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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疫
2月3日8点，天还未亮，不少人还在睡梦中，新疆

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缝纫车间工人王根杰已
经准备出门上班了，自从大年初五接到公司通知，这几
天他每天准时去上班。

1月29日中午，接到昌吉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令，要加紧赶制1173套疫情防控
一线急需的防护工作服。新疆际华七五五五公司连夜
发出通知，呼吁公司职工放弃假期，与全国人民一道，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王根杰积极报名返回岗位。他住在昌吉市郊，公司
领导考虑到他上班不方便，就让他在家休息。但是王根
杰说：“我走着来，不耽误上班。现在疫情形势严峻，公
司加班加点生产防护工作服，我不能掉队。”

由于肢体残疾，王根杰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一直
在缝纫车间负责清理线头毛纱，干得尽心尽力。妻子去
世后，他独自抚养女儿。2019年，勤奋好学的女儿考上
了大学，公司工会得知后，帮他女儿申请了金秋助学补
助。近年来，新疆际华七五五五公司和州总工会持续帮
扶他，加之他努力工作，他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这次紧急加班生产期间，王根杰没有请过一次假。
他说：“我很感恩大家对我的帮助。我要坚守岗位，为防
控疫情尽一份力。”

“同志，新年好！请问你要到哪里去？”2月6日上
午，在昌吉市公安局榆树沟公安检查站，民警张立志
正在检查车辆。

1月24日以来，张立志和同事们一直坚守在工作
岗位，对过往所有车辆实行分流，协助医护人员对过
往车辆进行消毒，测量车内人员体温，对体温异常者
进行登记，并协助医护人员将其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做到知来源、知去向。

今年 53 岁的张立志是一位有 30 多年党龄的党
员，从警 31 年来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张立志说：

“作为党员，我要冲锋在前，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站好每一班岗。”

张立志的妻子陈俐是昌吉市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的一名辅警，自1月24日以来，也一直坚守在工作
岗位。张立志牵挂着年过八旬的父亲：“我父亲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独自一人生活。现在我只
能每天通过电话问候父亲，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支
持。”

现在，每天途经昌吉市公安局榆树沟公安检查
站的车辆在300辆左右，张立志和同事们一一排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张立志说：“公安检查站起到
过滤网的作用，我们要守好这道关口。作为双警家
庭，我们要为战胜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小张，我来帮你倒垃圾。”“今天体温正常吗？”“有没有
什么需要的东西，我买好给你送来。”2月5日，昌吉市延安
北路街道柳树巷社区干部李彦一大早就来到居家留观居民
家门前，一边询问情况一边接过居民递出来的垃圾袋。“在
家要勤洗手，注意房间通风，有什么情况就给我打电话。”离
开时，李彦还在叮嘱居民。

这些天，和许多社区干部一样，李彦每天都会统计居民
的体温，进行防疫知识的宣传，了解居民的日常需求，帮助
解决大家的生活困难。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之一，特殊时期社区干部们
冲在一线，为居民群众撑起了防控疫情的“保护伞”。“作为
社区干部，我会尽可能地做好各项服务，我们的工作做到位
了，大家的健康就能多一些保障。”李彦说这番话时的坚定
眼神，让记者看到了一名社区干部在抗击疫情一线的担当
精神和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不出门、不聚集，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说，我们来
帮你解决。”像这样叮嘱的话语，范丹丹已记不清说了
多少次。范丹丹是昌吉市公安局建国路派出所南五工
二村警务室的民警，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她每天
挨家挨户走访辖区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摸清辖区
群众发热数据、劝导辖区群众减少外出活动，一忙起来
忘记吃饭也是常事。

2月4日上午，范丹丹像往常一样在警务室记录着
辖区居民的发热情况，这时父亲打来了电话，范丹丹清
了清嗓子接起电话。“放心吧，爸，你要注意身体，好好
听医生的话，别担心我，等我有时间了就去看你。”简单
的几句对话后，范丹丹红了眼眶，她强忍住泪水努力用
平和的声音安抚父亲。挂断电话后，范丹丹迅速调整
了情绪继续工作。范丹丹告诉记者，一个月前她的父
亲因病动了手术，作为女儿，她应该在家照顾父亲，但
作为警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她必须要坚守在岗位上。

“请您下车时拿好随身物品，谢谢！”2月5日中午，的
哥王振云将一位乘客送至昌吉市天佑·桃源新城小区。
他将车辆停好，对乘客容易接触到的门把手、座椅等位置
进行消毒，之后才开始拉下一位乘客。

今年45岁的王振云是昌吉华夏旅游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的一位的哥，从事出租车行业十几年了，一年到头难得
休息几天。这次，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家
人都希望他能在家休息，不要出车。但是，当公司向他征
求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同意作为应急车辆出来跑车。

“担心肯定有，但我们都休息了，乘客打不到车怎么
办？”王振云说，警察和医生比我们辛苦多了，他们面临着
更大风险和挑战，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也要为防控疫情
做点事。

疫情当前，防控就是责任。除了每天早上、中午到公
司对车辆进行全面消毒外，王振云还会时不时拿出消毒
液对乘客和自己经常接触的重点部位消毒。此外，作为
应急车辆，王振云要24小时待命。

“我主要接送上下班的市民，上下班高峰过后，就去
医院门口看有没有要打车的乘客，平均每天接送十几车。”
王振云告诉记者，“虽然乘客少，但能拉一个是一个。”

通过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王振云看到不少医护人员、
基层党员冲在战疫一线的新闻，深受感动和鼓舞。他说：

“我也要履行好职责，为战疫早日胜利贡献力量。”

面对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从昌吉市
人民医院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从昌吉
市清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到西部热力公司，只要有采访任
务，这位32岁的“年轻”记者都没有丝毫犹豫，她就是昌吉市
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文娟。

说马文娟是一位“年轻”记者，是因为她刚刚从事记者
工作3个多月。为了和在乌鲁木齐市服役的丈夫团聚，2018
年，马文娟辞去老师的工作，带着孩子举家从克拉玛依市来
到昌吉市。2019年11月，她来到昌吉市融媒体中心应聘，成
为了一名记者。

“请问目前昌吉市防疫物资准备情况如何？”“为了保障
居民正常用水，清源水务制定了哪些措施？”“您已经57岁
了，作为一名退休医生，是什么原因让您重返工作岗位？”这
几天，马文娟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马不停蹄地奔赴各个
采访现场。在采访中，马文娟看到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

奋战在一线，甚至还有已经退休的医生主动请缨返回一线
抗疫，这些都让她感动。“他们就像一位位战士，守护着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作为新闻记者，我要用笔和镜头不停歇地记录疫情防控一
线上一个个动人的瞬间和故事，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报道疫
情信息，传播科学防控知识，反映社会各界在这场疫情阻击
战中表现出的社会责任和暖心大爱，凝聚起更多力量共抗
疫情。”马文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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