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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李双波：一个司法所长抗疫的一天
■ 刘泽安

韩巧英不仅是北碚区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还
是一名有医学背景的人士。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韩巧英率先向科协党组递交请战书，经区委
组织部同意，从2月1日起到蔡家岗街道疫情防控增
援工作组开展防疫工作。

作为支援云台社区工作组组长的韩巧英，带领
全组同志在高速路口对外来车辆进行协查登记、在
社区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重点对由湖北省及其他省
市来蔡家岗街道，以及期间接触过湖北籍人员的情
况进行走访摸排。

此次防疫工作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病毒作战
的战“疫”。蔡家岗街道情况相对复杂，据不完全统
计，武汉市来蔡家有近200余人，湖北省其他地区来
蔡家有近400余人，其他省市来蔡家有近2000人，不
仅排查工作任务艰巨，而且工作人员的医疗防护物
资也十分紧缺。此前，韩巧英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被
医院确诊为心肌缺血和髋关节积液，一直在吃药及
做康复理疗，医生建议她要尽量少走路才利于治疗
与康复。但在疫情面前，韩巧英忘却了身体疾病，坚
守在抗疫一线。她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作
为一名党员，哪里需要去哪里，与奋战在武汉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比我的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在关键交通要道路口的排查中，韩巧英带领工
作组人员在室外搭建的简易工作棚内，顶着室外寒
冷的天气对过往车辆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对车内人
员进行体温测量，同时还发放宣传单进行新冠肺炎
相关防控知识的宣传。

在开展上门排查过程中，她和工作组成员每天不
仅要走访重点人群几十户，还要参加社区排查工作，落

实基层网格防控措施，全面、准确掌握辖区人员信息，
步行数十公里，工作时间往往长达8小时以上。

一只口罩、一件塑料雨披就是她的全部装备，在
面对困难时刻，她没有一句怨言，全身心投入。其间由
于防护服的穿脱不便，她坚持不喝水少上厕所，就是为
了能让排查工作的进度不耽搁，抢在病魔前面。由于
右侧髋关节内侧积液压迫坐骨神经，晚上回到家她只
能侧卧休息，让身体得到短暂的恢复，第二天依然打起
精神投身到战“疫”中。其间，她的儿子突发疾病，生病
卧床无暇照顾，家中的事只能托付给爱人。

一个月下来，韩巧英带领的工作组完成了蔡家
立交2号卡点外地返渝车辆的登记备案，完成入户排
查外地返渝重点管控户数约400户820人，并对上城
中央、爱琴海、名流印象等小区开展防疫宣传相关工
作。有序开展的排查和宣传工作，为全员打赢此次
疫情防控阻击战增强了信心。

上午8点

在镇上吃完早饭，李双波来到自己驻村的篆塘镇
鱼梁村三组。

鱼梁村是篆塘镇交通较为方便的村庄，从县城开
往郭扶镇的509公交车要路过村庄，上下车的人较
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群众中引起了不小的担
忧。原来，綦江区一例确诊者任某某，在确诊前回过
老家鱼梁村。所以，做好鱼梁村相关接触人员的隔离
措施犹为重要。

当天是他第三轮入户排查，排查以后还要与其他
工作组的相关人员联系处置事宜。要排查任某某回来
过几次？接触过哪些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热咳嗽症
状？凡是与任某某接触过的人都属于要隔离对象，必
须尽快把他们找出来，这是驻村干部李双波的责任。

他要组织村、社干部对密切接触者10人进行重点
管控，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24小时监督，每天陪同医
护人员上门测体温，督促做好室内消毒工作。同时，
还要对其居家外部环境及邻居周围环境进行消毒，在
隔离的院落设置公示牌和隔离线，全方位阻断疫情的
传播。

做完这些，已是中午12点。

中午12点

中午12点，有老百姓喊李双波吃午饭，纪律和疫
情不允许，鱼梁村三组的任某家连忙倒了些开水给
他，泡了一桶方便面，坐在屋檐下吃起来。刚刚吃完
方便面，李双波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李所长，有外地人来到我们新庙村串门，你要来
制止哟。”李双波虽然一看是个匿名电话，但村民反映
的问题很重要。他没有一丝的犹豫，立即联系新庙村
村干部赶过去。

原来，群乐村的村民杨某某与新庙村的村民谢某
某关系较好，他从群乐村来新庙村串门。李双波面对
面给杨某某、谢某某讲清当前防疫形势，党和国家对
疫情防控政策。一番苦口婆心的讲解，使杨某某和谢
某某表示不再串门，遵守防疫规定。

下午3点

“李所长，你快点来，那个杨大爷硬是不听招呼，
又在公路上瞎逛。”还在新庙村继续入户排查的李双
波听见对面的一个小伙子向他反映，他立即跑到公
路边，正好遇见杨大爷迎面走来，还未等他劝导，杨
大爷大声嚷嚷：“哎呀，我就是想出来透透气。”

“杨大爷，你看新闻没得嘛，别个买菜15秒就遭感
染了，外头还是危险。”杨大爷听了李所长的话，一想
到自己的小孙子，心里也许真的有几分担忧，再也没
有固执己见，连忙返回了家。

下午6点

李双波在鱼梁村的排查只剩下最后3户，本以为
可以松一口气。这时候村上的何书记打来电话，有一

起矛盾纠纷请他帮忙出面调解。这本身是基层司法
所长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在疫情防控期间，如果引
起人员聚集，就会增大防疫风险。

李双波跟同行人员交接了手头的工作赶赴现
场。经了解，鱼梁村3组村民白某某与李某某因土地
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双方一直在路边纠缠，都不退
让，也不回家。

到达现场后，李双波了解了详细情况，针对双方
的诉求做了大致的回应，为了一块巴掌大的土地起
纠纷，不值得，细心劝导他们先放下这些扯皮事，共同
抗击疫情，如果不配合，引起更多的人围观，那就会出
现严重的后果。

劝走了两人，又让围观的人先行离开，李双波跟
何书记回办公室商议此次矛盾纠纷的后续调解工作，
注意跟踪回访，不要扩大矛盾。

晚上10点

商议好调解事宜后，天已完全黑了。李双波走出
鱼梁村，凛冽的寒风钻进了他的衣袖，打了个冷战，裹
紧衣服继续前行。

李双波还有一项工作要做，晚上10点钟前去篆塘
镇境内的遥河高速公路服务区值班，主要任务是对过
往车辆进行登记检查，对驾驶员和乘车人员进行体温
测量，登记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出发地目的地等信
息，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提供数据支撑。

遥河高速公路服务区是重庆的南大门，从贵州省
进入重庆市的高速公路第一站。在疫情防控期间，这
里是重要的卡点。

天气有些寒冷，李双波坐在服务区的通道上埋头
登记，指挥车辆。

有人问他，从大年初一到十四，有什么感悟？
他想了想回答：“一直住在镇上，好久没有回家换

衣服了，等疫情缓解后回家理个发，好好休息一下。”

韩巧英：
防疫一线的女科技工作者

本报通讯员 王娟

李双波是綦江区篆塘司法所的一名司法工
作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从大年初一开始，
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要求，主动把防控疫
情的责任扛在肩上。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李双波，作为篆塘
镇司法所所长，自然要做好本单位的防疫工
作，又要做好上级安排的镇村防控工作。李双
波一天的工作，或许折射出众多基层防疫工作
的辛苦。

35 岁的王鹏在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运营的武汉市有害废物焚烧处置中心工作。他的
工作是和同事一道，将医疗废物进行焚烧处理。

汉氏公司负责武汉众多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
的焚烧处理工作。每天，公司的司机把医疗废物
运来，王鹏和同事把装有医疗废物的塑料桶卸下
来，放到上料系统上，机器运转，把桶里的医疗废
物倒进焚化炉。卸桶、推桶，然后再将已经倒空的
塑料桶挪到一边消毒。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伴随巨大的危险：有时
候，针头等器械会把塑料袋扎破；塑料桶翻转的时
候，医疗废物会散落开来。面对这些情况，王鹏和
同事只好用手进行处理，直接与病毒“面对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随着医疗废物收运量的
增加，王鹏变得越来越忙。经常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
8点，12个小时才能换班。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韩巧英（左）在蔡家岗街道交通卡点防控一线

开展防疫工作。 北碚区科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