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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人担负起排查 4200 多户居
民的任务，能不急吗？”胡联娟告诉记
者，“不过瘦下来更多是因为心情焦
虑，时间紧任务重，赶不出来是真着
急啊！”

作为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从接
到防疫通知胡联娟就没歇过，最长
的一次，她从大年初一到二月二没
回家。

“不能倒下去，也倒不下去”

胡联娟所在的本溪满族自治县
观音阁街道向阳社区辖区居民 4258
户，可工作人员算上她这个党支部书
记才4个人，还都是女同志。

“但任务来了，能退吗？不能！
那就咬着牙干！”

张贴标语、入户排查、报表统计
……胡联娟和3名姐妹每天早上六七
点钟出门，“寻思干到晚上 8 点下班，
可哪天都得干到十一二点，有一次录
入信息干到第二天天亮。”

人越少越需要表率，不管是排查
外来人口车辆、卡点值班、社区巡逻，
还是给居家隔离人员建档立卡、上报
体温、购买生活用品，胡联娟都冲在
一线。

忙了十几天，吃不香睡不着，胡
联娟脸色蜡黄。

摘下口罩，社区姐妹说：“哎呀书记，
你脸小了，怎么还这个脸色？”胡联娟笑
了笑没说话，一量体重，瘦了6公斤。

胡联娟说，那些天是真忙真累真
急，偷偷哭了好几场。

“听电话响都害怕了，不是居民
有事就是……焦虑，心里焦虑才瘦
的。但是我不能倒下去、也倒不下
去，我倒下了活谁来干？谁来带着
大家？”

党员和志愿者是最美的人

靠胡联娟 4个人，就算是 24小时

连轴转也没法按时完成任务。
怎么办？胡联娟说，这个时候，

社区支部党员和志愿者冲了上来，
“不计名利、冒着危险。”

首先是辖区居民楼256个单元的
“单元长”。

胡联娟说，平时他们就在每栋居
民楼的每个单元选出一名热心人担
任“单元长”，作为社区和居民之间的

“桥梁”。
这一次，社区在单元群里发出倡

议，很多单元长都站了出来，“在社区
前的小广场上，排队领材料袋，领完了
就去做入户排查，填完了再送回来。”

胡联娟说，因为都戴着口罩，有
的人来了好几次自己还是叫不出名
字，但是没有人叫苦叫累讲条件，都
在实实在在干活。

社区支部的党员更是冲在前头，
党员岳成娥、何光华和居民陈秀艳这
3 名女将在卡点“唱主角”，“因为拦
车、拦人，毕竟是女同志出面比较温
柔、容易让人接受。”

66岁的老党员曹希顺，在卡点流
动人口登记站登记流动人口，遇到有
啥事不得不离开，就把老伴叫来顶替，
自己忙完了就赶紧回来再换下老伴。

当然，也免不了有居民不理解。
“社区 4000 多户都在一条沟里，

只有这一个出口，最远的到出口得
2000 米，把车给人家拦下来，肯定有
想法啊！”但是面对个别居民的冷嘲
热讽，大家没有抱怨，仍然面带微笑
解释。

胡联娟说，县教育局和财政局也
出动志愿者支持社区工作，先后有100
多名教师参与社区各项防疫工作。

用耐心和爱心温暖隔离者

向阳社区先后有143人从外地回
来需要居家隔离，胡联娟和 3 名姐妹
每个人负责20多栋楼，给这些隔离者
建档立册，每天跟隔离者沟通，了解

其身体情况。
居家隔离人员刘某在上报3天体

温后，开始焦躁，言辞激烈地表达了
对居家隔离的不满。胡联娟百忙之
中还是耐着性子和他谈心，终于把他
的情绪稳定下来。

于老汉从深圳回来需要居家隔
离，胡联娟前期劝导、后期又经常电
话关心其生活，老人需要的生活物品
列出清单后，胡联娟安排志愿者周敏
专门帮助其购买并送到家门口。

胡联娟说，对居家隔离者的购买
需求，社区并没有大包大揽，而是让
他们自己选择在哪家菜店购买，社区
帮助联系提供电话微信，这样就避免
了因菜价产生矛盾。

对从国外回来集中隔离者，社区
也给他们买了新的床单、被罩、热水
壶等，有的人不喝宾馆烧的水，社区
还买了大桶矿泉水送去。

胡联娟说，调查外地和境外返回
人口，已经入户排查4遍，社区的防疫
工作还在有序进行，每天单元长都要
领着健康接龙，流动宣传小分队每天
还在宣传主动申报、戴口罩出行等。

“现在的心理状态也好了很多，
不那么焦虑了。”胡联娟说，是党员、
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奉献让
她感动，让她宽心。

尽管，春节以来她一家三口还没
在一起吃过饭，上高三的儿子的学习
和生活她也没法顾及。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社区干部战疫故事

抗疫忙十几天 她一下瘦了6公斤

胡联娟（右）和志愿者武海燕研究排查居民情况。 本人供图

“护士，葛庆达今天上班吗？”“庆
达，9床大爷找你……”

每天，在武汉雷神山医院A12病
区总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通过床旁呼
叫器来寻人。葛庆达是锦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批驰援武汉医
疗队的一名男护士，找他的是一位
75岁患有脑血栓的老人。

老人是3月8日被安排在雷神山
住院的，病情虽然稳定，但插着尿管
躺在床上的他却一句话都不说。夜
班时葛庆达在查房发现病区内的患
者都在吃饭，9 床的大爷却是用左
手，筷子还总掉。走过去帮忙喂饭的
葛庆达仔细观察发现，老人右侧肢体
活动不灵活，右手几乎不会动，说话
也不清晰。

“我当时猜测老人应该是之前
得了脑血栓。”葛庆达发现不爱交流
的老人，左手的指甲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修剪过了，“当时心里一阵酸
楚，这样离开亲人的老人，真的太需
要人照顾了。”

照顾老人吃完饭，离开不久的葛
庆达又带着指甲刀回来，握起大爷的
手，病房里传出清脆的“咔、咔”声。

“大爷，我这视线不好，要是疼你就吱
声啊。”透过满是雾气的护目镜，葛
庆达半跪在床边，小心翼翼地给大爷
剪着指甲，话音刚落，没想到老大爷
哽咽着说了声：“给你添麻烦了，孩
子。”短暂的交流中，老人说自己是半
年前得了脑血栓，导致右手动不了，
所以左手的指甲就这能任由其长着，
本来左手拿筷子还没习惯，指甲一长
就更不得劲儿了。因为怕给医护人
员添麻烦，更怕因此被嫌弃，他才没

吱声儿。
从此，9床大爷的床边就多了这

个一米八大个男护士的身影，喂水
喂饭、询问病情，本来就个子高，站
在病床前面对躺着的患者就显得更
加高大，葛庆达每次与老人交流都
要弯着腰、弓着背，处置时因为穿着
厚重的防护服蹲着不方便，他干脆
就跪在地上。

9床大爷脑血栓的康复问题，也
总是牵挂着葛庆达的心，工作之余带
着这些疑问他请教了康复科和神经
内科的医生，特意学习了脑梗塞疾病
的康复训练方法，还不忘潜心学习武
汉方言，每天耐心地帮助大爷做肢体
训练和言语训练。

有了葛庆达的细心照顾，老人慢
慢地愿意沟通交流了，病房来了新病
友老人也不忘像夸自家孩子似的说：

“这些孩子们可好了，像家人一样照
顾我们，咱们自己也要争气，好好配
合孩子，争取早点出院！”

来雷神山医院已经一个多月的
葛庆达说，自己只是做了护士的本职
工作，“这里的患者没有家人的陪伴，
我们不仅要治疗患者身体上的病痛，
更要给予患者心理和生活上的照
顾。我相信在雷神山这个充满爱的
集体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
院，回归家园。”

毕然 辽沈晚报驻锦州特约记
者 张墨寒

连日来，驰援武汉的辽宁葫芦岛
医疗队进驻雷神山已经1个多月。昨
日，记者了解到一个护士女儿驰援雷
神山，父亲在看到有关她们的文章后
悄悄为她留言鼓励加油的背后故事。

这个驰援雷神山的医护人员叫
崔楠楠，1986 年出生，2007 年参加工
作，目前是葫芦岛市第二人民医院神
经外科护士长

崔楠楠说，2月 18日是她终生难
忘的一天，当天他们开始正式接收患
者。19 日凌晨 2 时的班，大家提前 3
个小时出发。在去往医院的通勤车
上，她无意间看到爸爸在一篇关于医
护人员文章下面的留言，看着看着就
哭了！“原来老爸这么有文采，小老头
真逗！”她一边跟战友打趣地说道，眼
泪止不住的流下来，队友们读完也跟
她一样眼睛红了。

“来武汉之前我没有去看父母，
只是简短地告知了一下。爸爸当时
说了一句：去吧，戴好口罩！没有鼓
励，没有说为我骄傲，跟他的留言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我不仅是他的
乖女儿，还是他的骄傲！”

进入病房的那一刻，压力和紧张
扑面而来，照顾患者远比想象的难得
很，病房里还有聋哑、智障、脑瘫的患
者，医护人员努力用手语沟通，竭尽
全力救治患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智障爷爷，他从不说话也不睡觉，只
是站在窗边望着，大家无数次地用手
语告诉爷爷该睡觉了，但是他还是站
在那里，他是不是也想念家人了！那
一刻崔楠楠又哭了，老爷爷斑白的头
发、弯曲的背部让她再一次想到了千
里之外的爸爸和他那一句“痛彻心扉
的担心”！我一定会努力照顾好患

者，让他们尽早回家和亲人团聚，“爸
爸，我想你了！等着我，我一定会尽
快平安归来！”

崔楠楠的父亲崔刚是乡村医生，
今年63岁，他和全家人都很支持女儿
的决定。当在公众号里看完一篇关
于驰援武汉的葫芦岛前线医护人员
的报道后，崔刚在下面留言：看到你
们心真酸啊！虽然值得我作为逆行
者的父亲无比骄傲和自豪，痛彻心扉
地担心，也许是因为我的女儿崔楠楠
奔赴疫情的前线——雷神山医院的
缘故吧，祈求奔赴前线的英雄们平安
凯旋归来，美丽逆行天使英雄们，你
们是最伟大的，你们是葫芦岛的勇
士，葫芦岛的骄傲，不负使命，不负韶
华，召必战，战必胜，战胜疫情凯旋回
家，女儿加油！战友们加油！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
辽沈晚报驻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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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八的男护士
弯腰为患者剪指（趾）甲

女儿驰援雷神山
父亲网上留言让人泪目

葛庆达弯着腰给老人剪趾甲。 受访者供图

崔楠楠。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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