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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阵“父子兵”

张志军之前已参加了局机关党
员志愿队下沉社区的志愿服务，有了
一些“疫”线服务经验后，这次带着

“博士儿子”张宇衡一起报名参加了
所在翠柳苑小区的志愿服务。他们
不是顶烈日，就是冒风雨，值守在小
区卡口核查居民信息，坚守在检测点
帮忙测温，奔忙在楼道里送菜。

张志军说，有一次连续爬楼送物
资满身大汗，口干舌燥，回头发现有位
居民在一楼等着给他送水解渴，他很
感动，感觉那天的水喝起来特别甜。

张宇衡即将去厦门大学读博士，
他说，作为一名大学生，暑假期间为
家乡抗疫献上一份力。这不仅是一
次难得的磨砺，也必将成为未来人生
路上的一笔财富。

“夜战”

在社区卡口执勤点，胡军负责国
庆路卡口来往人员和车辆通行证的
检查。在瘦西湖路卡口，魏健协助做
好周边路口人员和车辆的检查登
记。在高邮市送桥镇125省道高邮
仪征交界卡口，李世聪值守夜班岗，
对进出车辆逐一检查登记。在小区
核酸检测点，钱东带头当起了“秩序
维护员”，引导居民有序排队检测，协
助现场适时消毒。分布在各个小区
核酸检测点的，除了“志愿红”，还有
穿上防护服的“天使白”们，大家连轴
转好几天了，哪怕是深夜接到通知，
第二天一早仍准时报到。

王友芳深夜收到所在小区保供
组咨询物资采购渠道的信息，及时联
系市发改委推荐麦德龙及大润发购

物平台负责人联系方式，保障居民群
众日常生活有序。她还带头担任了
所在小区的临时“楼栋长”，在线负责
楼栋微信群物资需求和人员信息的
统计汇总，在线指导不会下单的老年
业主下单付款，及时发布楼栋长群内
购菜平台信息、购药联络方式、核酸
检测信息等，回应业主群居民具体诉
求，解决渠道答复，并协助小区做好
卡口秩序维护等工作。

赵浩岭带头分包所在小区四栋
楼的物资运送工作，保障居民群众

“足不出户”也能吃上“放心菜”。汪
蓓联系了五亭包子购买渠道，为小区
居民解了燃眉之急。

一招解了两头难

为解决居民买菜难、菜品供应不
足等问题，钱文娟主动做起了“牵线
搭桥”服务，作为市委组织部的“名校
优生”，在西湖镇挂职锻炼过的她，凭
借2年的基层经验，迅速对接联系西
湖镇就近村庄因疫情封闭管理滞销
的农产品农户群体，根据小区居民需
求统计购买，次日志愿者们就送达小
区，既让居民吃上了实惠新鲜的农家菜，
也帮助菜农解了忧，多了一份收入。

为切实保障“12345”热线疫情
防控诉求“主入口”的渠道畅通，林
丽芳主动报名参加了“12345”热线
支援，负责省级平台工单的签收和
转录工作，及时对接和回复群众问
题。方义、蔺茹、方文斌、刘慧、高丽
华等人还加入了驻外隔离点志愿者
工作群，从早到晚，通过微信、电话
为大家答疑解惑，协助解决各种生活
需求，安抚隔离人员的情绪，提醒做
好安全防护。

“昨天收到医院送来的爱心
物资，自嗨锅和奶茶，我还没舍得
吃呢。”

“等战斗结束，我一定要吃上
秋天的第一顿火锅。”

这些听起来有点孩子气的
话，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麻醉科1998年出生的护士吴雪
婷。今年才23岁的她，现在正作
为中大医院援汤山医疗队一队的
队员，奋战在抗疫一线。

谈起报名抗疫的初衷，吴雪
婷说，自己的父母一直很支持，希
望她能有所成长。出发抗疫的第
二天，吴雪婷便向中大医院援汤
山医疗队临时党支部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作为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第一次与新冠病毒正面交手，吴
雪婷并不胆怯。“无论是工作还是
生活，队里的哥哥姐姐都很帮助
我，让我在专业能力上有了很大
的提高。”吴雪婷说，看到战友们
冲锋在前，自己也充满了力量。

自从7月27日出征汤山，吴
雪婷和许许多多的战疫勇士一
样，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
活。“尽管很辛苦，但看到自己护
理的病人康复出院，觉得一切都
值了。”

这两天，在驻地休息时，她拿
起iPad，将抗疫的真实故事用手
绘的形式呈现出来，她说，这将成
为成长道路上最难忘的回忆。

通讯员 蔡逸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彦

95后美小护的战疫手绘：

你的勇敢和善良终会有人记得

党员“志愿红”下沉社区
为“足不出户”居民解急事难事

党员志愿者挑灯夜战

记录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援汤山医疗队一队队员、麻醉科护士
吴雪婷

我叫吴雪婷，麻醉科护士，中
大医院援汤山医疗队中的普通一
员，今天是我支援汤山的第 23
天。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坐在回驻
地的大巴车上，望着窗外越来越好
的南京，突然想写点什么，记录这
段难忘日子中的一些点滴。

仍然记得 7 月 21 日，烈日炎
炎，我们临危受命，前往江宁支援
核酸采样工作。刚开始还有点不
适应，汗在防护服里一直往下滴。
可是一旦忙碌起来，就忘记了炎
热，忘记了时间，吃上晚饭时，已经
是深夜。

7月27日，我成为中大医院援
汤山医疗队的一员，1998 年的我
是队里最小的，我十分忐忑。因为
工作经验有限，我时常有点紧张。

“雪婷，有什么搞不定的都可以喊
我”，是我的组员小伙伴们给了我
足够的自信和底气。虽然我们都
刚刚认识，但我们是一个团队、一
家人，我们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

我会永远记得这段经历，让
我认识了一群良师益友。

病区已有患者陆续出院，这
是每天繁忙的工作中最让人开心
欣慰的事了。

通知组上一位今天出院的患
者“叔叔东西收拾好，我们准备走
啦。”“再等一下，我要去下护士站
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临走时合
影，患者说：“我要把赞举到头顶
上。”那一刻，似乎所有汗水都得到
了慰藉，你的勇敢和善良，也一定
会有人记得。

“南京今日新增确诊人数为
零。”太阳出来，似乎看到了更多希
望，艰难的一个月终于熬过去了。
因为心中有梦，所以暗里有光。这
场关于疫情的“战争”，我们最终胜
利，也必然胜利！

且听风吟，静待花开，开始期待
回去之后吃上秋天的第一顿火锅。

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扬州疫情防控关键时刻，扬州市科技局党员干部一头扎进社
区，参与社区和小区内部志愿服务，配合社区做好防控，为“足不
出户”的居民群众解决急事难事，筑起基层抗疫防守的严密防
线。21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他们的战疫故事。

通讯员 柯季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陈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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