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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若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早
已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了。

1月21日早上，所里召开紧急会议，
通知买好票的人员退票。说实话，当时
心里还是有些失落的。

但是，作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必须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更何况现在，所里
有那么多老干部、老阿姨需要照顾。他
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大都已
是耄耋之年，有的有一些基础疾病，是容
易受到感染的人群。保护好他们的生命
健康，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想通了，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这
几天，我全身心投入防疫。量体温、消毒、
巡诊问诊，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往往转眼
就到晚上，回到宿舍洗漱完毕躺在床上，
上一秒还在感慨一天的充实工作，下一秒
眼皮就开始打架。虽然任务很重，也很繁
琐，但我知道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我是独生女，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

不和家人一起过年。在家时，我有点小任
性，家人也一直包容我。但是此刻，我深
知当前任务的重要性已经不允许我这样，
只有踏实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干好自
己的本职，让老干部们平平安安渡过此次
疫情，才对得起身上的这身“孔雀蓝”。

有时，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经
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开始懂得了什么
叫使命、什么叫责任。所里大部分同志
家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疫情面前，
大家都坚守在岗位上，没有一个人有怨
言。我很自豪我也是这个光荣集体中的
平凡一员，大家并肩战“疫”，每每想到这
里，心里都会有一些神圣感。

今天，我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
请书。申请书的结尾，我写上这样一句
话：“请党组织考验我！”

这是我的心声。因为，我相信自己
一定能经受住这次特殊的考验。

（向绪林、本报记者 何武涛整理）

在特殊战场接受组织考验
■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文职人员 郭心怡

当前，疫情防控是举国上下最重要
的一项工作。在这场战“疫”之中，人民军
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
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与广
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克时艰，忘我奋战，众
志成城，全力投身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
防控阻击战。

在医疗救治一线，军队支援医疗队
向险而行，勇当捍卫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的先锋队突击队，精心救治护理
每名患者，用自己的仁心仁术，搭建维系
百姓重托和希望的生命通道。

在运力保障一线，驻鄂部队抗击疫
情运力支援队，用使命必达的信念，给江
城“加油摆渡”。滚滚钢铁洪流，让这个

“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多了几分生机、
几分力量，也增添几多信心。

在人武系统防控一线，广大民兵发
挥就地就近优势，主动担当“宣传员、联
络员、安保员、应急员、快递员、服务员”
等多种角色，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构
筑起联防联控的铜墙铁壁。

在干休系统防控一线，面对多数干
休所身处疫区，老干部平均年龄高、易受

感染的实际，直面现实，迎难而上，主动
作为，竭尽全力坚决守护“党和国家宝贵
财富”的生命安全。

疫情防控是一场阻击战、攻坚战，也
是一场总体战、协同战。不一样的战位，
一样的战“疫”。疫情发展到现在，任何
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当旁观

者，这是担当，更是责任。
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特殊的战

争，任何一个战位、任何一条防线容不得
有半点闪失。二战期间，法军花了十几
年时间在法德边境修筑了坚不可摧的

“马其诺防线”，但就是因为忽视了北部
法比边境的阿登森林，使德军从这个缺

口绕过马其诺防线，最后长驱直入，使法
军功亏一篑。

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为疫情打开
传播的通道，任何一条防线出现松懈都
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防线上决不允许有“阿登森林”。

每个人都应当牢牢坚守自己的战
位，只要我们继续发挥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精神，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
节都做到位，就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坚信，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有全国人民的守望相助，有人民军
队的有力支援，有无数“逆行者”的拼搏奋
斗，一定能战胜疫情、打赢这场特殊战争，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不一样的战位，一样的战“疫”
■黄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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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地处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军区，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
重要指示，在做好自身防控的同时，积极支援地方抗击疫情。

争分夺秒，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成为该省军区全体官
兵、文职人员、职工和广大民兵的无声语言和果敢行动。他们当
中，有的三过家门而不入，有的一墙之隔却不回，有的亲人染病难
兼顾，有的舟车辗转为归位，有的一家数人战一线……他们中有
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请看来自一线的一组——

夜已深，防控指挥部里依旧灯火
通明。

大家大年三十就在这里，不知不觉
已经半个多月了。刚才几位同志因为有
不同意见进行激烈讨论。争论归争论，
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都是为了把工作
做得更好。

我过去是学医的，也有过抗击非典
的经验，组织上信任我，让我担任省军区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说实
话，压力还是蛮大的。十几年了，我们还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疫
情发展比想象中的要快。略感欣慰的
是，大家应对还算及时，采取了一系列
超常措施，确保省军区自身防控不出
问题，让我们有足够精力去支援地方
抗击疫情。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不
能像医护人员那样冲到一线，“有劲使不
上”的感觉让人浑身难受。可我们能做
的事还有很多，除了自身防控，还要与驻

军部队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进行对接。
这几天，在一线战斗的同志，给我打

了很多电话，现在最大的困难还是防护
物资补充问题。

在我们的积极协调下，社会各界踊
跃支持。这几天，当地的一些企业向我
们捐助了4万件防护服、20万只口罩，这
种雪中送炭的精神，让我们倍受感动。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通过我们不
断涌向战“疫”一线。我在会上定了一个
原则，一定要把防疫物资留给最需要的
人。这几天，我们陆续顺利地把地方捐
赠的物资送往一线防疫的官兵以及中部
战区陆军总医院、161医院和武汉部分
医院及社区的医务工作者手中。

工作节奏很快，很辛苦，但很有意
义。唯独放不下的，是家里的老人。岳
父岳母先后被确诊感染，一个病重，一个
病危，没能陪在他们身边共渡难关，心里
觉得非常亏欠。自古忠孝两难全，我相
信他们能理解我。

（陈益民、本报记者 何武涛整理）

防疫物资要留给最需要的人
■湖北省军区保障局局长 毛洪山

今天一上午，心情都有些沉重。
镇交班会上，通报了疫情最新情况：

2月 4日 0时至 24时，我县新增确诊 25
例，死亡1例，确诊病例已达121例。全镇
党员干部连续奋战十多天了，可仍没有
好转的迹象。今天的任务依然繁重，得赶
紧带队到中心村走街入户，排查外来人员
信息、进行体温检测、宣传防疫知识。

上午 10时，才转了两个社区，身体
就有些吃不消了。

在基层一线工作30多年，我患上了
糖尿病、糜烂性胃炎，年前刚做完手术，
医生建议要静养两个月。原本镇领导想
安排我负责后勤的，但我拒绝了。战斗
已打响，我这个武装部部长哪能往后躲。

14时35分，终于完成了中心村排查
任务，才想起大伙还没吃午饭，赶紧到街
口执勤点吃了几片面包，喝了几口热
水。连续十几天的户外工作，我们不停

地劝阻在街头逗留的群众、入户宣传防
疫知识让我身心疲惫，嗓子也哑了，但严
峻的疫情容不得丝毫松懈，我只能也必
须坚持下去。令人欣慰的是，通过我们
的不懈努力，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明显
增强，街上的车辆和流动人员还是少了
很多。

晚上回到家里，老伴端上热了又热
的饭菜。吃饭的时候，还在身边不停地
唠叨，劝说我要注意防护、多休息。她知
道我的脾气，劝我不上一线根本不管用，
只能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多休息。

今天在街上，有相熟的街坊看到我
抱病工作好言相劝：这么大年纪了，至于
这么拼命吗？

我说，有些事我去做了，别人就不用
去做。疫情不退，我绝不能后退。

真想一觉醒来，阴霾散去，春回大地。
（马世超、本报记者 何武涛整理）

疫情不退，我绝不能后退！
■湖北省大悟县城关镇武装部部长 余奎元

1月17日，从部队休假回家时，我怎
么也没想到会赶上这么大的事。

因为这场疫情，今年的年味没往年
那么浓了。看着身边的医护人员、民兵，
还有很多志愿者都在外面忙碌，我寻思
着自己作为一名军人，这个时候是不是
也应该站出来，为家乡去做点什么。

1月 31日，我问了正在路卡上封控
值班的退役老兵，他告诉我说，现在全县
的民兵都动了起来。这一刻，内心的冲
动，再也按捺不住了，我想办法联系到了
监利县龚场镇武装部部长柳玲利。

柳部长说，好不容易从部队休假回
来，让我在家安心休息。但我想，现在也
算是进入了紧急状态。虽然我不在部
队，可作为一名战士，这个时候应该站出
来，和大家一起并肩战斗。

2月1日早上，我自告奋勇赶到监利
县龚场镇红军公路的廖池路卡上岗。这
个路卡，有龚场镇刘市片7个村2万多人

的进出，民兵战友们吃在点位，睡在帐
篷，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我刚去的时候，过往车辆主要靠人
在拦，我就去找来了一台挖掘机，完善
了路障设施，这样大家封控的压力会小
一些。但夜间巡查时，还是会有外来的
车辆想趁机通行，我们必须24小时保持
在岗。

晚上在简陋的帐篷中过夜，很冷。有
乡亲们自发过来送饭，让我心里很暖和。

其实，家人最开始并不是很赞成让
我去“讨这份苦”，后来也理解了，他们也
觉得应该贡献一分力量。大年初四，外
公专门把半片年猪、一袋米、两提饮料全
都捐给龚场卫生院，慰问奋战在防控一
线的“白衣天使”。东西不值多少钱，但
这份心意有分量。

这两天，天气有些回暖，我想，再冷
的冬天都会过去，再迟的春天都会到来！

（余林胜、本报记者 何武涛整理）

我是战士，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
■福建漳州某部下士 李书鑫

“大家睡觉前一定要明确好明天的送
货点和联系人，提前做好准备。”2月4日22
时03分，我做完分队次日白天的出车计
划，又挨个房间通知运力支援分队的战友，
这时，和我住一个房间的驾驶员李石恒跑
出来找我：“快，有紧急任务了。”紧接着，我
的手机就响了：“刚接到紧急任务，我们需
要出动两台车支援方舱医院建设……”

“我请求出车！”听到这话我毫不犹
豫。我们单位是“抗洪英雄营”，“任务敢抢、
困难敢闯、红旗敢扛、重担敢挑”是根植在骨
子里的红色基因，支援方舱医院建设这么
重要的任务，不能有丝毫懈怠，早一分钟把
物资运送到位，医院就能早一些收治病人。

我一边穿防护服，一边思忖注意事
项，这是分队第一次执行夜间紧急任务，行
车风险大，必须安排最可靠的人出车。“白
天出过车的、年纪稍大一点的驾驶员休息，
保存体力，其他人跟我上！”我在走廊里喊
了几嗓子，很多人都全副武装冲了出来！

制订紧急出车计划，联系好一同执
行任务的兄弟分队人员和物资装载点联
系人，检查发动车辆，检查人员是否防护
到位，排好行军序列……这些工作几乎

是同一时间交织安排，脑子高度紧张。22
时35分，车队出发了，我看了看表，距离
接到紧急通知仅过去32分钟。

一路疾驰，满天星光。22时 55分，
我们到达物资装载点，考虑到人员体力
消耗大，我让一级军士长王帅在车上休
息，他一口回绝，“多一个人，干得更快一
些，现在必须争分夺秒。”

装载完 4卡车的物资已经是 0时 23
分，大家不敢有丝毫懈怠，迅速向方舱医
院开进。坐在车上，一股困意袭来，我赶
紧打开车窗让冷风吹在脸上。这时，一
辆救护车从我们对面方向驶过来，向我
们打了几下双闪，驾驶员李石恒告诉我，
这是向我们致敬！一下子，我的困意全
无，心中一股自豪感奔涌而出。

凌晨 1时 50分，我们到达方舱医院
建设点，随即和现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卸
载物资。现场人很多，卸载速度很快，看
到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此次疫
情，我更加坚定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
心。我相信，这座城市很快会迎来春暖
花开的那一天。

（张 鹤、本报记者 何武涛整理）

期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队员 吴嘉恒

“爸爸，你和妈妈还有爷爷什么时候
回来啊？”每天和儿子微信视频时，他总
要问上一句。自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家人
经常会用视频的方式见面。

父亲已经是一名有着 3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了。除夕那天他就返回医院铆
在一线工作，视频那头的他，看得出非常
疲惫。从小他就教育我做人要讲诚信，
作为党员，关键时候兑现入党时的承诺，
这就是诚信。

作为一名武装部干事，这些年，每次
遇到抢险救灾、处理突发事件等，我都主
动要求到一线，这次也不例外。现在社
区人手不够，白天我带民兵主动担负 3
个人员情况最复杂的社区开展疫情防
控，每天挨家挨户为居民量体温、消杀
毒、宣传防疫常识，工作虽然繁琐，但我

知道没有哪一项工作是可以省略的。
妻子这几天也累坏了，作为社区干

部，她压力很大。她对社区情况熟悉，居
民几乎都认识她，每天都在用“脚力”排
查疫情，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说实
在的，心里面最担心的就是她。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我和妻子住在
了各自单位。每天晚上和妻子视频时，
看着对方被口罩勒红的印痕，我们总是
相视一笑，然后比着一天下来的行走步
数。“以前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每天争取能
走到 2万步，这下我们一上午就能完成
了。”她总是能找到愉快的段子宽慰一下
紧绷的神经。

我骄傲，抗疫战场上，有我和家人并
肩战斗的身影。

（欧伟威、本报记者 何武涛整理）

抗疫战场上，我和家人并肩战斗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工业新区武装部干事 黄 超

2月9日 湖北武汉

2月5日 湖北大悟

2月3日 湖北监利

2月5日 湖北武汉

2月4日 湖北黄石

2月2日 湖北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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