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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与人民群众“零距离”的“对
接点”，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中，
北塔区状元洲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锋开启

“5+2”“黑+白”工作模式，全身心带领党
员干部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带头冲锋 步履不息

状元洲街道地处北塔区主城区，共有
居民2.6万户8万余人，小商小贩及流动人
口众多，特别是辖区有4个农贸市场、1个
蔬菜批发市场、3座桥梁连接双清区和大
祥区，北通新邵，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人员紧缺、防控物资严重不足的局面，
李锋将工作人员分为9个小组，全面下沉
社区。他带头冲锋、担当在前。早晨工作第
一步，全面督导9个社区宣传发动、走访摸
排情况；晚上，他召集班子成员学习上级有
关疫情防控工作的文件精神，过目各社区
当天的摸排实情，分析当天防疫整体工作
和存在的问题，部署第二天的工作。

“老同志，您刚才没有向进出车辆询
问登记，没有测量体温，怎么就把我们放进
来了？”“要是有体温超过37.3°的发烧病
人你怎么处置？”“有突发情况你联系的工
作队号码贴在哪里？”一有空挡，李锋就驱
车对街道的48个住户密集的小区逐个进
行现场“测验”。小区的防控措施是否完全
落实到位？物业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哪些
疏忽？这也是他心里牵挂的事情。对防控存
在大意的物业，李锋当即约谈负责人逐条
指出，并要求疫情防控战时状态，对小区进

出车辆和人员的管控一个步骤也不能少！
对吃了“闭门羹”的物业，他当即提出表扬，
要求当班人员交接班时把优良作风也继续

“交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平安健康。
用脚步丈量状元洲的每一寸土地，

就是李锋每一天冲锋的轨迹图。

细致善为 运筹帷幄

战役打响以来，最难的就是扎扎实
实摸排辖区群众的真实情况。如何让信
息更精准，是李锋始终挂在心头的大事。
他使出“网格作战”法，通过网格化管理
畅通社区抗疫“神经末梢”。每个网格配
备2至3名责任人，通过户籍摸排、大数
据提供，每一户群众的居住情况、人口情
况全部落定于“网格”之上，精准摸排，确
保信息更详实、更准确。

1月31日傍晚，公安大数据向街道
交办摸排一名从湖北返邵的廖先生详细
情况。当时除了知道其住在中驰第一城
外，电话无法联系，且又不是户主，要从
2000多户1万个居民里一天之内找到廖
先生。“哪怕是掘地三尺，一晚不睡，也要
走遍中驰的每一家！”李锋一声令下，迅
速组建一支65人的“紧急摸排小组”，分
片区挨家挨户带头连夜摸排，当东方露
出鱼肚白，廖先生本人也找到了。

当西湖桥社区、资枣社区出现确诊
病例后，李锋立即再次在全街道启动“地
毯”行动，全面深入开展第二轮摸排，要
求工作人员“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以更

加扎实的作风“杀”好“回马枪”，确保调
查结果“更精准、更详实、更全面”。

胸怀大爱 以人为本

李锋时刻不忘切实关注值守工作人员
和自行隔离人员的身体健康保障。他在走
访摸排中，在督导道路卡口值守中，深深体
会到一线同志的辛劳。为保障值守人员健
康安全，他想方设法为工作人员筹集一次
性医用口罩，每天按时发放给大家，自己却
尽量省着用；当权威部门推荐出预防新冠
肺炎的中药时，他第一时间安排街道相关
负责人，为大家配置了方便饮用的冲剂款
中药；了解到居家隔离人员防护措施缺失、
生活物资采购不方便时，李锋召集各社区志
愿者组成“爱心代购队”，为居家隔离人员送
去免费的牛奶、口罩、消毒水、体温计等物资。

“隔离人员会有孤独感、焦虑、甚至不
知所措，我们一定要做好对他们的服务工
作，不仅要在物质上服务到家，还要在精神
上慰藉好，让他们安心度过隔离期”。李锋
这样换位思考着，又专门安排了心理咨询
师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戴上“心灵口罩”。

“病毒怕高温，我们就用团结的热情
消灭它”“冬已去，春可期，让我们在坚守
中期待春暖花开”……当黎明的第一道
曙光洒向状元洲街道，李锋大步迈开脚
步，又在防控一线给大家加油鼓劲了！

在坚守中期待春暖花开
——北塔区状元洲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锋一线战“疫”记

通讯员 呙奕州 许丽慧 谢志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刘龙桥）2月17日下午，
副市长晏丽君到邵阳海关技术用
房项目施工现场检查复工及疫情
防控工作，并为一线施工人员送
去口罩等防控物资。

在施工现场，晏丽君详细了
解项目建设进度、复工和疫情防
控工作，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等。

晏丽君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邵阳海关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建
设，相关部门要积极行动，指导施工
单位在采取积极防控措施、保障员
工健康安全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要坚持疫情防控与施工

“两不误”，重防疫、严措施，保质保
量完成任务。要克服物资供应、开工
人数不足等困难，确保邵阳海关技
术用房项目建设如期通过验收。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确保项目建设进度

今天是 2 月 12 日，来黄冈
已经半个多月了，在隔离区工
作的场景不停在脑海回放。

第一次走进大别山医院，
心里难免忐忑不安。穿好防护
服，在缓冲间，让旁边的战友反
复帮着检查，护目镜戴好了么？
手套合适么？防护服漏气么？再
三确认后，踏进隔离区。

进入病房后，看着患者一
双双渴望的眼神，一种责任感
油然而生。抽血气分析，打留置
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在
这里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了
双层手套，戴上护目镜，变得困
难重重。在隔离区第一次操作，
很幸运，都一针见血了，顿时对
后续护理操作有了信心。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转床经
历。原来住51床的老人，因为病
情重，要转到抢救室19床。这个
爷爷本来就胖，又上着心电监
护和无创呼吸机，不能用力，翻
个身也气促，血氧饱和度也不
好。在跟他沟通要转床的时候，
他自己取下呼吸机，要喝水。我
倒水给他喝的时候，他一直不
停地对我说着谢谢，说辛苦了，
还一个劲问我吃了早餐没有？

在隔离区没有陪人，也没有

担架师傅的帮忙，转床很困难。但
是方法总比困难多，我找到一起
上班的小熊，商量怎么转床最安
全。等到这个爷爷血氧饱和度稳
定一些的时候，和小熊两人加快
速度，连床和人一起推到了抢救
室里。防护服本来就不透气，这
么一费劲之后，气喘吁吁。手掌
出汗闷在手套里，后背全部湿
透，脸上的汗顺着眼睛流下来，
特别难受。但是还不能停歇，需
要把心电监护、无创呼吸机一起
搬过去。把这个老人安顿好之
后，我一个人开始帮他搬东西，床
头柜、还有两个大柜子的东西都
是这个爷爷的，稍稍整理一下，把
整个床头柜慢慢挪过去。病房走
廊才几十米的距离，是我走过最
艰难的一段路。这么来回四五
趟，终于把老人的东西全部搬过
去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又
几次去抢救室看这个老人，由于
佩戴无创呼吸机，不好说话，看
到我来，他一个劲地朝我点头。

（李萍，湖南省援鄂医疗二
队护师，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心内科护师。）

印象最深的一次转床经历
李萍 （陈星 整理）

2月15日7时许，天色朦胧，春雨如
瀑。李重新在工作群里发了条信息，叮嘱
队友们注意保暖，可以晚一点来院。而
她，却披着雨衣穿着雨鞋提前走在了去
医院的路上.....

“您好，请您配合量下体温！”“请问
您和家人近期去过疫区吗？”“请问您最
近有咳嗽发热等现象吗......”类似这样
的话语，李重新和她的队友们每天都要
说上几十遍，有时候甚至上百遍。

李重新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
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这次疫
情防控期间医院预检分诊队伍的领队
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李重新带
领医院30多名机关后勤党员积极参与，
坚守一线，为医院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筑
牢第一道防线。

毅然选择“战”一线

17年前，当李重新还是呼吸内科的
一名护士时，她曾主动请战抗击非典，成
为医院第一批进驻隔离病房的一线医护
人员。非典疫情期间，她火线入党，在隔
离病房整整工作了三个月。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李重新第一时间主动找
到医务部，请求援助湖北一线。医院领导
综合考虑，担心她年纪偏大且多年没在
临床一线工作，怕身体吃不消，最后决定

由她负责疫情防控最重要的保障环节
——预检分检工作。

对于此次工作安排，李重新没有对父
母和孩子说过，她怕家人担心。直到半个月
后，女儿知道妈妈这段时间一直在防控一
线，大哭了一场。原来，17年前的那一场疫
战对年幼的女儿产生了一些“心理阴影”，7
岁的孩子曾看着妈妈拖着行李箱“消失”了
3个月，所以她特别害怕妈妈再次“消失”。

李重新反复给女儿做思想工作，向
她承诺自己一定会做好防护，确保安全。
女儿这才平复了心情。

把好疫情防控第一关

作为此次疫情的市级定点发热门诊
及救治医院，预检分诊的工作量是非常
大的。所有来院就诊的患者都必须经过
李重新和队友们的“细心盘查”，然后再

“精准分诊”到各个就诊区域。
预检分诊虽不是救治一线，却也是疫

情防控措施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接到任务后，李重新迅速
带领机关后勤各部有医疗背景的共产党
员投入战斗，组织大家参加防护前期工作
培训，认真学习发热患者就诊流程，同时
细化分组，明确分工。
在这支队伍中，最大
的有55岁依然带病坚

守一线的护士李世云，最小的是把两岁孩
子“扔”在家中的90后护士张冉。

“我们的责任重大，一旦有松懈，漏掉
一个新冠肺炎患者进门诊大厅，后果不堪
设想。”李重新介绍，预检分诊并不只是测
量体温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智慧询问、
心理指导、传染风险的预检，实现精准分
诊，确保患者及门诊全体医护人员安全。

为了减少防护物资的浪费，大家不
敢多喝水，生怕因喝水要上厕所。大家戴
着护目镜，穿着防护服，通常一站就是五
六个小时，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影响
工作。天热时，大家全身汗湿透，下雨天，
大家就穿雨衣、雨鞋，经常手脚冻麻。遇
到不配合的病人，常常还要追着问，巧妙
地问，耐心地问。特别是遇到对新冠肺炎
有恐惧心理的患者，还要为他们做好心
理疏导，帮助他们消除恐惧。

为了不影响其他后勤岗位人员的正
常工作时间，李重新主动承接了所有疑
似患者的电话随访与健康宣教工作。结
束了一天的工作，她还会给居家隔离观
察者打电话，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随时为
他们做好心理安抚工作。

从1月23日至今，预检分诊台已精
准分诊了1500余人次。尽管这个工作时
常会让大家觉得说话多、口干舌燥，站得
久、腰酸腿麻，但只要一想到，自己的付
出与疫情数据变化息息相关，大家便也
不觉得辛苦了。

只为守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屏障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敏 通讯员 姚 罡 刘 奕

新邵县拥有扶贫车间68
个，2月上旬以来，县内各单位
分成多个小组，深入到全县15
个乡镇，为“扶贫车间”提供防
疫和生产服务。目前，扶贫车
间已经复工复产32家。图为2
月18日，村民在湖南实永科
技“扶贫车间”工作。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李进锋 陈燕

摄影报道

疫情防控第一线

当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也是春耕备耕生产的重要
时段。北塔区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加强春耕备耕过程中田间管理，
提倡农户分批、分散生产。同时做好农资的储备和供应，确保防疫、春耕
备耕两不误。图为2月18日，该区陈家桥乡原种场农户在田间劳作。

邵阳日报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李爱国 邓佳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胡晓建 王雅婷）“宋大
姐，近段时间尽量不要外出，在家
里看看电视就好。如果一定要出门
记得戴好口罩，勤洗手，有什么需
要请及时跟我联系……”2月18日
上午，大祥区城南街道紫霞社区

“一级网格长”雷胜华正在给辖区
居民挨家挨户打电话，掌握防疫情
况。在城南街道，像雷胜华这样的
网格员还有很多，成为该街道“网
格化”防控疫情的生动体现。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城南
街道构建一张网格、一支队伍、一
道防线、一项措施、一个微信群“五
个一”网格化工作推进机制，全面
实现防、控、管无缝对接。该街道将

辖区划分为6个村（社区）大网格
和39个小网格，配备了235名网格
员，实现辖区 5715 户 16743 人和
75家企业门店全面覆盖。

在疫情防控一线，该街道把
每个小网格作为一个作战单元和
疫情防控监测点，配备好桌椅、遮
阳伞、宣传栏、消毒液、体温枪等，
依托1名村（社区）干部、1名党员
志愿者、1 名居民代表下沉到辖
区终端网格防控一线，坚守主要
道路路口，对所有出入人员、车辆
进行严格排查，做好“人在格中
走，疫在格中防”。截至目前，该街
道全网格已累计消毒 15 万余平
方米，防控工作实现全覆盖、无遗
漏、无死角。

城南街道39个“防疫网格”筑牢安全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