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本报记者 金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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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武汉东湖新城社区，看望居家隔离的社区群众，实地了解社区疫情防控、群众生活保障
等情况，对社区群众和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

时隔一年，当记者来到武汉采访，这座城市已经复苏。东湖新城社区里的生活一切如常，外卖小哥的电动车穿梭在城市里，东湖
樱花园里的游客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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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战疫文化活动室”里
收藏着属于东湖新城社区的独
有记忆。

整个活动室以红色为主色
调，走进活动室，映入眼帘的是
一面照片墙，一张张珍贵图片定
格着志愿者与社区居民携手抗
疫的瞬间。

照片墙下方的展示柜里陈
列着抗疫期间社区工作者使用
的出入登记表，体温枪、护目镜
等防疫用具。登记表上的每一
页内容都是东湖新城社区的抗
疫记录。

活动室内摆放着一个电子
互动屏，屏幕上播放着 2020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东湖
新城社区考察的画面。社区网
格员陈玲告诉记者：“总书记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跟大家座
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
支撑。”

另一处电子互动屏滚动展
示 微 信 群 留 言 ，一 位 昵 称 为
“16-3-401”的居民说：“东湖庭
园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居民
都是最棒的！”这个微信群有
469人，里面满载着居民对社区
党员、物业管理人员和志愿者的
感谢。社区党委书记陶久娣说：
“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
群众、服务居民，这些都是我们
应该做的。”

活动室的文化墙上展示着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4月 8日
给东湖新城社区工作者的回
信。一年来，东湖新城社区在做
到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进
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不断丰富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真正做到
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抓细抓实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
群众服务。

东湖新城社区的这间战疫
文化活动室不仅是疫情期间东
湖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写照，更
是武汉每一个社区、每一位一线
工作者、下沉党员、基层民警和
志愿者的缩影。

战“疫”记忆
本报记者 金珂含

3月10日一大早，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
党委书记陶久娣与社区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
起来。“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到我们
社区调研。总书记那一句‘你们辛苦了’，勉

励了我们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和志愿者
们，我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陶久娣说。

东湖新城社区是武汉抗疫期间的“无疫
情小区”之一，社区网格员陈玲告诉记者，

“无疫情”的密码就是所有一线人员夜以继
日、不休不眠的付出。

陈玲带领记者在“新城战疫文化活动
室”内参观。“你看到的这个菜包就是当时
我们每天都派送的。”陈玲说，疫情非常严
重的时候，所有居民都隔离在家中，居民生
活的物资都是由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党员
和志愿者来保障的。对于一些高龄、独居
或者特殊老人，志愿者会根据他们的需求
采买食品和药品，直接送到家门口。“那时
候，我每天手机不停地响，不光要保障居民
的生活，还要安抚居民的情绪，开导他们、
鼓励他们。”陈玲说。除了网格员的身份，
陈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一名4
岁宝宝的妈妈。“说实话当时压力还是挺大
的，也很累，除了社区的工作，还要照顾孩
子，做家务。孩子总会问我，妈妈你怎么每
天都不回家，不陪我玩儿？我当时心里真
的挺难受的。”后来，孩子渐渐了解了妈妈

的工作，“有时候会跟其他的小朋友说，我
妈妈是网格员，你们发烧了要跟我妈妈说
哦！”陈玲充满笑意的眼神中，还带着几分
自豪。

抗疫能够取得胜利，除了广大一线人
员的付出，也与所有的老百姓分不开。
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社区慰问
的场景时，东湖新城社区居民汪莉
难掩激动的心情。她说：“总书
记当时就经过我家楼下，他冲
我们挥着手说：‘坚持就是
胜利。请大家再坚持一
下！’当时我心情非常
激动，楼里的邻居也
在 喊 着 武 汉 加
油。我们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力量，更加想要
配合社区、配合国家，把疫情赶快渡过去。”

其实，像汪莉这样居家配合疫情防控的
居民还有千千万万。

守护这里

民警、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都在为武
汉尽一份力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
姓能做的是什么呢？待在家里，配合工作，
就是他们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当城市按下暂停键，还有什么能支撑
着这座城市有序运转呢？是快递小哥、外
卖小哥、司机大哥……他们是这个静止世
界里一个个流动的希望。

老计现在已经是武汉的一名网红外卖
员了。抗疫期间，老计每天在微博更新封
城后的武汉生活，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
那时的他是全国人民关注武汉的一双眼
睛，网友想通过他的更新，了解武汉的最新
情况。

本来老计是想春节留在武汉多跑一些
单挣点儿钱的，但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短短几天武汉封了城，医生只能吃泡面，老
计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刷着视频，他坐不
住了，他想出去做点儿什么。

“除夕一过我就开工了，第一单去了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单是武昌医院，都是
发热病人收治点。”老计说，其实大部分外
卖员当时不敢去医院，“但是我不觉得害
怕，也不是说不害怕，应该说是工作时没有
时间去害怕。我只是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事，是有意义的事。后来，我在微博上被很
多网友关注，大家的留言给了我很大的鼓
舞。”记者从老计的身上感受到了荆楚人的

那股侠义之气。
“渐渐的这个工作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人每天都要生活，如果我明天不工作了，那
找我的人就拿不到新鲜的菜和药，你没办
法停下来。”老计说，“其实穿着这身明亮的
衣服走在曾经繁华，现在却空荡荡的街上，
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我们就像摆渡人在街
上疾行，人们在家里向外张望的时候看到
我们还在，心里可能有一点安慰，所以我觉
得，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工作这件事本身就
很有意义。”

将武汉的日常发布在微博上，变成了
老计的责任，微博上也有不少粉丝私信
他。有个女孩向他求助说，自己咳嗽了，正

自我隔离，很无助很害怕。老计不知道该
怎么安慰她，就把她的求助信息发上了微
博。全国各地的网友看到后纷纷发来鼓励
和支持，老计截了图发给女孩。他不知道
自己该说什么，就出门帮女孩买了药，送到
她小区楼下。

无数像老计一样的外卖小哥帮助了无
数的家庭。在外人眼中，当时的武汉是座
空城，但在他们的眼中，每一扇房门背后都
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都在等着武
汉一天天变好。直到有一天，老计骑着车
在太阳底下晃悠，发现一家开着的店有新
鲜的热干面可以吃，他钻进去吃了一大碗
的时候，他知道，从前的武汉真的回来了。

老计的心愿

“相约春天赏樱花，我在武汉东湖等
你。”这是东湖樱花节对全国人民的邀请。

三月来暖阳复，东湖的樱花如约而
至。作为“世界三大赏樱胜地”之一，今年
的武汉东湖樱花节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前
来参观游览。

79岁的刘敏珍老人是武汉本地人，樱花
节期间，她自己一个人带着相机来到东湖樱
花园赏花。“去年的这个时候根本不敢想这么
快就能来看樱花。”刘敏珍说，“感谢党和国家
带领我们渡过难关。看到这么多人又能来武

汉玩儿了，我心里就是两个字，舒服。”
郭朗晴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她带着

男朋友一起来看樱花。郭朗晴说：“我今年
读研一，之前是在新闻里关注武汉，开学了
第一次来到这里。这几天逛了很多商场、
步行街，看到这么多人，觉得武汉现在的状
态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

除了本地人和个人游客，也有不少团
体来到东湖樱花节，宜信博诚江西分公司
一个近十人的旅游团就是其中之一。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专门组织员工到武

汉旅游。看到总书记带着党中央的关怀亲
自来到武汉，为武汉的人民加油，我们也特
别想让武汉赶紧好起来。我们想来看看复
苏后的武汉什么样，为武汉经济发展作一
点贡献。”

樱花园附近的一家商店里，苏老板正
与家里的孩子玩耍，提到去年的经营状态，
他说：“那时就是在家里吃老本，上有老下
有小，很多货都积压在手里，说实话挺艰
难。好在我们挺过来了，解封之后政府给
了个体经济一些扶持政策，我们非常感

激。现在游客逐渐多了，生意也好起来
了。”

武汉是一座包容的城市，经历过这样
一次考验之后，更是一座团结的城市。所
有人都在向前看，所有人都在向上走，他们
用自己的脚步带动起这座城市的节奏，这
里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东湖新城社区里的生活一切如常，外
卖小哥的电动车重新穿梭在城市里，东湖
樱花园里的游客纷至沓来，这就是今天的
武汉，是我们当年那么想要看到的武汉。

又见樱花

今年的武汉东湖樱花节吸引了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东湖新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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