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也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来临。 那许许多多志愿者的“抗疫” 事迹， 是
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战“疫魔” 的一个缩影。 我们
坚信， 有全国人民的万众一心， 有广大白衣“战
士” 的全力以赴， 有勇于担当的各级党员干部的
坚守， 这场“战疫”， 我们终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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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雅 李婧

志志愿愿同同行行 让让疫疫情情防防控控有有温温度度

“抗疫” 是最近百姓生活的热词，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 城市街头， 再也不见平日的忙碌， 公共交通也
没有了往日的拥挤嘈杂。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不畏疫情， 不计报酬， 为防疫做着贡献———有的站在户外值守， 跟
每一个见面的街坊做提示， 提醒对方要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 有的做防疫执勤， 冒着风险关照看护辖区内的确诊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有的利用隔离时间， 用专业知识编写普法手册， 让更多百姓了解防疫知识……他们来自社会
各个行业， 在这不平凡的早春里， 他们凌寒而立， 争做最美的逆行者， 让疫情防控有温度。

今年五十出头的赵梦云， 是东城区消协投诉部主
任。 春节，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迅速蔓延， 打破了很
多人的生活工作计划， 其中包括赵梦云。 2月8日， 赵
梦云作为单位抽调干部奔赴街道社区一线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被安排在葱店社区的驹章胡同南口值守， 这
个胡同口人流量大， 而且之前有过确诊病人， 疫情防
控工作压力很大， 但赵梦云丝毫没有畏缩。

“师傅， 请你戴好口罩！” “师傅， 请你出示出
入证！” “师傅， 电子枪测温很快， 请配合测一下体
温！” ……赵梦云一直与社区同志一道， 坚守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 严防重点点位， 确保逐一对过往人员进
行排查……

2月13日深夜11点多， 赵梦云和一起深入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事都接到紧急通知， 要求立即全员上
岗。 此刻的北京， 下着鹅毛大雪， 气温和夜色仿佛都
达到了极致。 赵梦云和大伙一起迎着凛冽的寒风， 迅
速回到了社区防疫一线岗位。

“越是特殊节点， 越要提高警惕， 我们多巡查，
站好岗， 社区居民才会更安全！” 赵梦云说， 虽然大
家都穿着厚厚的衣服， 在岗上时间长了， 还是冻得够
呛， 大伙手脚都冻僵冻木了。 但大家没有一丝怨言。

比起身体上苦和累， 赵梦云所在的防疫小组里，
工作重中之重是在对三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
监视， 这是一份身心都要承受巨大压力的差事。 因为
被监视人住平房， 屋中没有卫生间， 上厕所只能去大
约200米外的公厕， 被监视人一出大院门， 马上采取
人盯人看护。 可这个工作的难度是， 如果距离监视人
太近， 可能导致被传染的危险， 距离太远， 被监视人
可能跑掉， 造成传染更多的人。

面对困难， 作为所在防疫小组的组长， 赵梦云带
领大家发扬讲大局， 重科学， 肯吃苦的精神。 首先，
在看护岗值守之前， 带领大家进行防疫知识培训， 做
到组里的干部， 掌握好防疫技能再上岗。 同时， 在上
岗时牢固科学防疫， 精准防控， 组里人与人接班时，
都采取提前十分钟到岗、 签字。 并把值守前1至2小时
的情况交待给被接班人， 遇重大问题， 及时上报领
导。 在大家团结一心下， 2月20日， 赵梦云带领小组6
名同志， 与街道社区的干部一道， 圆满完成了看护确
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任务。

如今， 赵梦云依然和大家一起坚守在疫情防控的
岗位上。 为了减少来回换岗耽误时间， 确保按时轮
岗 ， 他们在下岗的时候， 经常是在车里做个短暂休
整， 就又立刻出来换岗。 而作为组长， 赵梦云最常说
的就是： “我多站会儿， 同志们就能多休息会儿。”
为此， 他总是提前接班， 而又将当天最后一班岗留给
自己。 对此， 赵梦云质朴地说： “这样做心里踏实。”

在房山长沟镇太和庄村的两个防疫执勤点， 你会
时常看见一位身板硬朗、 走路带风的小伙子， 他 “十
八般兵器” 样样行， 一会儿闷头登记， 一会儿趁人少
背上喷雾器消毒， 行事间总有股子使不完的劲头儿。
这个咋看咋像是 “练过” 的小伙子， 名叫陈龙， 2019
年12月31日刚刚从武警云南公安边防部队退役， 服役
20年。 虽然还只有40岁， 却是个名副其实的 “老兵”，
也是有着1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疫情发生后， 陈龙第一时间来到村委会， 找到党
支部书记石伟， 要求参加防控执勤工作， 成为一名志
愿者。

“咱们村执勤点的牌子最多， 这都是陈龙的建
议。” 石伟书记指着村北口摆放有序的大大小小的提
示牌说。 太和庄村在总结战 “疫” 期间执勤点人员和
车辆通行状况、 百姓呼声等情况的基础上， 陈龙结合
多年边检工作经验， 建议村里本着 “先充分提示再登
记通行” 的原则， 设置人性化、 信息充分的提示牌，
最大程度化解疑虑、 便民周知。

“这个安民告示说得清楚， 刚开始还不知道咋回
事儿的时候， 一看就明白了。” 村里的老人们拉开话
匣子。

自从义务上岗到现在， 在村出入检查登记站执勤
时， 陈龙保持了常年在部队的边防军人作风， 严格对
进村人员认真登记、 准确测量体温， 对进村车辆仔细
询问， 及时做好登记。 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联系村委
会， 快速解决问题。

本着对全村村民负责的态度， 陈龙积极主动地坚
守在防控工作第一线。 每天都是先人一步到岗， 把周
围卫生打扫一遍， 然后用配好的消毒液进行环境消
毒， 防止交叉感染。

“我有些相关的经验， 能让咱们的疫情防控工作
尽可能的让大家理解。 我们做的更好些， 村里的老百
姓住的踏实。 我们一起努力， 一定按照中央、 市区镇
的要求， 打赢防疫阻击战。” 陈龙说的很清淡。

“昨日守边防， 今日守家乡！ 有这么多最可爱的
人为我们坚守， 我们一定会更快地赢得胜利。” 采访
中， 有村民如是说。

2月底， 朝阳区一些社区的微信群都在转发一
个名为 《传染病防治法普法宣传册》 的电子手册。
这是朝阳法院民二庭 “薪火雷锋岗” 的作品， 主创
人是法官助理李昊洋。 这份手册解读了新冠肺炎属
于 《传染病防治法》 中的哪一类、 社会各界在传染
病防治工作中承担何种职责等内容。

李昊洋是在居家隔离期间制作的这份手册。 2
月初， 他从外地回到北京， 因为疫情， 需要在家隔
离14天， 没想到在隔离期满之际， 同屋室友刚好回
京， 按照单位要求， 李昊洋只好继续隔离， 也就是
说他的隔离期延长到28天。 作为民二庭 “薪火雷锋
岗” 的一分子， 李昊洋当然不会让这28天荒废。 小
伙伴儿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出一系列手册进行普
法， 第一篇就想到了 《传染病防治法》。

“‘薪火雷锋岗’ 是党支部、 团支部的青年骨
干依托审判专业理论知识和审判实践经验， 为公众
进行针对性普法宣传的志愿活动形式。 此前， 我们
也做过不少普法活动， 在抗疫期间， 大家就想也得
发挥作用。” 同为 “薪火雷锋岗” 成员的朝阳法院
民二庭法官助理杨成成介绍， 大家纷纷出主意， 因
为在前期调查时， 有社区提出想了解 《野生动物保
护法》 和 《传染病防治法》 的相关内容， 最终确定
了这个题目。 隔离在家的李昊洋接受了这项工作。

“我返京时， 我妈给我包了包子、 蒸了馒头。
我回到北京， 才发现食品袋里面还有一袋元宵 。”
李昊洋回忆说， 写稿子的第一天是正月十五元宵
节。 因为平时在食堂吃饭， 家里根本没有餐厨具，
他临时找了一次性的碗筷 ， 用口粮和外卖应付
隔离的日子。 期间， 他完成了 《传染病防治法普
法宣传册》， 与同事一起完成了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初稿。

“最难的是法律上语言比较晦涩， 要改成通俗
的语言， 我真是绞尽了脑汁。” 李昊洋说。 比如，
法律规定，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
类传染病和部分乙类传染病 ， 应在两小时内通
过 网 络报告或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 。 “什么叫
‘传染病报告卡’？ 只是将这个词写出来， 社区工作
者、 居民怎么能理解？” 李昊洋说， 他查遍了资料，
才给报告卡写清楚定义。 类似需要解释整理的小定
义还有几十个。 《传染病防治法普法宣传册》 不仅
在社区广泛传播， 还被人民网等媒体制成图解予以
报道。

李昊洋介绍， 《野生动物保护法普法宣传册》
也将于近期制作完成。 “我们还计划将传染病防治
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制作成微课， 让大家了解新冠
肺炎的防治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

消协干部赵梦云：

“我多站会儿，
同志们就能多休息会儿”

法官助理李昊洋：

隔离不停工，
编写通俗版电子普法册

退役军人陈龙：

昨日守边防，
今日守家乡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