她善于发现大背景下的细节，
寻找新闻品质的突破。“我们处在战

‘疫’一线，需要挖掘的是有品质的
新闻，带给读者真正想知道的，或者
是疫情防控战的永康答卷。”马忆玲
说。

“除了没有地方洗澡，这里其他
一切都还好。”尽管身为女性在“疫”
线采访，会遇到一些小困难，但马忆
玲总是一笑置之。在她看来，跟一线
执勤人员的工作相比，她们都不算是
最辛苦的。

我们采访中发现，马忆玲眼袋肿
了、眼圈黑了。这位往常每天都会打
扮得很精致的女生，此时变得有点邋

遢、憔悴。和她一起奋战“疫”线的同
事搭话说：“她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
了挖掘新闻线索上，常常因为采访写
稿忘记吃饭时间，泡面是她这几天吃
得最多的主餐。”

结束完采访后，马忆玲和同事又
立即投入了采访一线。

在疫情面前，她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新闻人永远在现场”的初心，展示
了一名军嫂的风采与担当。

“90后”军嫂马忆玲开启采访“白+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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