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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园三区地处新发地市
场周边，居民有2000余人，其中
约三分之二是花乡黄土岗村
民。6 月13 日凌晨3 点，根据北
京市疫情防控要求，宜兰园三区
开始封闭管控。下沉干部、志愿
者们纷纷走上防控岗位，他们帮
助居民转接快递和生活物资、维
持核酸检测现场秩序、定时定点
做好消杀工作，承担起“宣传员”

“安全员”“管理员”“快递员”的
职责，汇聚成社区联防联控、群
防群治的强大力量。

因负责社区总体防控工作
的村领导需要隔离观察，恰好住
在宜兰园三区的乡集体经济组
织分公司总经理李翠兰便第一
时间被乡党委指派下沉，负责指
挥封闭管控期间防疫工作。虽
临危受命，李翠兰却临危不惧，
她来到社区的第一件事就是联
系乡里企业，为居民们拉来新鲜
的蔬菜、米面，保障好“菜篮子”

“米袋子”。紧接着，她又主动联
系附近的大型超市，为居民提供
卫生纸、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
确保封闭期间物资不短缺、物价
不上涨。

刘菲是黄土岗村党总支委
员，防疫期间负责全村的防疫物
资保障。在得知宜兰园三区大
量工作人员需要隔离后，他主动
向村党总支提出申请，前往一线
支援防疫工作。作为社区的“老
熟人”，刘菲积极动员身边的居
民朋友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他
说：“能力不分大小，只要愿意

‘向前一步’，就都是好样的！”而
第一个被他动员的，正是他的妻
子。妻子每天都会准备好自制

的绿豆汤、银耳羹，送给坚守在
烈日下的一线工作人员。刘菲
也发挥本职，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餐、常用药等后勤保障。

刘杰是区房屋征收事务中
心的“85后”年轻干部，也是黄土
岗村的“姑爷”。新发地疫情初
期任务繁重，他曾连续奋战48小
时不合眼，与区防疫工作组入户
摸清了辖区居民的准确情况。
社区封闭管控步入正轨后，刘杰
坚持给自己“加码”，每天坚守在
社区卡口至少12个小时，此外，
他还牵头承担起社区居民生活
物资保障工作，每天骑着自行
车、三轮车，为居民运送食物、快
递、生活用品等。

芦振彪和刘巧燕，他们既是
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并肩作战
的抗疫战友。他们携手“逆行”，
以志愿者的身份共同站在了防
疫工作的前线。刘巧燕被任命
为宜兰园小区的总楼门长，负责
向三个小区的所有楼门长传达
防疫政策，同时收集居民的各项
生活诉求并及时向防控工作组
反馈。而丈夫芦振彪，作为一名
社区志愿者，承担起了快递运
输、场地布置、宣传引导等任务，
在宜兰园三区每天都能看见他
忙碌的身影。

这场疫情“阻击战”从来不
是一个人的抗战，而是一群人的
休戚与共，平凡中见伟大、朴实
中显崇高、细微中现真情，即便
是未被记录的时刻，背后都是一
段段平凡而又伟大的故事，即便
是未被提及的名字，也是最勇敢
的英雄。

（区委组织部供稿 武爽/文）

距新发地批发市场仅一路之隔的黄土岗村
宜兰园平房区，是本次突发疫情的前沿战场之
一。该区域住户以外地来京务工者为主，与楼房
区相比，这里的基础设施薄弱，疫情防控任务可
谓艰巨异常。疫情骤袭，平房区的大部分工作人
员因去过新发地，多半都在接受隔离观察。情况
万分紧急，而人手又捉襟见肘，由黄土岗村主任

张浩、商业街负责人全荆、联防队负责人敬志伟、
下沉干部吴伯炜组成的四人小分队，撑起了疫情
防控大梁，成为守护居民生命健康的中流砥柱，
被居民们亲切地称呼为“乘风破浪的哥哥们”。

“张飞绣花”绣出了抗疫“锦图”
平房区居民流动性大，及时摸清辖区租户底

数、建立准确的人员台账存在很大难度。敬志伟
主动担起这个“细活”。“我这家大业大的，不找我
找谁？”这是敬志伟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敬志伟
所说的“家”是由保安、联防队员及外管员组成的
26人团队。由于不懂电脑，敬志伟就带着保安秉
承“不漏一人，一个也不能少”的原则，通过挨家
走、挨户问的方式，摸清了每家每户的准确情况，
建立了一份最朴素的居民手工台账。手工台账
出来后，吴伯炜连夜将这份手工台账整理成电子
台账。就这样，平房区台账经历了从模糊到精
确，从手工台账到电子台账的转换。谈到这些经
历，这些朴素的哥哥们说“真是逼着张飞绣花
啊”，一针一线绣出了抗疫“锦图”。

为居民连夜“淘粪”的党员
宜兰园平房区卫生条件有限，唯一的公厕

还是旱厕。由于封闭突然，此时的旱厕还没来

得及清理，已经堆满粪便。为了保证居民生活
环境安全卫生，全荆戴上简单的口罩和手套，二
话不说就冲进去当起了“淘粪工”，忍着恶臭将
粪便清运出来，及时完成了清理和消杀任务。

“工作有什么该干不该干的，我是党员，这就是
我应该干的。”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全荆语气平
和地说道，“没什么好感动的，赶上什么事就干
什么事，要保障平房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啊。”

骑着三轮车送菜上门的村主任
环境消毒只是第一步，保障居民居家期间日

常饮食和生活物资供应则是更大的挑战。村主任
张浩迅速联系各大超市，寻找成熟配货点，打通供
应链，保证价廉质优的蔬菜水果能及时送到居民
家中。“三轮车是我们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
拉人，还能载货，特别适合给居民送菜上门。”平房
区一带道路狭窄、胡同繁多，三轮车就成了这里的
通行“神器”。就这样，张浩每天骑着三轮车，穿梭
在大街小巷，为居民把生活物资送到家中。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
“乘风破浪的哥哥们”不畏艰辛、逆向而行，确保了
平房区无确诊病例，取得了居民高度认可的战绩。

（区委组织部供稿 司雨/文）

李丽，1973年生人，中共党员，新发地村村
委会委员。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她，在新发
地疫情发生后再次主动应战，成为期颐百年小
区的“战时”负责人。

李丽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秉承
“用心服务，用情感化”的宗旨，带领物业与志愿

者团队不分昼夜坚守岗位。她每天工作时长超
过16小时，步行超过3万步，足迹遍布小区每个
角落，成为老百姓口中的“拼命三娘”。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孩子高
考可能都参加不了！”一位家长牵着李丽的手，
动情地说道。已顺利参加高考回到北京的考生
和家长来到了小区物业办公室，说起高考前有
惊无险的经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疫情发生伊始，李丽就开始统计今年高考应
届考生，并通过微信群、张贴通知等方式提醒小区
家长上报家有高考生情况，尤其外地考生，居住在
高风险地区，需要预留回高考所在地的隔离时间，
而且还需要二次核酸检测证明。这个河北考生的
家长以为回老家后不需要隔离就未理会通知信
息。然而，事情总是这么突然，6月23日，家长接
到学校紧急电话，通知回本地参加高考的考生需
要隔离。此刻，留给考生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
出京，不然高考当天可能还处在隔离期。

但是按照正常流程，短时间内拿到核酸检测
证明已经不可能，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家长急哭
了，找到了李丽。李丽与区委组织部下沉干部郜
文治二话没说，立即上报情况，协调进行加急检
测。随后，二人全程陪同家长和孩子前往丰台医
院进行核酸检测，并向医院申请加急出具报告结
果。家长拿到均为阴性结果的证明后如释重负，
在离开那一刻声泪俱下，所幸隔离期满和高考无
缝衔接，没有耽误孩子的高考。

李丽带队奋战在抗疫一线，在无比艰难复杂
的情境中，实现了战“疫”突围，用实际行动守护
好期颐百年小区这一幸福家园。她曾对自己服
过兵役、正在读大三的儿子说：“大灾大难面前有
大爱，妈妈什么都不图，因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就要往前冲，做表率！”朴实无华而又掷地有声的
话语，全力以赴而又果敢细致的行动，是李丽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践行初心使命最有力的诠释！

（区委组织部供稿 沈庆晓/文）

宜兰园二区是黄土岗村商品房小区，共有
住宅楼11栋，2000余名居民。自小区6月13日
封闭以来，村党员干部、下沉力量、志愿者们冲
锋在前，全力以赴守护好居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汇聚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强大
合力，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

封闭管控期间，小区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确保
辖区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等生活必需品供
应，构建起“居民→供应商→下沉干部→志愿者
→居民”的闭环供应链条。成立蔬菜订购微信
群，居民线上下单后，由专人汇总并将订单交付
供应商，供应商接单后，将商品统一送至四环辅
路封闭卡口，由下沉干部用电动三轮车把货物送
至小区门口，再由居民志愿者分拣商品至各楼
栋，最后，下单的居民就可以有序领取。

在疫情防控一线，居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
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他们就是火速驰援社
区防控的下沉干部。他们的到来充实了防疫力
量，并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敬业精神为疫情防
控贡献着力量。

马国保来自区统计局，是一位有着31年党
龄的老党员。2020年2月5日起，马国保就下沉

到了一线。马国保平时话不多，但是工作起来
却从不含糊。新发地疫情发生后，宜兰园二区
实行封闭管理，马国保始终奋战在一线。从入
户摸排到环境消杀，从核酸检测到卡口值守，马
国保都全程参与。自2月5日到7月1日，马国
保参加一线疫情防控工作已经整整147天，未曾
有一天缺岗。

在这里，还总能看到步履匆匆的“红袖标”

穿梭在楼群间。年龄、职业、家庭背景各异的他
们有着统一的称呼——社区志愿者。

自小区封闭第一天起，志愿者张建国就主
动参与到快递配送工作。认真负责的他不仅每
天7点就到岗，还积极号召小区居民加入志愿者
队伍，并对新志愿者进行耐心地指导和讲解，充
实社区志愿服务力量。

李志光平时就是个热心肠，得知社区缺少
志愿者时，他第一时间站出来报名，并动员身边
朋友加入到志愿者队伍。慢慢地，周边楼栋的
几位居民相继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我们都希望
自己的家园平安，愿意在防控工作中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李志光说道。

刘昱是一名退伍军人，主要负责运送快递
到各楼的货架边。起初，所有快递都是靠志愿
者肩挑手扛搬往各家。后来小区配了三轮车，
并且在每栋楼边放置了货架，刘昱就每天骑着
三轮车将快递运送至楼前的货架。

面对危险，他们主动请缨、逆向前行；携手
战“疫”，他们不辞辛劳、无私奉献。他们本可以
静待云消雨霁，却选择默默守护，成为居民心中
最美的风景。 （区委组织部供稿 张亚鑫/文）

顶着烈日站岗值守的敬志伟顶着烈日站岗值守的敬志伟（（左一左一）。）。

在天骄俊园社区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坚守“疫”线，毫不退
却。聚涓滴之力，凝荧微之光，
护家园无恙。

申振华来自区综投集团，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新发地疫情发
生后，她率先垂范，主动要求下
沉社区。为全身心投入抗疫工
作免除后顾之忧，申振华把孩子
交由丈夫照顾，自己选择搬出家
来独自居住。自此，申振华开始
了从封控小区到独居房“两点一
线”的生活轨迹。

“为了满足居民的日常食品
供应，物业已经联系了果蔬供应
商。大家在入户时，一定要告知
老百姓购买日常物资和药品代
购的方法。”天骄俊园物业经理
杨庆松正在为即将入户的楼长
和志愿者作动员讲话。自小区
疫情封控以来，杨庆松已经连续
奋战多个日夜，每天工作时长超
20 小时。杨庆松的家就在物业
楼对面，几步之遥，却总是没时
间回去，累了就在办公室眯一
会，醒来又继续工作。

“连轴转了这么多天，没觉

得多苦，就觉得这是发生在自己
家门口的事，受到了全国人民的
关注，只想着大家伙儿一块努
力，赶紧渡过这个难关，结束疫
情。”花乡下沉干部王非语气坚
定地说道。

天骄俊园小区是新发地村
的回迁楼，紧邻新发地批发市
场，仅租户就达到2000余人。小
区封锁后，仅有的13名志愿者，
要承担小区 23 栋楼 2080 户，约
6000 名居民的送菜任务。每天
他们将新鲜水果蔬菜按种类、数
量打包完毕后，挨家挨户送到居
民家里。一件件白衬衫被汗水
打湿，但家家户户的“菜篮子”也
填满了。

这个世界或许本没有英雄，
但有着一封封敢于逆行的请战
书、一枚枚自愿下沉的红手印、
一颗颗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一名
名朴实无华的志愿者，是他们让
病毒无处藏匿，是他们振奋了消
灭疫情的坚强斗志，没有一个冬
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到来。

（区委组织部供稿 彭欣/文）

宜兰园平房区“乘风破浪的哥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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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13日凌晨打响新发地疫情阻击战，全区5200余个基层党组织、6450名下沉

干部、6000余名社区（村）干部、6800余名医护人员、3万余名志愿者争分夺秒720个小

时，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攻克一场又一场“硬仗”，赢得了趋稳向好的防

控形势。在30天的抗疫战斗中，丰台区新发地封控小区涌现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战

“疫”故事，一个个担当作为的战“疫”战士，诠释了丰台速度、丰台力量。

7月3日，银地第二社区书记胡艳红收到了
一封“特殊”的感谢信，当天，已经是她连续奋战
在战“疫”前线的第20天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让她身心疲惫，但读完这封信，胡艳红却感到心
中暖暖，又充满了斗志。

这封信来自燕保·银地家园的居民娜娜姐，
她是社区里的“名人”，经常代表居民表达诉
求。但在看到新发地疫情发生后，胡艳红带领
着社区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昼夜不停地
辛劳忙碌时，娜娜姐被深深打动了。她主动报
名成为小区志愿者，并被推选为3号楼的志愿团
负责人，积极参与社区防疫工作。

银地第二社区居委会是一支11人的团队，其

中女性10人。小区封闭管控后，一些老人面临着
“开药难”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张红艳和田媛
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她们认真细致地记录着
每名居民的用药需求，看到复杂的药名，她们就
把药盒也一并收集上来，避免出现差错；为了方
便群众用药，她们又主动帮助有需求的居民，将
医保卡定点医院调整到附近的社区卫生院。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娘子军”们每天都会
遇见。她们把群众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当做自
己的事情，不畏辛劳，担当作为，以女性特有的
温情和细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为全面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巾帼力量。

（区委组织部供稿 乔舒/文）

宜兰园三区全体疫情防控人员。

李丽变身李丽变身““快递员快递员””为业主派送快递为业主派送快递。。

市审计局下沉天骄俊园社区干部相互鼓舞打气。

社区工作人员在核酸检测现场。

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对接物品信息。

宜兰园二区一线最美战“疫”故事

“拼命三娘”的战“疫”突围

来自燕保·银地家园守护人的真情告白

宜兰园三区的战“疫”群英谱

天骄俊园社区抗疫的暖心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