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我想为咱们省疫情防控工作出

点力，我该怎么捐款？有什么途径？”“非常

感谢您的支持，您可以通过网络捐款、银行

转账……”3月14日，省红十字会针对我省当

时疫情形势向全社会发布公开募捐倡议，并

开通了24小时热线，包括4部座机和3部个

人手机。

自这天起，省红十字会筹资与财务部党支

部5名支部党员就成了“长在电话上的人”，他

们每天24小时接听募捐热线千余个，回复办

理捐赠款、信息千余条，经常是刚躺下，就被电

话唤醒。

疫情突发，为做好抗疫工作，在党组成

员、副会长于立敏指导下，支部书记张志超动

员、带领支部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

防控。张志超放弃照顾独自在家的女儿，自

3月12日开始和同事们驻守办公室，没有行

军床，他们就睡沙发，方便面、面包成了家常

便饭。即使后期居家办公，电话联系捐赠事

务也络绎不绝。截至5月2日15时，省红十

字会本级共接收抗疫捐赠款物合计1.58亿

余元。

为做好全省各级红十字会筹资工作，张志

超积极与各级红十字会沟通，指导他们开展筹

资工作，帮助他们健全完善募捐方案、募捐资

格办理流程。截至5月2日15时，全省红十字

会系统共接收抗疫捐赠款物合计约 4.6 亿

元。为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物资保障和

资金支持。

捐赠物资运抵省红十字会后，为确保捐赠

物资及时发放，张志超严格要求支部党员要认

真对待，建立台账及捐赠物资档案，耐心细致

地为捐赠人服务，并及时为他们开具捐赠证书

及感谢信。“社会各界有那么多爱心人士为我

省疫情防控献爱心，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必须要

为他们服务好。我是党员，必须坚守岗位，辛

苦点不算什么！”张志超说。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

座堡垒。筹资与财务部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

在此次疫情中主动担当作为，克服重重困难，

有效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为我省疫情防控贡

献力量。

筑 牢 战 斗 堡 垒
——记省红十字会筹资与财务部党支部

本报记者 毕雪

本报讯（记者刘怀）在5月和煦的春光里，

我们终于迎来了全省疫情防控战斗中一个激

动人心的好消息：2日，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

例为“0”！

据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5月 2日 0-24

时，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新增本地无症

状感染者21例，其中长春市20例、吉林市1

例。以上感染者均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

离治疗，对以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

触者均已开展追踪排查，并落实管控措施，对

其生活和工作场所进行了终末消毒。

5月2日0-24时，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

病例151例，其中长春市124例、吉林市21例、

白城市4例、延边州2例；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

察无症状感染者459例，其中长春市435例、吉

林市18例、白城市4例、延边州2例。

3月初以来，面对迅速蔓延暴发的疫情，

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同时间

赛跑、与病毒竞速，建立省市合成作战体系，全

省统筹作战资源与力量，以市（州）为保障平

台、以县（市、区）为作战主体、以小区为作战单

元，省领导下沉到县（市、区），市领导下沉至社

区，县（市、区）领导下沉到小区，各级机关干部

和志愿者下沉到网格。在长春保卫战决战决

胜阶段，实行市包区作战体制，包保市市委书

记任区防疫总指挥长，并自带队伍、自配资源

与所包区融为一体合成作战，大力夯实“四方

责任”，以“五化”闭环工作法抓落实，坚持“快、

准、严、细、实”，做到“四应四尽”，拓展“六应六

尽”，形成防疫工作闭环，始终坚持全省一盘

棋、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从严从紧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强力推动各项措施及时精准落

地。先后取得了九台攻坚战、吉林歼灭战、长

春保卫战、市州阻击战、全省包围战的重大胜

利。4月14日，我省实现了社会面清零目标，

进入了巩固防控清零成果、逐步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的新阶段。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续作

战、不懈努力，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拓展，疫

情防控形势总体趋稳，坚决夺取抗击疫情全面

胜利具备了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心情与阳光同朗，心花伴春花共放。但

“解封不解防，放开不放松”，广大群众一定要

认真落实自我管理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人

负责、对社会负责，继续遵守疫情防控要求，非

必要不外出，减少人员流动，错峰出行、做好防

护，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聚集、少

扎堆、两米线”等良好习惯，共同形成“群防群

控、联防联控”良好氛围，为我省疫情防控、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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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一线党旗红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疫情袭来，志愿者成为助力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刘健军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也是一名有着8年党龄的

党员，他在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管辖范围内

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在长春市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刘

健军敬老爱心志愿者联合会”的100多名志愿者们，在刘

健军的带领下，起早贪黑、不辞辛苦，和社区工作者、医务

人员们一起抗击疫情。

在疫情初期，刘健军被分配到有562户居民却没有

物业管理的广电小区，在这里配合社区开展防疫工作。

在永昌街道党工委的支持下，刘健军组建了防疫前线临

时党支部，逐户登记信息，创建了“广电小区疫情期间居

民需求群”，还特意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登记信

息，以便顺利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起初，广电小区每天出入采购生活物资的居民大

约有300多人次，为了让大家减少流动，刘健军第一时

间联系到小区周边已关闭的超市，与其他志愿者一起

为居民统一购买水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然后发放

到居民手中。此外，刘健军所居住的小区居民家中出

现下水道堵塞、暖气漏水等问题，他也会一一帮助解

决。

“从3月9日开始，我们就通知志愿者就近在各自

居住小区、楼栋，辅助街道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我

们永昌街道这边的100余名志愿者都行动起来，协助社

区在不同的核酸检测点进行检测采样。”刘健军对记者

说。4月1日，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面向社会公布的

首批37个“无疫小区”名单，刘健军所服务的广电小区

就在其中。

刘健军在志愿服务期间还利用专长，免费为志愿者

和高龄老人解决大家的“头”等大事——理发。据了解，

他已坚持为社区70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28年，附近居民

都亲切地称他为“朝阳区著名的剃头匠”。刘健军所在的

永昌街道辖区义和社区副书记李平对记者说：“义和社区

的‘刘健军敬老爱心志愿者联合会’，就是他倡导成立

的。如今，‘联合会’成员人数达3700人。”

“著名的剃头匠”大白
本报记者 刘勃 张宽

5月 3日 18时，长春中医

药大学驻通源方舱医院医疗队

欢送所负责病区最后一批患者

出院。

本报记者 张添怡 摄

春夜静谧，长春市绿园区抗疫

指挥部流调溯源专班办公室里却

灯火通明，流调员们正夜以继日全

速运转着。

“您好，我是绿园区流调溯源

专班流调员，有几个情况和您了解

一下。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家住哪

里？”同样的开场白，每天会无数次

从流调员口中说出。流调的全称

为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防控的关

键一环，将可能发生的疫情“火星”

扑灭，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传

播扩散。

3月初，由绿园区副区长、区

公安分局局长担任组长，由区卫

健、区公安分局、区发改局、区政数

局及区疾控百余人共同组成的流

调溯源专班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流调溯源专班分为5个组，指挥

调度组7人，流调报告组90人，下

设30个现场流调小分队60人和电

话流调员30人，公安大数据工作

组15人，重点流调报告研判组15

人，综合材料组3人。疫情发生以

来，所有专班人员满负荷工作，收

到疫情信息立即开展工作，在最短

时间把重点对象追踪管控到位，把

风险降到最低。大家以办公室为

家，拨号、询问、记录、统计、汇总、

上报，各个环节忙而有序、有条不

紊。”流调溯源专班成员绿园区疾

控中心副主任王绰介绍说。

王绰告诉记者，为尽快排查确

诊病例、密切接触者以及次密接触

者，流调溯源工作必须24小时不

停歇进行，从而确保两小时内对阳

性个案发现地点、居住地点、工作

地点和活动停留地点快速开展调

查，4小时内初步获得核心信息和

密接判定，24小时内完成确诊病

例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有时忙起来

连饭都顾不上吃，上一秒刚打完电

话，下一秒就要投入到编写报告工

作中。

3月份以来，流调溯源专班已

撰写6000余份报告。“对于被流调

对象来说，之前曾经和哪些人‘擦肩而过’，大多不能很快

记起来，但我们必须想尽办法找到那些被‘接触过的人’，

为疫情下一步研判提供依据。”流调溯源专班报告审核人

绿园区疾控中心主任张大新说。

每一次的电话询问，每一份流调报告的背后，都饱含

着流调溯源专班付出的艰辛与汗水。

流调溯源专班流调员杨春爽声音沙哑地说：“流调员

通过沟通询问相关人员情况，再协同公安、社区人员，从

多种渠道了解更多信息，多方证实信息的真伪，尽力查得

清楚明白，我们每天要接打上百个电话，全力确保‘不漏

一人、不缺一项’。”

“作为一名公安人员，在流调溯源工作中，我们把公

安的侦查思维运用到工作中，通过大数据查询比对还原

人员、车辆等轨迹信息，为追根溯源提供科学依据。”流调

溯源专班成员绿园区公安分局干警姜达说。

在长春市绿园区流调溯源专班里，有孩子妈妈、有公

安干警、有机关干部、也有意气风发刚毕业的大学生……

“疫”战当前，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全力守护着百姓的生

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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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志愿工作近50天，服务时长400余小

时，支援3个小区，每天入户几十个单元，服务

上千名居民……自疫情发生以来，省法院刑事

审判第二庭干警崔佳明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

省法院下沉长春市仙台社区抗疫志愿者的队

伍，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3月7日，崔佳明刚刚入职。作为省法院

的一名“新兵”，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他积极主动报名参加志愿服务，于3月14

日成为了一名法院“大白”。每天喊楼、入户登

记、分装并发放试剂盒、消杀、扫码、统计并搬

运物资……崔佳明奋战在疫情防控的诸多岗

位上，哪里需要，他就主动去哪里。对待任务，

他次次不落，在各项工作中任劳任怨。

崔佳明积极主动、热情友好，被大家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在小区的微信群中，居民们纷纷

感谢崔佳明的默默付出，也叮嘱他一定保护好

自己。最让崔佳明感到惊喜的是收获了一份特

殊的“礼物”。“这是小区里一个女孩自制的‘扫码

箱’。她看到我们每天为大家扫码录入信息时

过程比较繁琐，便制作了一个能解放双手的工

具。”崔佳明说，“大白”只需要将手机扣在纸盒上

方，然后居民们将自己的健康码伸入盒子下方，

就能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完成信息录入工作。小

小设计虽然构思简单，却充分体现了一番心意，

让崔佳明颇为感动。

由于在此次抗疫中表现突出，崔佳明被

社区推荐火线入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

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能在战‘疫’中为

人民服务，是一名法院干警的使命所在。”崔

佳明说。

法 院“ 新 兵 ”的 抗 疫 故 事
本报记者 赵梦卓

“从黑夜到黎明的几个小时，看似很长，

其实很短，有时候一抬头，天就亮了。这30

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坚

守在一起、奋战在一起，我们互相鼓劲，传递

力量，如今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从3月

28日起，省委老干部局柳雨下沉至长春市南

关区东莱南街社区，他主动承担了最艰巨的

卡点值守工作。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他坚

守了20多个夜晚。

3月11日，按照省委老干部局机关党委

防疫要求，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柳雨

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党员先锋队。3月15日

至27日，他多次赴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抚

松路社区、南关区永吉街道自由大路社区开

展志愿活动。3月28日，根据防疫要求，柳雨

到居住地东莱南街社区报到，以一名党员和

工作人员的身份充实到基层一线，协助社区

开展核酸检测秩序维护、卡点值守、数据统

计、发放抗原检测试剂盒、物资保障、扫码测

温等工作。4月11日，柳雨受所在南关区长

通街道东湾半岛临时党支部委派到祥和佳苑

小区组建临时党支部，担任临时党支部“第一

书记”。

柳雨上岗后，主动担负起长通街道的卡

点值守工作，总计卡点值守28次，曾连续25

天负责后半夜卡点值守。“卡点的志愿者包括

我在内只有2名党员，其余均为普通志愿者，

我作为‘第一书记’理应承担最艰苦的后半夜

值守任务。”在开展社区卡点值守、运送物资

等工作的同时，柳雨还加入祥和佳苑和A区

的 14栋微信群，在线随时解答大家各项问

题，解决居民各种困难。

“疫情期间不要怕，一定要听柳雨话。水

果蔬菜肯定有，柳雨送完就回走。”担任“第一

书记”以来，柳雨的社区防疫、服务工作得到了

社区居民的肯定。一首小小的打油诗，饱含了

大家对柳雨的信任。卡点值守期间，小区居民

看到柳雨等志愿者大冷天喝凉水，就从家里烧

好水，用新的保温杯装好，为他们送到了值守

点。“居民看我守夜辛苦，还为我送来了咖啡。

这样温馨时刻每天都在发生，大家的关心也更

坚定了我们努力保护家园的决心。”

4月29日，东莱南街社区将迎来解封的

日子。社区开会时强调了居民出行的规定：

一户一天一人次 3小时出小区采购生活物

资。对于一个近2万人的社区来说，解封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晚，柳雨在社区主导草

拟了《关于做好商户开放线下销售有关要求

的通知》，并协助网格长发放了祥和佳苑的

169户出门卡，和居民耐心地解释着出行规

定，直到晚上11点才发放完毕。4月30日，

小区正式解封。

5月1日，是柳雨下沉社区的最后一天，

后半夜他站完了最后一班岗，早上5点半就

有几位居民来到卡点前和他道别。“这段日子

非常难忘，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取得

防疫工作的胜利。”

疫 情 防 控 中 的“ 守 夜 人 ”
本报记者 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