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振东
朝阳区紫萝园社区书记

“好大一棵树！ 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
下多少故事， 有乐也有苦！”

当新冠肺炎疫情像狂风暴雨般无情袭来
时， 有一群人， 像一棵棵大树一样， 顶狂
风， 抗暴雨， 撑开一把把大伞， 守护着脚下
的土地岿然不动， 他们就是战斗在首都数以
千计社区中的领头人———社区书记。 他们是
居民的 “大家长”， 也是最基层的 “指挥
官”， 他们不惧风险， 坚守阵地， 带领社区
党员、 干部和先进分子冲锋在前， 细致入微
地编织着坚固的防疫网， 形成了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 被居民们誉为 “最可
信赖的主心骨”。

在抗疫的日子里， 每个社区书记都有自
己的感受与故事。 午报记者近日走进这个离
居民最近的 “小司令官” 群体， 为读者带来
了不一样的抗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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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疫疫情情

□本报记者 白莹

“社区就是我的阵地，
退休了我也不能下火线”

□本报记者 孙艳

1月23日晚上， 当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筹备除夕
盛宴时， 朝阳区紫萝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却向
社区干部们发出了通知： “今晚八点半， 社区居
委会集合开展入户排查工作。” 一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骤然打响……

疫情突如其来， 要在3500户居民和25家单位
中开展排查， 任务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考验共产党
员的时候到了， 让我们团结起来， 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 在李振东带领下， 社区7个党支部，
340名共产党员， 全员响应， 一支以社区党员、 社
工、 志愿者组成的 “抗击疫情志愿先锋队” 迅速
成立， 排查登记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

入户登记、 电话随访， 一个个数字摸排上来，
一张张报表汇集起来了， 而这些数字又是每日变
化的。 李振东迅速联系之前合作开发 “动态楼宇”
管理系统的科技公司， 第一时间推出电子登记表。
内容除了登记人的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
方式等基本信息外， 还包括从进京交通工具、 近
期身体是否出现过感冒、 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腹泻乏力等。

“数据实时更新， 情况一目了然， 这个软件
系统可以说为我们防疫一线的社工们插上了科技
的翅膀。” 社工丁妍自豪地说。

说到运用科技创 新 防 疫 ， 这 可 是 李 振 东
书记的强项 。 今年 46岁的他 ， 自 2015年担任
东风地区紫萝园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以来， 即以问题为导向， 带领10余名社工在实践

中探索形成 “动态楼宇” 治理模式。
李振东告诉记者， 紫萝园社区 “动态楼宇”

管理系统最初是针对小区楼宇分散、 管理难度大
这一实际情况建立的， 这两年在清理楼道堆物堆
料、 整治违法建设、 推广垃圾分类等工作中效果
明显； 特别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 更是发挥了重
要作用。 “通过这一模式， 我们辖区志愿者实现
了全覆盖管理， 确保百姓的诉求第一时间回应、
第一时间处理、 第一时间解决。”

疫情发生以来， 李振东和他的 “战友们” 奋
战在社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累了， 回到办公室
的椅子上眯一会儿； 饿了， 一碗方便面也能吃得
津津有味儿。 李振东的带头吃苦受累， 不但成为
了大家伙心目中的 “感动人物”， 大家伙都说， 有
李书记这样的主心骨， 工作虽累， 但心里踏实。

这次疫情防控， 让李振东感动的人很多， 比
如居委会楼上一对80多岁的夫妇， 都是老党员 ，
主动报名要求参与一线入户工作。 “我就劝他们
在家帮我们打打电话就行。 结果发现， 他们每天
不仅把自家的清洁工作做好， 还将公共场所当成
自己的家， 坚持每天把楼道、 电梯间、 单元门等
也扫了。 有像这样争做主人翁的居民， 你说， 我
们能不战胜疫情吗？” 李振东坚定地说。

运用创新科技防疫
动态管理忙而不乱

今年1月下旬，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
北京全面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 本该 2月领退休
金的她已在1月26日办理了退休手续， 可在这个
节骨眼上， 她毅然又站到了抗疫一线。 截至目前，
她已经坚守了近90天。 她， 就是甘家口街道工运
社区党支部书记杨萍。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作为社区党
支部书记的杨萍， 同社区里工作人员一起对社区
的16栋楼、 3个平房区1166户的居民逐一排查， 排
查他们是否出过京， 出京人员核实从何地返京，
是否有武汉接触史； 是否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

记得最开始， 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全部第一时
间到岗， 大家分头出发， 进小区挨家挨户排查，
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了两周内从武汉返京及小区人
员春节期间回湖北的人员情况， 以及是否有发热
人员等信息。 “因为经历过非典， 我开完会感觉
事态严重， 所以摸情况一刻也不敢耽搁。” 杨萍
说。 那一天排查完70%的住户已经是深夜， 工作
人员回来开会对刚刚做的工作进行总结， 散会的
时候已经是凌晨。

“从1月23日开始， 在抗击疫情的道路上， 可
以说， 我们走过了风雪严寒， 走过了风沙满天，
每天除了小区门口的值守， 测体温、 查出入证、
检查后备箱， 还要对外省市 （湖北武汉） 人员进
行严密排查。” 杨萍告诉记者。

随着疫情的严峻， 要全面实施小区全封闭管
理， 可是小区的北门没有门， 是完全敞开的， 怎

么办？ 那时， 杨萍马上联系了产权单位———劳动
关系学院资产处， 紧急装上了门， 并加装了门禁，
还制作了3000张居民临时出入证， 为小区居民提
供一份可靠的安全保障。

每天奔波于43号院、 45号院两个门岗， 检查
值守情况是否到位， 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她才能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有一次， 对两位不符合居
家观察条件的夫妻二人苦劝了近4个小时把他们劝
走。 回到办公室， 杨萍腰腿酸痛， 口干舌燥， 一
看表， 整整劝说了4个小时， 水也没喝上一口。 从
4月8日起， 滞留湖北武汉人员可以返京， 杨萍又
是亲力亲为， 负责接转， 把他们安全送进家门。

其实， 对于杨萍来说， 她对基层还有一份特
别的情感， 因为她的儿子孔德宇， 在2018年11月
正式入职甘家口街道阜北社区。 入职后， 他还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 孔德
宇主动帮助独居老人送物品， 主动申请接送境外
返京人员及武汉返京人员， 年轻人勇于担当、 乐
于奉献，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虽然没有治病救人的本事， 但我是党员，
是社区书记， 社区就是我的战场， 无论从个人感
情， 还是工作责任， 都不允许疫情在我们的社区
扩散传播！” 杨萍说。

杨萍
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工运社区书记

李振东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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