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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少亭报道：“许阿
姨，今天您感觉怎么样？我给您带来
了体温计、医用消毒酒精和一些防控
药品……”2月 6日上午，江苏省军区

徐州第二干休所门诊部护士郭莹按要
求把医护用品放在住户家门口，隔着
门窗了解这家人身体情况、交代注意
事项，然后对电梯、楼道进行消毒后才

离开。
许阿姨今年70多岁。1月上旬，丈

夫因病去世，远在湖北武汉、黄冈的 5
名亲戚前来奔丧，在她家里住了 5天。
干休所组织住户摸排时得知这个情况，
立即与许阿姨联系。

起初，干休所工作人员登门了解情
况时，许阿姨闭门不见，打电话不接、发
短信不回。这可难坏了郭莹。

“许阿姨的亲人刚刚去世，心绪还
没有平复，我们可以‘缓一缓’；另外，许
阿姨可能担心周围邻居知道她与武汉
籍人员有过接触而排斥她。这种情况
我们要理解。”门诊部主任马艳军说。

马艳军决定不直接接触许阿姨，而
是打电话给许阿姨的儿子，讲清特殊时
期的特殊要求，取得许阿姨儿子的理解
和支持，详细了解到从武汉疫区来徐州
人员的有关信息、基本情况，并请许阿
姨儿子帮忙做通他母亲的工作，按要求
采取居家隔离和医学观察措施。

这边，干休所医护人员坚持每天发

短信讲形势、讲常识、讲道理、问平安。
两天后，许阿姨终于回短信了。

看到许阿姨有了回应，医护人员马
上把体温计、消毒酒精、防控药品、宣传
资料送到许阿姨家，暖心措施让许阿姨
感动不已。

记者了解到，这个干休所在做好营
区环境、重点部位消杀灭的同时，提出

“登门不进门、防疫不防人，闻声不见
面、真情换真心”的工作理念，采取隔窗
交流、电话询问等形式，始终与排查对
象保持一定距离，不让近距离接触带来
思想抵触。

工作人员很忙，营区住户很暖。一
位住户在朋友圈留言说：“及时雨，网购
的口罩迟迟不能到来，现在收到一个救
急。”“感谢你们，严防死守也是为我们
好啊！”老干部的夸赞就是对他们细致
工作的最好肯定。

图为医护人员为老干部讲解防护
用品使用方法。 王少亭摄

理解你的心情——

隔离不隔心，我们始终在一起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让关爱带来春天的温暖

本报讯 荣旻湜、孔庆珊报道：“肺
炎疫情让子女没法回家，我又赶上生病
住院，是咱们干休所的关心关怀帮我渡
过这个难关。”2月4日，战斗英雄、山东

省军区青岛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谷德
合，在医院病房里对前来探望的干休所
领导感慨道。

根据防疫工作的需要，一些烈军

属、遗孀和子女不在身边的部分老干部
只能“宅”在家里，日常生活有诸多不
便。为此，该干休所根据前期摸排情况
制定生活保障措施，由生活服务中心征
集各家需求，统一外出采购各类物资，
并配送到家；安排食堂对行动不便的老
干部开展电话订餐服务，每天只要一个
电话，一日三餐就有专人送上门；将紧
急调拨的医用口罩、消毒液拆分为小
包、小瓶，为住户家庭进行配送，并组织
卫生人员上门给烈军属、遗孀等孤寡老
人家庭喷洒消毒液，讲解如何正确佩戴
口罩等预防办法；与重点对象结成对
子，指定专人帮扶照料，坚持每日两次
电话巡诊，隔日上门探望，建立体温、血
压等身体健康记录卡，解决好日常生活
需求；对生病住院的，所领导分头前去
看望，与责任医生和护士建立联系，每
日询问病情，及时回应关切，让老干部
安心养病。

为丰富老干部的精神生活，他们指
派专人及时将报纸杂志分发到各家门
口报刊箱内，利用上门巡诊时机为老干
部下载他们喜欢的戏曲、影视剧等，并
从网上下载了室内老年人保健操，发给
喜欢锻炼的老人。

春节期间，隔壁干休所接连有5名
老干部相继离世。消息传来，一时间，
人人谈“疫”色变，一些不实谣言在老干
部、遗孀之间传播蔓延。“既要关注菜篮
子、米袋子，也要聚焦疏导老干部的心
理健康。”为此，干休所党委一班人包干
负责，每日给老干部、遗孀家庭通电话，
向他们通报疫情发展动态及干休所所
做的各项隔离举措，组织卫生所整理制
发《新型冠状病毒预防手册》，以图文解
说的方式让老干部家庭了解到相关信
息，打消顾虑担忧。

图为干休所战士为老干部送饭。
侍璐强摄

关心你的生活——

“宅”家不用急，我们服务送上门

本报讯 梅永前报道：“别着急，
家里还有什么需求及时告诉我，明
天我和医务人员去测体温时给你们
送过去！”2月 5日，江西省上饶市横
峰县葛源镇武装部部长骆胜旺又通
过手机微信视频，与居家医学观察
的武汉返乡人员沟通交流，安抚他
们的情绪。

据介绍，像横峰县这样为武汉返
乡人员提供服务和心理安慰的事例
在上饶市还有很多。上饶是高铁枢
纽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人员流量大，
流动人口多，防控压力大。

疫 情 发 生 后 ，该 市 随 即 发 出 倡
议，要求广大民兵、退役军人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充分发挥语言相
通、习俗相同、熟悉民情社情等优势，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武汉籍来饶人员
和武汉返乡人员的医疗服务和心理
疏导工作。

“病毒无情人有情。”横峰县人武
部领导介绍说，他们组织乡镇专武干
部、民兵干部在全面做好防控和排查
的基础上，根据武汉返乡人员的分
布，按照不同行政村，分别组建微信
群，每天不定时询问需求，发布温馨
提示、防疫知识和权威消息。

在上饶市高铁站，退役军人、警
务站站长蒋建波一直奋战在抗疫第
一线。在执行防控工作中，面对一些
旅客出现的焦躁情绪，他总是给予暖
心关怀，经常把从家里带来的工作餐
与滞留的旅客一起分享，用温暖的言
行让他们的情绪得到平复。

连 日 来 ，一 件 件 暖 心 事 纷 至 沓
来。信州区、万年县人武部主动为地
方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在全面加强防
护的前提下，腾出民兵训练基地作为
临时隔离观察点，用于安置无法正常
返乡的湖北籍人员，并安排医疗分队

做好体温检测和医疗服务等备勤准
备；弋阳县 116名退役军人危情时刻
显担当，全心做好武汉籍在弋人员与
武汉返乡人员“一对一”的跟踪保障

工作，采购生活物资、提供便捷服务。

图为人武部领导对民兵防疫工
作进行讲评。 陈 磊摄

倾听你的诉求——

有事尽管说，我们会随叫随到

“到湖北去，到武汉去，到疫情最严
重的地方去……”接到驰援命令，在紧
急出征“最美逆行”的队伍中，有一群夫
妻一同上战场的动人故事，又一次刷屏
了微信朋友圈。

透过他们一个个感人瞬间，我们体
悟到一种情感，叫“我们同在防疫一
线”。无论是老夫老妻，还是新婚燕尔，
夫唱妇随的背后，是“不管怎样，有任何
事情我们都要一起面对”的恩爱情怀，
是“国家有难，我们应当主动去”的使命
担当，是“没想那么多，像战士听到冲锋
号”的职责本能。他们迅速由相濡以沫
的夫妇转变成工作中并肩作战的战友，
从被口罩勒到破皮的脸颊、被水浸到泛
白的双手、监护室外席地而眠的身影
中，让人懂得了辛苦与付出、无畏与坚
韧，看到了“最美夫妻档”的至情至性。

透过他们一个个感人瞬间，我们
感悟到一种精神，叫“困难面前不退
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对
对军人夫妻用生命守护生命的实际行
动，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人间赞
歌。面对疫情，他们一起拨通早已变
成“报名热线”的单位领导电话，一起
在如雪花一样飘来的“请战书”上按下
手印……这不仅体现了“苟利国家生
死以”的勇毅，而且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不畏惧、不退缩”“若有战，召必应，战
必胜”的铿锵誓言。

透过他们一个个感人瞬间，我们
体会到一种担当，叫“军人家庭的奉
献”。在许多“夫妻档”中，有的丈夫是
现役军人，妻子是军队文职人员；有的
一人在部队，一人在地方，本来就聚少
离多，但他们听到祖国和人民的召唤，
都毅然决然放弃家庭团圆，不问归期，
不负初心，告别父母离开孩子，投入到
抗击疫情的钢铁力量之中。他们在一
线紧张战斗，没有花前月下，顾不上儿
女情长，甚至彼此都忙得无法见一面、
看一眼、说句话。或许，他们心中会对
寝食难安的父母、望眼欲穿的孩子有
愧疚，而一旦看到转危为安的病人，便
会因为自己以身为盾、守护百姓健康
而倍感欣慰。

透过他们一个个感人瞬间，我们触
摸到一种传承，叫“一切为了国安家
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家国情怀一
脉相承，夫妻同上战场、前赴后继的例
子不胜枚举、可歌可泣。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一对对夫妻携手向前，与时间
赛跑，跟病魔抗争，与战友们一同在病
毒面前筑起一道道健康防线，不只是因
为神圣的责任、不变的信念，还有一脉
相承的家国情怀。当诊断遇到难题时，
他们会共同探讨其中的学术问题；当战
斗打响时，他们以爱心的力量，情怀的
伟力，铺就精神的补给线，凝聚起众志

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军人夫妻

在特殊战场上的共同坚守，彰显了“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政治自
觉，展示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英雄本
色，既为打赢防控疫情阻击战增添了别
样风采，也向积合力以致胜、汇众智而
成功发出了疾声召唤：赢得这场严峻斗
争的胜利，中华儿女要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形成全
力以赴、排除万难、一往无前、共克时艰
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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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智慧、特约通讯员王士
刚报道：79个行政村、19个社区征兵政
策宣传微信群，定期更新内容，重点宣
传大学生入伍相关政策、大学生立足军
营成才事迹和国防教育微视频……2
月初，笔者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
部了解到，他们开展征兵宣传工作，没
因疫情影响而停止。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蔓延，以往“进校园、进社区、进农
村”征兵宣传模式已不合时宜。对此，
该人武部决定采取“三级联动”模式，
动员辖区内 79个行政村、19个社区分
别建立征兵工作微信群，将所属适龄
青年全部纳入其中，确保征兵宣传无
遗漏。

为确保宣传效果，人武部在线上组
织全区所有专武干部，各乡镇、街道组
织所有行政村、社区“两委”成员，学习
相关政策规定，掌握廉洁征兵要求，熟
悉网上报名流程，切实做到政策清、方
法明、程序熟。

98个微信群激发适龄青年参军
热情。截至目前，这些微信群中已
有 在 校 大 学 生 和 应 届 高 中 毕 业 生
2000余人，其中明确参军意向的有
116人。“在微信群里就能了解入伍
政策，还有问必答，太方便了！我要
好好锻炼身体做准备，争取实现自
己参军报国的梦想。”家住问十乡曹
店村的大学生适龄青年崔晨阳信心
满怀。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结合
疫情实际抓好征兵宣传

98个微信群激发适龄青年参军热情

本报讯 孔祥萌、特约通讯员刘慎
报道：经过 8个多月的紧张建设，2月 3
日，随着最后一批办公电脑安装完毕，
地处雪域高原的新疆阿克陶县多功能
民兵训练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至此，该
县告别了没有专业化民兵训练基地的

历史。
阿克陶县地处祖国西部边陲，帕米

尔高原东部，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平
均海拔在 4000至 5000米左右。该县民
兵常年担负抗震救灾、应急处突、巡边
站岗等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

有专业化的训练基地，人武部在组织民
兵集训时，常常是“东借场地，西借教
室”，而且不能展开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一度影响和制约了民兵战斗力的提升。

“与武装工作相关的事，必须不打
折扣地抓好落实。”去年 7月的一次军

地协调会上，该县党委了解到这一情
况，当即决定把县城周边一块具有商
业开发价值的地块划为民兵训练基
地，并拿出专项经费，按战备训练标准
进行建设。

据了解，这个新落成的5000平方米
多功能综合训练基地，集办公、战备物资
存放和民兵训练、食宿于一体，不但设有
战术训练场、轻武器射击场，而且建有多
媒体远程教学、网络教室等，可满足民兵
的专业训练需求。

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徐振高兴地
说：“我们一定不辜负地方政府、群众的
关心厚爱，不断提高能力素质，努力成为
保卫边疆、戍守边防的钢铁卫士。”

新疆阿克陶县不打折扣抓好武装工作落实

雪域高原有了民兵专业训练基地

2月4日，驻守在海拔4300多米的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达巴边防连
组织官兵抗严寒单兵战术训练，培养顽强的战斗精神。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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