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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徐水区一隔离点负责人郑秋章

让隔离人员感受“家”的温暖
全民共建文明城

邢台市志愿者
每周志愿服务1小时

石家庄“80后”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身边好人，战疫榜样。日
前，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点
赞评议、评委会综合审议，省文
明办发布 2020年第一季度“时
代新人·河北好人”，其中，2-3
月（抗疫专类）60人（组）上榜。

抗疫专类“好人”中，有冲
锋前线的医务工作者，有英勇
无畏的人民警察、忠于职守的
党员干部，还有默默奉献的志
愿者和普通人。他们义无反顾
的逆行成为这个春天最美的
身影。

白衣执甲

勇士逆行守护生命健康

“出征武汉，无论生死，不
计报酬，只为职责所在。”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在开往武汉
的火车上，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维鹏
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话。

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
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宋维鹏的
战场是重症监护室。“最初的时
候，在病房里穿着防护服工作，
工作强度加倍，一个夜班下来
十几个小时，每个人的身体和
心理都面临极大挑战。”当时，
因为人员紧张，他既要随着青
年医师倒一线班，又要负责会
诊等二线工作。

“多数进入重症病房的患
者都是呼吸衰竭，需要气管插
管、呼吸机支持，做气管插管时
患者气道开放，会有大量的病
毒随气道分泌物飞沫溢出，感染风险很高。”
宋维鹏说，虽身处险境，但他心中只有一个
信念，就是尽全力挽救每一个患者的生命！

身在武汉，宋维鹏也心系家乡，工作之
余，他还会整理病历资料，及时把治疗经验
与远在秦皇岛的战友分享。他还坚持更新
抗疫日记，分享最前线的信息，给家人报平
安，传递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

勇敢逆行，只因一袭白衣。马冬雪是衡
水市第三人民医院肺二科护士长。在武汉
市第七医院，她热情周到、体贴细致、对待
亲人般的护理感动着患者。

“我护理的病重患者中有一位 87 岁的
老婆婆，当时，她身体很虚弱，生活不能自
理，且呼吸不畅，一直做着心电监护，保持
高流量吸氧。”马冬雪每次做完常规治疗
后，都会走到老婆婆床边，喂饭、喂水、喂
药。中午，她还扶着老婆婆如厕，事后帮着
收拾便盆。

一天，马冬雪正低头忙活，忽然被一只手
拉住，转头才看清是那位老婆婆。老婆婆眼里
含泪：“闺女，谢谢你。把你家地址留下，等我
出院了，我去不了也要让孩子们去当面感谢
你！”听到这，马冬雪眼角也湿润了。

河北支援湖北第一、二批医疗队队长

袁雅冬星夜兼程驰援武汉，危急时刻彰显
党员本色；勇战疫情的中医先锋梅建强年
近花甲依然冲锋一线；驰援神农架抗疫一
线的“检测尖兵”贾肇一与时间赛跑找寻

“铁证”……用生命赴使命，用生命守护生
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白衣战士们用生
命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

坚守岗位

筑牢疫情防控坚强防线

1月 28日，蔚县设立了“蔚县东高速路
口检测站”。从那天起，魏建民便一直坚守
检测一线，负责运送物资，组织防护、消杀
用品等工作，并主动承担起值班人员的换
班运送、生活和后勤保障等。

魏建民是蔚县代王城中心卫生院副院
长，曾经参与过抗击非典。2月 2日，蔚县决
定对武汉自行隔离的返乡人员进行集中规
范隔离，魏建民得知消息后，冒着危险，毅
然前往接送正在自行隔离的人员，一直到
凌晨3点才结束工作。

“冒这么大风险，图啥？”
“我是党员，又在卫生系统工作，关键

时刻，我不上谁上？”魏建民的回答简短

有力。
疫情就是命令，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

一线。“疫情发生以来，村里的党员干部一
直坚守在抗疫一线。”易县凌云册乡西牛村
党支部书记李荣说，1月 22日，村党支部成
立了疫情防控工作组、党员突击队和防控
志愿者队伍。

李荣带领村里的党员，逐户宣讲防控
知识，排查重点人群，在村口、路口设卡，村
内巡逻。大年初一，他早早出门，带领村干
部和志愿者走村串户劝告村民们不外出、
不聚集、不拜年。整个春节期间，李荣都在
为村里的疫情防控奔忙，他还广泛动员各
方力量，组织捐款捐物。

“老百姓是我们的亲人，作为基层党支
部书记应该把事情做好，这也是自己职责
所在。”李荣说。

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凤凰山
派出所教导员何荣广带病坚守一线，突发
急性肾衰竭，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迁安
市杨各庄镇枣行村党支部书记何玉海带头
冲在一线，因过度劳累牺牲在岗位上；邯郸
市成安县后裴里村乡村医生任延军，连续
25 天奋战一线、不幸殉职……一个个挺身
而出的基层劳动者，坚守岗位、无惧艰险，

构筑起疫情防控最坚固的防线。

星火成炬

凡人善举传递温暖力量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作为
在武汉打拼了 6 年的磁县人，不
能袖手旁观。”1 月 26 日，在武汉
的程磊得知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家
医院施工方正在召集工人的信
息，立即下定决心要去现场援建。

程磊是磁县观台镇东艾口村
村民，这些年一直在武汉的一家
建筑公司打工。“根据这么多年的
经验，我觉得要在那么短时间建
设两座医院一定很困难，我虽然
不是什么高等专业人才，但是很
多工地上的活儿都能干，我也要
去出把力。”

在工地上，程磊一天顾不上
喝几口水，吃饭几乎成了他唯一
的休息时间。工地很大，人手不
足，程磊样样都兼顾，电焊工、水
暖工、勤杂工……哪里有需要他
就到哪里。“快一分钟，可能就会
多救治一个人，这没有什么好犹
豫的。”程磊说。

在火神山医院干了几天后，
病房搭建完成，病床、设施全部到
位。建筑工程收尾了，可程磊与工
友们没有休息，而是前往正在建
设中的雷神山医院，继续奋战，一
直到雷神山医院也开始收治病人
才离开。

没有天生的勇士，有的不过
是挺身而出的普通人。“2 月 9 日
第一次接到运输任务的时候，正
在石家庄出差，因为时间紧急，要
求马上出发，我没有回家，开车就

走。”说起第一次去湖北的经历，辛集市褚
家庄村村民耿立志记忆犹新。

耿立志是一名退役军人，退伍后回到
家乡成了一名卡车司机。疫情发生后，他主
动联系有关部门，积极开展运力对接，成为
运输救援物资的一员，专门负责将上海的
消杀物资运输到湖北各个医院和防控指挥
中心。

一个月的时间里，耿立志在湖北与上
海之间“摆渡”，行驶里程一万多公里。

为别人点燃一盏灯，也会温暖自己的心
灵。战疫的路上，耿立志奔波着，也被感动着：
在蕲春县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送来口罩和热
腾腾的面条；在武汉高架桥上走错路，当地市
民主动停下车招呼着为他带路，直至送到目
的地；在长途路上，执勤的交警向他敬礼，耿
立志也抬起右手回敬了一个军礼……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拼上老本儿也要
支持国家的93岁老党员于钟鸣为武汉抗疫
捐款10万元；定州市个体药店经营者位东免
费为市民发放4万个口罩；秦皇岛市爱心企
业家陈忠林无偿捐赠1500万元医疗设备驰
援湖北……星火成炬，大爱无疆，在这场大
战大考中，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书写了一个
个感人故事，汇聚起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张淑会

“谢谢郑叔 15天的悉心照顾，让我在
隔离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隔离不隔爱！有你们的真情守护，我
们不再担心害怕。”

“我会想你们的，祝‘隔离大家庭’所
有人平安健康。”

……
3月28日11时许，忙完酒店消毒工作

的郑秋章一打开手机，微信群里就“跳”出
了好几条解除隔离人员回家后发来的
信息。

“回家好，好好陪家人。”作为保定市
徐水区一家隔离医学观察点负责人，郑秋
章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边看边回复
信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设置了
一批集中隔离观察点，按要求对发热人
员、疑似病例集中隔离。为“内防扩散，外
防输入”，保定市徐水区一家酒店被指定
为隔离医学观察点。

“隔离点需要医护人员。”3月6日，在
徐水区安肃镇卫生院工作的郑秋章看到
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院领导汇报并积极要
求到隔离点服务。

郑秋章，今年 47 岁，是一名退役军

人，服役期间曾荣立二等功，“军人的职责
是保家卫国、保护人民。虽然我退役了，但
在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我决不
能退缩！”

经院领导同意后，郑秋章第二天便来
到隔离点上班。酒店整栋楼成了他的“战
场”，随时入住酒店的隔离人员，是他和其
余3名工作人员的服务对象。

消毒消杀、心理疏导、采集咽拭子……
隔离点每项工作都很艰巨，而且被传染的
风险也很高。面对困难和风险，郑秋章主动
承担了对隔离人员采集咽拭子的任务。

“我没病，我不要做检查。”一个 7 岁
男孩刚被安置到隔离点时，就哭喊着闹情
绪，不配合采集咽拭子。

“咽拭子采集得好与坏，直接影响核
酸检测结果。”为了与小男孩拉近距离，消
除小男孩的害怕心理，郑秋章穿着厚厚的
防护服，硬是坚持了近一个小时，憋闷难
受、动作笨拙、汗水直流……终于采集
成功。

李大爷今年 67岁，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心脏病等多种基础性疾病，加上到隔
离点后心理压力巨大，情绪很不稳定。“来
这里，您就当串亲戚了，好好休息几天。有
啥事随时喊我。”郑秋章每天准时给李大
爷测血压、血糖，还抽空找李大爷聊天，做

心理疏导，“我们要相信科学，如果检测没
事，就可以安心回家了。”

在郑秋章的关心照顾下，李大爷心态
逐渐好转。经过核酸检测，老人没有感染
新冠肺炎，很快就解除了隔离，回家与家
人团聚了。

从到隔离点工作的那天起，郑秋章
就把隔离点当成了“家”，把来这里隔离
的人员当成自己的“家人”，24小时在线
服务。

每一个隔离人员刚来隔离点时，都有
一些恐慌和不适应情绪，害怕感染病毒。

“我特别理解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
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郑秋章说，隔离
人员有什么需求，他和工作人员都尽全力
满足，通过最优质的服务，让大家在这里
感受到“家”的温暖。

为了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氛围，郑秋
章还建了一个“兄弟姐妹”微信群，随时随
地与隔离人员聊天交流，时不时在群里组
织一些小游戏，帮助大家减轻思想压力，
缓解紧张情绪。

来隔离点已经一个多月了，郑秋章
工作经常连轴转，虽然很苦很累，但看
着隔离人员陆续解除隔离，而且没有确
诊病例，他所有疲惫一扫而光，“一切辛
苦都值了。”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谢龙）4月 5日，邢台市 700
余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清洁家园”志愿行动。从
即日起，该市“助力创城志愿服务 1小时”志愿服务
活动正式启动。

当日上午，在该市中兴大街，头戴小红帽，身着
红马甲的志愿者身影随处可见。他们带着抹布、水桶
等清洁工具对道路护栏、公交站牌、人行通道等进行
清理，并对小广告进行清除。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中兴大街上焕然一新。同时，志愿者们还对广大市民
开展文明宣讲，对逆向停车、乱丢垃圾、随意插队、不
文明养犬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引导劝诫。

据悉，此次活动是该市“创城志愿 1 小时”系列
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型活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该
市各界群众齐上阵，创城热情空前高涨，市文明办组
织实施了以“每周志愿服务 1 小时，全民共建文明
城”为目标的“创城志愿1小时”系列志愿活动，在每
个周末都会组织全市各行业的志愿者，开展文明引
导、市民巡访、政策宣讲、帮贫助困、社区服务、环境
保护等一系列创城志愿服务活动，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提升全体市民文明素养助力。

□薛惠娟

今年4月是第32个爱国卫生
月。爱国卫生运动，对年轻一代而
言，或许稍嫌陌生，甚至不知道、
不了解。但在年长的人记忆中，全
民动员搞卫生的情景依然清晰。

爱国卫生运动始于 1952年。
当年，医疗条件特别落后，人们卫
生习惯较差，城乡环境恶劣，天
花、鼠疫、血吸虫等地方病、传染
病泛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后，
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各
地城乡街头常有统一出动的大扫
除，每家出一人，拿着扫帚提着水
桶，穿着各式工作服洒扫。

虽然起源于特定历史条件
下，但爱国卫生运动在今天依然
不过时。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前
所未有的危机，影响了人们的正
常生活，但也促进了不少人在文
明举止和价值取向上的进步与
改变。

心中有敬畏，行动有分寸。
勤洗手讲卫生，更多人以此为
荣；公共场合守秩序，一米之遥
显文明……一些新习惯、好习惯
推动着全体民众共同战疫。

面对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
防控难度大的新冠病毒，除了做
好医护救治和隔离防控外，还需
要强化预防优先、环境清洁意识，
通过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
理卫生死角，创造干净、整洁人居
环境。

如今，结合疫情防控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不再仅仅是简单的
清扫卫生，而需要从人居环境、饮
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
展工作，推广普及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爱国”体现的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以及团结
起来办大事的理念；“卫生”体现的是个人的健康素
养，也是一个人文明进步的标志。

疫情终有散去的一天，在全民战疫的决胜期，发
动民众参与到爱国卫生月活动中，既有助于培养戴
口罩、勤洗手、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分餐公筷、
拒食野生动物等良好习惯，也能让大家更深刻地认
识到“爱国卫生人人受益”的道理，久而久之，就能形
成一种人人爱卫生、讲文明，共享绿色健康新生活的
潮流。

做卫生小事，养文明大德。每个人都应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
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不仅是在为抗击疫情作贡献，也
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4月2日上午，经过4
个半小时的不间断采集，来自石家庄某企业的李先
生，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成功捐献 234
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石家庄市首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不善言辞但性格开朗大方的李先生是个热心的
“80后”，近年来，多次进行义务献血。2017年“学雷锋
纪念日”，李先生走上献血车再一次义务献血，留取
血样后，正式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队伍。

2019年11月，正在工作的李先生接到石家庄市
红十字会电话，得知自己与一位血液病患者初步配
型成功，初心不改的他电话里第一时间同意了捐献，
并积极配合完成高分辨检测和体检。

今年3月底，按照采集计划，李先生到河北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报到，为造血干细胞采集工作做好各
项准备。捐献的时间定在4月2日，当日8时30分造
血干细胞采集工作正式开始，至 13 时顺利采集完
成，李先生为浙江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带去
生的希望。

至此，李先生成为中华骨髓库第 9492 例、河北
分库第449例，石家庄市红十字会第121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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