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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硬核”王站长
□□李李仲仲 “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 热

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 。” 张赛 、
张璐两位老师， 负责幼儿园和小
学教育管理、 招生等工作。 在抗
疫期间， 负责延庆区50多所幼儿
园和小学数据排查， 为守护一方
平安而默默奉献。

“有一个民办幼儿园的孩子
返京， 自报返京后的30小时， 怎
么也联系不到家长。 和园长一起
动用各方力量———街道 、 村委
会、 邻居、 同村人， 在最后的时
限内， 准备开车直奔他家里。 这
时候家长回话了， 告知说关机，
忘了报信息。” 类似特殊情况还
有很多， 特殊时期遇到困难和问
题， 两位老师坚持全面排查、 全
面覆盖， 一个都不能少！

基层学校有些孩子深处疫
区 ， 瘟魔的阴影使他们惊慌恐
惧。 两位老师参与制定延期开学
方案的同时， 指导相关教师做好
孩子们的心理疏导及个人防护教
育， 确保绝对平安， 经常接到紧
急通知， 连续作战到月挂夜幕。
面对全区幼儿园小学的防疫工
作， 她们开视频会、 打电话布置
传达。 两位老师的爱如朝霞， 明
媚了一方天空。

“我俩都是刚过产假， 接到
抗疫任务就来了。 面对每天数据
多、 时间紧、 任务重、 标准高的
要求， 我们舍不得回去一小时给
孩子喂奶。” 两位老师平静地说

着。 其实， 平静的背后是对家中
嗷嗷待哺孩子爱的缺失。 哺乳期
的母亲， 无论与孩子相距多远，
都会有孩子因饥饿而啼哭的感应
……张赛， 孩子5个多月， 婆婆
在照顾孩子的同时， 也担任防疫
数据上报工作； 张璐， 大孩儿5
岁， 二孩儿4个多月。 父母在京
外， 道路封闭无法回来， 只有孩
子爸爸一人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忙不过来时， 经常请亲戚轮流过
来帮助照看孩子。

两位老师和工作组成员一
起， 从1月26日至今， 一直在抗
疫阵地坚守。 她们没有时间、 没
有精力去关注自己的孩子有没有
长牙？ 有没有长胖？ 有没有学会

新本领 ？ 早晨从家里出来的时
候， 孩子在熟睡， 晚上回家时，
孩子早就睡着了。 回家后， 还会
陆续和学校联系 ， 解决各种事
情。 孩子的哭闹声、 电话声、 交
流声交织在一起， 生活把她们历
练成多面手。 她们说： “一场疫
情， 让我们成熟了、 强大了！”

“比起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
员， 我们太微不足道了， 只是做
了一些本职工作而已。 我们还需
要更加用心和努力， 为抗击疫情
出力。” 她们把教育的名言， 诠
释成行动； 她们把平凡的工作，
做到神圣 ； 她们把年轻妈妈的
爱， 倾注到职责范围内的每一个
孩子心田。

“疫， 民皆病也。” 疫疾作
为一种群体性多发传染疾病， 古
往今来肆虐于华夏各地， 不但威
胁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而且对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冲
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科学
有效的措施和应对方案打响了疫
情防控阻击战。 回溯历史， 发现
古人对疫情防控也十分重视， 提
出了一系列积极的防疫对策。

从考古发掘来看， 在殷墟出
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 “疫” 的记
载。 当时， 人们已经具备了疾病
的分类常识， 可以将人体疾病划
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 比
如 ， 传染病高发的年份被称作
“疾年”； 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大量
传播被称作 “雨疾”， 表示生病
的人很多， 疫病有如下雨一般。
而 “降疾” 则为控制、 降低、 减
少瘟疫流行所作的各种努力。

到了秦汉时期， 对凡是感染
疫病的病人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
患者隔离措施。 据 《睡虎地秦墓
竹简》 记载： “有了疑似病例，
典甲负责调查， 向郡守报告。 郡
守接报后， 马上派医官来检查，
一旦属实， 当即组织隔离治疗。
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迁
所里 ， 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
顾， 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

针对疫病扩散， 秦朝还颁布
了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知情
者应主动断绝与其接触， 也不与
他一起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皿。
“毒言”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通
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传染病，王
充在《论衡·言毒》中曰：“太阳之
地， 人民急促， 促急之人口舌为
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
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胎肿而为创
（疮）。 ”据说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
关于防治传染病的立法。

唐宋时期， 医学大发展， 防
疫救灾措施和制度进一步完备。
每逢瘟疫流行， 从中央到地方各
级官员均多方措置， 广为施方散
药， 来渡过暂时的难关。 据 《新
唐书》 中记载： “诸州置助教 ，
写本草、 百一集验方藏之。” 唐
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
陶弘景的 《神农本草经》 和 《百
一集验方》， 一旦出现疫情， 可
随时取出照方用药。 到宋代， 朝
廷专设翰林医官院、 御药院、 太
医局和惠民和剂局， 并组织医学
家编纂 《太平圣惠方》 《简要济
众方》 等方集， 指导老百姓用中
医药治疗和预防疫病。

随着抗疫经验的不断积累，
古人在药物防疫的基础上， 又总
结出隔离检疫、 消毒、 保持良好

环境和个人卫生等经验。 如清代
医学家陈耕道在 《疫痧草》 中提
到： “凡入疫家视病， 宜饱不宜
饥， 宜暂不宜久， 宜日午不宜早
晚， 宜远坐不宜近对。 即诊脉看
喉， 亦不宜与病者正对， 宜存气
少言， 夜勿宿病家。” 特别强调
在疫情传播阶段， 就是医生也要
避免近距离接触。

明代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写道： “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
者为上， 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
之， 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
碱， 用须煎滚， 停一时， 候碱澄
乃用之。” 这种煮沸、 澄清之后
再饮用的做法， 是处理饮用水以
保证健康的措施， 极大降低了传
染病发生的概率。

为了防病， 保证环境卫生也
十分重要 。 清代医家余伯陶在
《鼠疫抉微·避疫说 》 中提出 ：
“当无事时， 庭堂房屋， 洒扫光
明。 厨房沟渠， 整理洁净。 房间
窗户， 通风透气 。” 王士雄 (孟
英 ) 的 《霍乱论 》 告诫人们 ：
“平时即宜留意 ， 或疏浚河道 ，
毋须积污， 或广凿井泉， 毋须饮
浊。 卜居最宜审慎， 住房不论大
小， 必要开爽通气， 扫除洁净。”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 驱除疫病
流传的可能。

鲜红的党旗前， 我看见一张
张坚毅不屈的脸庞， 右手举起，
拳头紧握， 吼出了使命担当。 这
是发在我们单位微信公众号上的
一幅照片 ， 虽然他们都戴着口
罩， 但我还是从中认出了他， 社
区工作站的王站长。

说起王站长， 平时工作就敢
挑重担， 雷厉风行， 许多人都夸
他不愧当过兵， 有军人作风。 这
次疫情防控， 更是年初一晚上接
到通知， 立即从老家星夜返回。
初二一大早， 没顾得上休息就直
接赶到了街道。 从街道领导处领
受任务后， 他又马不停蹄奔赴社
区， 抓紧制定工作方案， 向工作
人员传达各级疫情防控信息， 发
动楼组长看楼护院， 组织社区网
格员 、 志愿者入户摸排人员信
息， 张贴宣传提示传单， 重点区
域喷药消杀……一项项工作有序
开展， 战 “疫” 就这样打响了。

“我是共产党员， 也是个老
兵， 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我愿意
再上战场。” 虽然他戴着大大的
口罩 ,但这声音依然洪亮 ， 传递
的信念与决心， 感染着身边的每
一个人。 每次我下社区， 都能看
到他冲锋陷阵的身影， 在小区检
测点上， 在道路卡口上， 在居民
小区里， 在商务楼宇里， 那红红
的马甲映红了脚下的土地。 每天
晚上我打开微信运动， 总看到他
高居榜首， 我知道， 在他坚实的
脚步下， 那一道隔离新冠病毒的
社区防火墙又织密织厚了。 而这
一切的背后， 则是办公室里伴随
他的那一张沙发， 一盒盒方便面
和一杯杯浓茶。

一天半夜， 急促的电话铃声
唤醒了疲惫的王站长， 电话里传
来街道值班员焦急的声音： “一
位从外地返回复工的居民被物业
人员拦在小区门口， 要马上协调
解决。” 联系物业人员了解情况，
联系居民解释政策， 一番忙碌，
问题得到解决 ， 而他也睡意全
无， 连夜针对这次问题制定了整

改方案。 早晨， 我电话联系他了
解事情的原委， 听到那往日洪亮
的嗓音， 有了些许嘶哑。 接完电
话， “尽其所能的人就是英雄。”
这句罗曼·罗兰的名言， 出现在
我的脑海， 不禁感慨万分。

战 “疫” 看不到硝烟， 让个
别 居 民 有 了 懈 怠 ， 进 而 对 社
区 工 作人员的管控措施有了抱
怨 。 非常时期 , 得怀菩萨心肠 ，
行霹雳手段。 王站长一方面站在
居民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断改进
工作方式方法， 另一面也为社区
工作人员撑腰打气， 疏解不快。
“有什么问题， 你们尽管让居民
找我反映， 我来答复。” 王站长
不怕事， 敢担事的表态， 给身边
工作人员吃了颗定心丸 。 “这
是我的手机号码， 有什么问题可
以随时找我反映， 但也希望你支
持社区工作，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
的， 就是要战胜疫情， 打赢这一
仗。” 这也是他常对居民说的一
句话。

起初， 我听到有居民说， 这
个王站长很 “硬核 ”。 一愣后 ，
马上就觉得用 “硬核” 来形容王
站长， 倒是十分贴切。 思绪， 蓦
然间被一种情怀所淹没， 振奋与
喜悦交织， 既为王站长， 又为这
些可敬的居民。 战 “疫”， 需要
“硬核” 战士， 更需要得到居民
的支持与配合。 其实， “硬核”
亦有柔情， 想起几天前那个雪花
恣意飘飞的日子， 只一会大地就
白茫茫的一片。 “我真希望这是
一个大大的口罩， 把我们与新冠
病毒彻底隔离。” 站在街道会议
室的窗前， 王站长与我说了这一
段话。

战 “疫” 仍在继续， 忙碌的
白昼， 很快就被夕阳送走。 夜幕
下，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如寻
常看到了远处那一抹闪耀的红
色。 那是卡口上的红色帐篷， 还
有穿着红色马甲的社区工作人
员， 王站长和他的战友正在那里
坚守。

抗“疫”两枝花
□□赵赵文文新新

古人应对疫情的智慧
□□钟钟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