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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穿过隔离服，
这次疫情是第一次穿。”
重庆边检总站执勤二队政
治教导员王庆告诉记者，
与医生不同，他们得穿隔
离服在室外工作，哪怕室
外仅有10多20℃，穿着不
透气的隔离服热得一身
汗。

国内疫情防控趋于稳
定后，国外疫情形势逐渐
严峻，疫情防控压力从内
防传染转向外防输入，王
庆和同事们的压力变得空
前的大。

“每一架从国外回来
的航班我们都得检查，核
实机上人员的身份，并进
入机舱、货舱等地，对各种
隐蔽的角落进行查看，确
认没有人偷渡入境……特
别是有大批乘客的航班，

检查一趟得2-3个小时，最忙碌时我一天要
检查将近10架飞机。”王庆回忆说，经常穿着
隔离服忙碌近10个小时，连吃口饭的时间都
没有。

让王庆很是心疼的是，他们队里有的同
事1个月才有空回一趟家，还有同事因穿着
隔离服身体虚脱而晕倒在工作现场，王庆自
己也曾多次累得虚脱。

“后来我也有了经验了，就是穿隔离
服之前喝一杯盐水，可以有效缓解因脱
水造成的虚弱。”王庆告诉记者，随着各
国经济逐步重启，疫情防控常态化，到重
庆的国际航班也在逐渐增多，他和同事
们丝毫不敢懈怠，反而感到肩上的责任
更大了。

仅中秋国庆假期8天，王庆和同事们就
检查了80多架国际航班。“我们既是疫情防
控第一线，也是疫情防控最后一线。”王庆
说，他和同事们会时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坚
守岗位，守护好国门。

疫情发生以来，重庆边检总站共投入警

力 11000 余人次，验放出入境人员 31 万余

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25000 余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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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英雄 共筑抗疫铜墙铁壁
疫情突如其来，无数平凡岗位上英雄向险而行、默默坚守和付

出，他们的身影发光发热，他们的灵魂温暖人心，朴实中映射人性
光辉。

扶贫干部高山蹲点、快递小哥匆忙奔波、社区干部敲门送菜、环卫

工人起早贪黑、边防人员守护国门……从他们参与抗疫的故事中，你能
体会到共克时艰的互助，你能感受到匹夫有责的担当。

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平凡英雄，筑起铜墙铁壁，同心抗
疫，绘就时代画卷！

“山上日子再苦我们
都没掉过一滴泪，但下山
那天我们都哭了。”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金铃乡石笋村
驻村扶贫第一书记覃湖川
至今还记得当天的情景：3
月 29日那天，他离开了自
己坚守65天的“战场”，从
海拔1327米的石柱县哨棚
梁疫情防控监测点回到村
里。因为知道覃湖川一行
三人没来得及吃年夜饭就
上山坚守，乡亲们这天早
已备好酒菜，一定要把他
们请到自己家里替补上

“年夜饭”。
“你们在山上守了两个

多月，欠下的年夜饭一定要
补！”拦在下山路上的村民
们此起彼伏的喊声，瞬间就
击垮三条汉子，“我们三个
眼泪止不住地流。”覃湖川

回忆说。
“扶贫书记覃湖川，坚守香炉水杉湾。大雪

大冰封了山，数月没有把家还。不准大家把门
串，不准打堆和交谈……坚决打赢阻击战。”这
首如今流传在石笋村饱含深情的打油诗，正是
覃湖川那段难忘经历的真实写照——自除夕夜
始，覃湖川就日夜坚守在渝鄂交界处海拔1327
米的高山上，其他队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他仍不
换岗，最终坚守长达65个昼夜。

覃湖川说，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了每个人巨
大的考验，但他身边绝大多数人交出了令人感
动的答卷。虽然村民们坚持要请的年夜饭最终
被婉拒，但覃湖川却从中感受到太多惊喜的变
化：“以前上门宣讲扶贫政策部分村民是爱理不
理，现在是路上遇到都要拉着我摆龙门阵；以前
村干部对我们驻村干部多少有点疏离感，现在
事无巨细都要跟我们商量……”

“最直观的感受是党群、干群关系非常明显
地加深了！”覃湖川说，自疫情转缓、撤卡下山
后，他在工作中感受到很多变化：“驻村干部们
在疫情一线冲锋在前，换来了乡亲们对我们扶
贫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的付
出。”

疫情暴发之时正值春运高峰期，27.6 万湖

北返乡人员回到重庆，防控面临很大压力。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在抗疫高峰期间在与湖北交界

的8 个乡镇共设立20 个疫情防控“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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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4日我市
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后，45岁的江津区几
江街道桥南社区党委书记
罗敏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
成为2万余社区居民的坚强
后盾。

为高效阻截传播源头、
确保辖区居民生命安全，罗
敏带领社区两委成员，号召
辖区内的党员、网格员、志
愿者等组成入户小组，配合
公安机关和卫生部门开展
连续3轮的入户排查工作。

一片口罩、一瓶酒精就
是她的全部防护装备，敲门
敲到手肿、说话说到嘶哑，
走路走到脚软成为她的工
作日常。

哪家有武汉返乡的居
民，她要第一时间入户排
查；哪户不理解不支持不愿

配合，她要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哪户的居家
隔离人员需要采买生活物资，她要立即赶去超
市跑腿带货……

只有少数几位同事知道，这位每天带领大家
风风火火开展工作，急难时刻总是冲在最前面的
书记，却因为经常接触高风险人群，被家里人下了

“隔离令”——禁止她与罹患白血病的母亲见面，
担心她会将风险带给免疫机能极其脆弱的老人。

罗敏的母亲在去年查出白血病，罗敏驻扎
社区抗疫一线后，她的妹妹就将母亲接回了江
津白沙镇芳阴村的老家。

一面是充满风险和压力的工作，一面是无
法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旅程陪伴照料的满心愧
疚，罗敏把痛苦埋在心里，她总是在入夜后驱车
30多公里回到农村老家，隔着窗户玻璃和妈妈
说说话、聊聊天。

疫情期间，罗敏不仅全程参加了各轮入户
排查共计736户1431人，还在疫情血库告急
时，驱车前往重庆志愿献血。在罗敏的带领下，
桥南社区4000多户人、2万余居民至今没有1
例确诊或疑似病例。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疫情期

间，重庆市日均组织 40 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投

身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上门排查、入户登记、
观察隔离、代购上门、张贴告示……累计排查
9232万户次、2.5亿人次，他们不是医生，却为社
区的家家户户送上防疫“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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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14个小时，奔
波于8个小区，投递600多
件包裹，这是疫情期间舒鑫
的工作常态。

今年32岁的舒鑫是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南岸
区分公司长生桥邮政营业部
的快递员。疫情期间他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承担着比
平常多3倍的包裹投递量。

“我干快递已经 13 年
了，这么大的投递量还是第
一次遇到，这相当于连续运
转了好多次电商节。”舒鑫
说，今年春节开始他一直在
岗，亲身经历了疫情期间的
高强度工作。“电商节期间
还有其他快递公司可以分
流，春节时候开始，绝大部
分包裹都集中在我们邮政
公司手上。”舒鑫回忆说，由
于疫情期间全市小区实施

了封闭管理，菜鸟驿站等快递中转站也暂时关
闭了，“各种不利条件增加了快递工作的难度，
过去半个小时就能派送完的件，当时要花两个
小时甚至更久。”

疫情期间，孩子们都开始上网课。“上网课
没教材怎么办，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很着
急。”舒鑫和同事临危受命，除了常规的包裹投
递，还承担起了教材的寄递服务。

2月27日，舒鑫所在的长生桥邮政营业部
接到一位高三学生家长胡女士的电话。“家长说
孩子今年参加高考，一直没有收到教材很着
急。”舒鑫还记得，家长说完差点都要哭出来了，
营业部决定优先为这位学生派送教材。

配书、包装、贴单、扫描、搬运、现场消毒、装车
发运……舒鑫和同事专门使用黄色快递袋统一
封装教材，易于分辨。下午5点，舒鑫准时抵达同
景国际城W组团。胡女士远远对着舒鑫说，“太
感谢你了，孩子有了教材终于能安心学习了！”

当快递员十多年了，这样的场景舒鑫也是
头一次碰到。“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人心里面很
温暖，我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舒鑫说着
脸上露出了微笑。

疫情期间全市有近 5.13 万名一线快递员

坚守岗位。疫情期间，生活物资运输绿色通道
始终畅通，渝、川、黔、云、桂、琼六省区市疫情
防控保供机制高效运转，2000余台运输车辆坚
守保供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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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区域让不少人望
而却步，而环卫工人张校红
却选择“逆行”——今年2月
6日到6月16日4个多月时
间里，张校红承担起了南岸
区9个隔离区域全部生活垃
圾收运任务，所有垃圾的装
车、转运、卸料……都由他
一人完成。

每天早上5点，天色未
亮，张校红已动身赶往南岸
区城管局环卫处，穿好隔离
服，佩戴护目镜、橡胶手套，
背上喷洒消毒箱……进入
隔离区域前，张校红必须

“全副武装”起来。
“消毒箱里面装满了

10 升消毒水，背起来很
沉。”要背稳消毒箱，张校红
先把左边肩膀往一边倾斜，
让喷洒消毒箱的肩带穿过
左手臂，挂在左肩上；随后，

他又倾斜下右边的肩膀，把消毒箱另一边的肩
带挂在右肩上。这样的动作要每天反复做十
多次，久而久之，张校红的肩膀上留下了很深
的红印。

来到隔离区域的垃圾堆放处，张校红还必
须弯腰喷洒消毒液。“上半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腰
椎上。有时候弯久了，一下子腰还直不起来，要
等一会才能缓过劲。”

尽管工作受累，张校红的付出却得到了
市民的认同。有一次到弹子石国际社区，居
民看到“全副武装”的张校红有些吃惊。“大家
没想到，就我一个人来清运垃圾，一个人喷消
毒水，一个人把一袋袋垃圾提出去装车，垃圾
多的时候要跑好几趟。”后来多去几次，张校
红觉察到了大家目光的变化。“虽然大家都戴
着口罩，可那一双双眼睛会‘说话’，仿佛在表
达感谢。”

每天工作结束后，张校红会回到南岸
区城管局卸下身上的装备。“特别是这一身
隔离服不透气，工作时候必须一直穿着，每
天就像‘蒸桑拿’一样。”张校红说，虽然气温
不高，但每天脱下隔离服都发现汗水浸湿
了全身。

疫情期间，全市每日出动环卫作业人员约

5.5 万人次，环卫作业人员在岗率 90%以上，

累计无害化处置居家隔离点生活垃圾 1830
吨，城市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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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郭晓静、张莎、
陈波、周松、杨铌紫、崔曜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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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万州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人员对机场候机楼进行集中消毒。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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