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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罗春萍：500户一个也不能少
挨 家 挨 户 敲

门，盘锦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志愿者、
58 岁的罗春萍第
一时间走遍全村，
排查登记500多户
村民的外出信息；
一天临近中午，她
放下炒到一半的
菜，劝返了一位即
将 登 门 的“ 外 来
客”；自掏腰包买慰
问品，村里五个卡
点一个也不能落
……

疫情期间，这
位辽宁省“身边好
人”、盘锦市“道德
模范”、盘山县沙岭
镇于家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志愿者，
不但当起了村里的
“宣传员”，还成了
“排查员”和“监督
员”。

“咱村超市不能再有聚会打麻
将的了，这次疫情特别严重，传染性
很强，大伙都在自家呆着，别互相串
门了……”大年初二，罗春萍在村里
超市看到聚集了几伙打麻将的村
民，立刻沉下脸、焦急地劝说着。看
着平时性格开朗、爱热闹的老罗满
脸严肃，村民们都知趣地散了，人缘
好、一副热心肠的罗春萍在大家心
中还是很有威信的。

当天晚上，沙岭镇各村开始了
封闭式管理，对本村外来人员进行
一一排查，从这天开始，罗春萍的脚
步就没有停下来过。

“全村 500 多户、1400 口人，必
须挨家挨户上门排查。我一般都是
一早就出去，赶上午时间集中去敲

门，要不到下午大家都午休了。”在
罗春萍看来，排查的目的不只是为
了掌握有无外来人员，更重要的是
让村民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谁家
有孩子在外面，就劝他们让孩子近
期先别回来了；谁要是近期要出门，
也劝他们再等等。”

不仅如此，她在排查登记的同
时，还和村里几位妇女迅速建起了
疫情志愿宣传队，在广播大喇叭里、
微信群里，全方位地传播疫情防控
知识，让村民实时了解全镇的疫情
防控权威数据和信息。她们还要到
各个超市或平时人员聚集密集的地
方检查监督，告诉大家不要互相走
动、聚会聚餐，非要见面时，也要保
证一米五到两米的安全距离。

排查全村500多户 她一天也没休息

还没排查到的人家可能有亲人
回村了，罗春萍第一时间上门去问；
排查过的人家要是有什么新动向，
就再次登门，而且是第一时间，一刻
也不能耽搁。

2 月中旬的一天，临近中午，罗
春萍正在自家炒菜准备午饭，一位
村民跑来说老范家的姑爷开车从黑
龙江回来了，正在路上马上要进
村。罗春萍没多想，马上关火撂下
炒勺，来到老范家，老范家当时也在
做午饭，还特意杀了鸡，准备迎接远
道而来的姑爷。

“老范，能不能不让你姑爷进
村，现在疫情还没过去呢，要不这
样，你把饭菜都端到村口卡点，见一

面，让他别进来，进来可就不好出去
了。”在罗春萍的劝说下，老范同意
了，把饭菜端到卡点，到底没让姑爷
进村。

村里还有一户人家，老两口平时
都在贵阳帮着照看孙子，今年春节回
于家村过年。居家隔离了 14 天之
后，老两口着急回贵阳看孩子并订好
了机票要出村，罗春萍知道后，又马
上上门劝说：“你们现在出村还是很
危险，还是再等等吧。”老两口在罗春
萍的劝说下，改签了机票，一直在村
里留到2月底。出发的那天，罗春萍
从家里拿来两个N95口罩送给老两
口，并嘱咐“戴上这样的口罩去车站、
机场更保险”。

外人要进村？ 刚炒一半的菜不管了
从正月初二到现在，罗春萍一天都没

有休息过，哪怕是在大雪天。58岁的她，
一天天忙碌下来，身体很是疲惫，但她心
里还挂记着比她更辛苦的卡点人员。疫
情期间，罗春萍经常要在晚上八九点钟出
门去看看卡点，一方面是履行监督的责
任，一方面也是给卡点人员加油打气，看
到村干部和卡点工作人员在凛冽的寒风
中依然坚持 24 小时轮流站岗，罗春萍心
里不是滋味，于是自掏腰包买了八宝粥、
香蕉、蛋糕和矿泉水等，送到了村里卡点。

村里一共 5个卡点，每个卡点相隔一
两公里，罗春萍的丈夫当司机，和罗春萍
一起把慰问品一一送到位，一个卡点都没
落下。“这点东西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现在
是特殊时期，大家都很辛苦！”罗春萍对卡
点人员说。

“他们太辛苦了，我去送点好吃好喝
是应该的。”罗春萍对本报记者说。

一个多月以来，像罗春萍一样，盘锦
全市 353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等）的志愿者们都纷纷行动起来，众多有
医学、心理、应急救援等专业技能的市民
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行列，参与疫情信息
收集报告、外来人员排查、公共秩序维护
及公共卫生消毒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
全市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罗春萍心里期待着，疫情赶快过去
吧。十年间，她把自家院子无偿改建成了
小广场，现在每天打扫院子，眼前总是浮
现村民们来这里散步、运动时的情景。“我
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等那
时候，大家再来广场上跳舞。”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葫芦岛“90后”退伍兵抗“疫”消杀为大家

今年春节期间疫情突发，他先
是人力背着 40斤消毒桶，后来又引
进车辆人车接力给城市小区、车辆
和公共场所等地义务消杀。每天早
出晚归，带领队员全天 8 小时都在
防疫一线消毒，回家累得腰酸腿疼
就像散了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
吃。尽管如此，可他觉得没有大家，
哪有小家，再苦再累也值得。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谢庭
和队友就想着为社会做点什么。药
店口罩供应紧缺，他就通过各种关系
四处打听生产口罩的厂家，还将口罩
免费发放给市民一部分。此后，北斗
救援队成立防疫小组，队员们积极捐

款捐物，购买了口罩、手套、护目镜等
防疫物资。

在取得相关部门及其领导同意
后，开始对兴城老旧小区等地进行免
费消杀。

4 台喷雾器，250 斤 84 消毒液，
谢庭和几名男队员戴好个人防护，
从 1 月 27 日开始，每天的消杀就这
样开始了。负重 40 斤，寒冷冬季，
厚重棉衣，一爬就是 6 楼，一个单
元，一栋楼，一个小区，汗水湿了衣
服一次又一次。尤其是看着年龄稍
大一些的志愿者潘东和张军在休息
间隙累的那个样子，谢庭心里的责
任感更是加重。

每天8小时 背着40斤消毒桶爬楼消杀

一个多月来，谢庭和全副武装
的队员们不辞辛劳，每天都奔波在
城市的很多公共场所。按照一定浓
度配比，他们每个人身背着 40斤的

“消毒水”，穿梭在兴城大街小巷，每
人每天行程均在 5 公里以上，一个
人每天爬楼都有 10多栋，走步都在
2万多步，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由于
连续艰苦工作，有些队员由于各种
原因不能参加消杀任务。但是谢
庭、窦洪亮、潘东和柴源始终坚持奋
战在控制疫情的前沿。后来，志愿
者消杀活动开始借助工具车拉大桶
好一些，利用加压泵进行消杀，与每
天的喷壶喷雾消杀相结合，这样能
省去很多人力，同时消杀面积也能

增加很多，特别是能让队员远离人
群，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也减小。“我
们的午餐就是香肠、面包、速食鸡
腿。这也比一天饿着肚子强多了，
不管怎样能有东西吃就已经很知
足，不让疫情发展蔓延是我们的最
大心愿。”谢庭说。

由于每天都参与消杀工作，谢
庭只有抽时间回老家去看望父母。
为避免把危险带给亲人，就只能近
在咫尺却不能相互接触。“我把东西
放下说了几句祝福老爸老妈的话，
告诉他们别过来靠近，以免感染啥
的。爸妈只说了一句让我在外面加
点小心，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顿时
下来了。”

“不让疫情发展蔓延是最大心愿”
企业复工复产在即，谢庭带领队员又

积极为政府排忧解难，为兴城市多家泳装
企业下发了免费消杀通知。截至目前，已
经给当地40余家企业开展了无偿消杀服
务工作。目前，兴城市等待复工复产的企
业还有很多，谢庭和队员们表示会随时等
待召唤，无私奉献爱心。

谢庭说，北斗救援队抗击疫情这么多
天，每天冲在一线消毒，也有个别人不理
解，甚至问他，这么拼命干活儿，有关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一天给很多补助？起初他
还给解释一下，说明这些只是公益活动不
收费。后来问的人多了，他不愿意再费口
舌，干脆发了朋友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
告诉大家，北斗救援队的队友就是你们眼
中的(傻子)，消毒过程中没有任何补助(收

费)钱款，吃饭喝水加油都是自己花钱
……”

据不完全统计，自 1 月 27 日以来，谢
庭带领救援队每天早九晚五进行免费消
杀工作，志愿者共出动300余人次，200余
辆车次，每天每辆车行驶约150余公里到
各地消杀。谢庭个人公益时长达 300 多
小时，志愿者公益时长超过2700小时。

眼下疫情还在，谢庭深知服务工作决
不能懈怠。他将继续带领他的队友们，尽
其所能助力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令北斗救援队感动的是，他们在奉献爱心
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只要
疫情不走，我们就和它‘杠’到底，直到将
它彻底打败。”

辽沈晚报驻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被问起每天补助多少 他回应：公益活动不收钱

“90后”退伍兵
抗“疫”回家不敢让
爸妈靠近。

在这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大考面前，
“90 后”脱掉了稚
气，成为年轻的脊
梁。在葫芦岛兴城，
“90后”志愿者谢庭
的故事，也在被这座
城市铭记。

谢庭，1990 年
生人，退伍兵。7年
前在兴城市牵头成
立了民间救援组织
——北斗救援队，此
后他把大部分时间
都奉献给了公益。

“卡点人员太辛苦 我去送点好吃好喝应该的”

罗春萍为卡点工作人员自掏腰包购买了八宝粥等慰问品。 采访对象供图

谢庭带领队员们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杀。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