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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纪超
东城区天坛街道西草市社区书记

“我是社区的‘大家长’，
要像钉子一样钉在岗位上”

从1月24日大年三十开始 ， 他和
“战友们 ” 就进入停休状态 ， 张贴通
知、 摸底排查、 宣传引导、 返京登记，
他们戴着普通的一次性口罩 ， 每日
无数次穿梭于西草市街 ， 值守在胡
同巷口 ， 他就是天坛街道西草市社
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纪超。 “不
打胜仗， 决不收兵， 我要做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冲锋陷阵的战士！” 这是纪超
的战 “疫” 宣言。

“爸爸， 你还好吗？” 这天晚上9
点多， 纪超刚进家门， 7岁儿子突然的
一声问候让他红了眼眶。 自从社区紧
锣密鼓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纪超每
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 儿子还在熟睡 ，
晚上回到家 ， 儿子已经进入梦乡 。
“平时儿子跟他妈妈更亲， 估计是太久
没见着我了， 这天专门等我回家呢。”
纪超笑着说。

纪超所在的西草市社区是流动人
口较多的平房区 ， 辖区内出入口多 ，
封闭难度大， 值守任务重。 为了让社
区干部在值守间隙能多休息会， 纪超
包揽了春节期间所有登记表格的填报
工作， 挨个打电话核实社区返京人员
情况。 纪超哑着嗓子说， “跟很多下
班回家还要照顾老人、 孩子的社区干
部比， 我轻松多了。 父母跟我一块住，
能帮我带孩子 ， 我没有什么后顾之

忧。”
218厂是西草市社区内的一个老旧

小区， 没有电梯， 社区干部从一层走
到五层挨家挨户张贴防疫通知 ， 一
天下来 ， 大家都累得直喘气 。 这天
是 1月 29日农历正月初五， 干部们一
直要在社区值守到夜里12点， 疫情特
殊时期， 外卖点餐不容易， 晚饭成了
难题。 纪超看着饭点到了， 琢磨着给
干部们做顿 “大餐 ”。 “今天正好是
‘破五’， 吃不上饺子也不能让大家饿
着 ， 社区条件有限 ， 我就简单露一
手 ”， 刚在巷口完成值守任务回到社
区 ， 纪超又当起了 “大厨 ”。 一锅米
饭， 几个鸡蛋， 切点葱花， 纪超用仅
有的食材给社区干部们做了一锅炒饭。
“香！ 可算是吃上一口热乎饭了！” 大

家都很捧场 ， 一大锅炒饭一扫而光 。
匆匆吃过饭， 大家又穿上外套， 戴上
普通的一次性口罩， 回到各自的值守
岗位上。

随着返京人员不断增多， 社区防
疫工作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大。 为了方
便居民快速进行返京登记， 同时有效
避免因人群聚集引发交叉感染， 纪超
想出了 “金点子”。 “我跟社区干部经
过 ‘头脑风暴’， 都觉得通过线上调查
问卷进行返京登记是个好办法。 我们
把需要登记的个人信息融入问卷中 ，
居民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填写问卷”， 纪
超说， “我们还把 《健康承诺书》 的
内容也加入问卷， 居民勾选 ‘同意’，
才可以完成全部内容填写。” 线上登记
方式很快在各个社区进行推广， 很多

居民都说 ， “方便快捷 ， 安全有效 ，
真不错！”。

疫情特殊时期， 酒精成为居民家
中的必需品， 看到新闻报道了很多地
区发生因错误使用酒精消毒而起火的
事件 ， 纪超又担心起了居民的安全 。
“我们社区老年人居多， 特别是有很多
独居老人， 帮助他们正确使用酒精非
常重要。” 纪超指着张贴在居民家门口
的温馨提示说， “我们设计了很多通
俗易懂的标语， 贴在街巷的醒目位置
和独居老人家门口， 用简洁明了、 清
晰醒目的文字提醒居民安全正确的使
用酒精消毒。” 关于居民的每件小事，
都是纪超心头的大事， 他就像西草市
社区的 “大家长”， 要把每一件 “家务
事” 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您今天身体怎么样？ 没有不舒
服吧 ？ 家里还有蔬菜吗 ？ 要绿叶菜
吗 ？” 拿着电话 ， 徐翠莲不停地追问
着， 直到对方说 “身体挺好， 家里还
有菜 ” 她才放心 ， 随后又叮嘱道 ，
“有什么需要您一定跟我说啊。”

徐翠莲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 广外街道湾子街社区党委书记 、
居委会主任、 联合工会主席。 像这样
的电话， 她每天都要打给辖区空巢老
人和独居老人。 这些老人身体普遍不
好， 她每天都要问候询问， 他们出行
不便， 她就想办法给他们送菜上门。

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节，
也是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 。 春
节以来， 徐翠莲就带领社区联合工会
会员投身到抗疫工作的第一线 ， 面
对一个商住齐聚、 人员数量大、 情况
复杂的社区， 如何高效开展工作是关
键， 徐翠莲和她的伙伴们承载了巨大
的压力。

11个居民小区、 4215户、 9585人，
11位社工、 4位流动协管员、 1位街道
总工会专职工作者……徐翠莲说， 从1
月24日除夕， 接到召开紧急会议通知
的那一刻起， 这一连串的数字就不断
地在她的脑海里浮现。

“疫情防控的战斗要打响了。 要

想做好疫情防控， 必须将辖区所有的
人 员 精 准 排 查 一 遍 。 ” 徐 翠 莲 说 ，
可是现实的困难又摆在眼前， “我们
的工作人员人数有限 ， 而居民人多 ，
这项工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容不
得一点马虎。”

于是， 她将所有居民小区梳理了
一遍， 将工作人员分成了7组， 每组负
责一个楼门， 挨家挨户的开展 “地毯
式” 地排查。 每一户家庭都要核实清
楚具体情况， 每一组数据都要保证准
确。 为了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街道对
户数多的社区增派人员， 通过两天加
班加点的排查， 11个居民小区所有的
住户都排查了一遍。

疫情防控争分夺秒， 徐翠莲放下
家里的一切 ， 吃住在单位 。 她亲自
核对完善辖区疫情防控台账， 带领

大家又踏上了第二次排查工作的道
路 。 通过电话问询、 走访入户， 张贴
通知 、 微信公众号 、 媒体平台等宣
传 方式对辖区37栋住宅楼 、 108个楼
门 、 5家商务楼宇 、 16家物业进行
逐户排查， 并向全体居民宣讲防控工
作知识。

面对部分居民因为严格的疫情防
控措施出现牢骚和情绪时， 她一改往
日的雷厉风行， 总是和颜细语尽力劝
说解答。 面对辖区身体不好、 出行不
便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 她更是体
贴入微， 每日电话问候。 她的一颗心
里装的， 都是辖区居民的健康安全。

这段时间以来， 居民家中、 各个
楼幢、 辖区商户、 执勤点位……辖区
到处都留下了徐翠莲的身影 。 其实 ，
她的身体并不好， 需要常年服药。

“连续不停不休的工作， 已经让
徐书记吃不消了。 为了能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 她每天就加大用药量， 实在
累的时候， 就抽空在单位躺一会儿。”
湾子街社区副书记袁翠霞告诉记者 ，
“我们特别心疼她， 有时候都求她回家
好好歇一天， 可是她却摆摆手说 ‘能
挺住’。”

在社区路口站岗是个 “苦差事”，
看徐翠莲脸色不好， 社区工作人员都
心疼， 不让她去， 她却说： “你们也
是父母， 也是儿女， 看着你们在外奔
波， 我这心里很难受。” 即便大家坚持
让她留在单位， 回来的时候， 她也早
已削好水果， 拿着消毒液在门口等着
大家。

“这一刻， 再累再苦， 我们的心
里都是暖的。” 袁翠霞说。

□本报记者 陈曦

徐翠莲
西城区广外街道湾子街社区书记

吃住在单位 揣着药值守抗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