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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防疫工作最前线
封控点居民纷纷点赞

10月26日，是广州农商银行支援海

珠区疫情防控第四组成员支援的第二

天。早上 7点，9名成员准时集合，出发

前往封控点康怡苑。

开始分配任务时，每一位成员都积

极主动参与。何夏唯主动包揽了运送

物资的任务，每小时运送一次，路途较

远，需要骑单车后再走十分钟，一上午

来回跑了好多趟，毫无怨言。

安排核酸检测每天 900 人次、帮小

区红码住户倒垃圾送外卖……这只是

他们协助康怡苑小区日常工作的一

角。组长陈雅琦表示，除此以外，他们

还要面临很多突发性的支援任务：得糖

尿病的老人药物用完了，去医院买药；

或是老人出院，家人封控没办法接他，

帮助老人办出院手续接他回小区。他

们总是奔走在防疫工作最前沿，竭尽全

力圆满完成支援任务。

“不怕苦不怕累”“主动积极找活

干”，广州农商银行志愿者的工作态度

让街道社区干部和康怡苑居民深受感

动，对他们赞不绝口。

退休前主动请缨
“站好最重要的一班岗”

“还有4个月就退休了，这是我从业

来最重要的一班岗，也是最后一班岗

了，我一定得站好!”坚定的话语背后，是

一名即将退休的基层一线人员的坚守，

她是海珠支行客户经理郭务玲，明年 3
月份正式退休。

郭务玲不惧风险、主动申请前往中高

风险区抗击疫情。她总是披着霞光，或顶

着浓重夜色协助社区工作。扫描核酸检

测码、上门为居家隔离人员送物资收垃

圾、协助康乐村扫楼每户每人逐一登记、

在泰宁社区协助转运密接人员……

在一线工作，“白加黑”是常态，有

时还要干到凌晨。作为组长，郭务玲身

先士卒，以满腔热血和充沛活力奋斗在

一线。“大家扫码也就扫了一个多小时，

但玲姐扫了三小时。”看着郭务玲坚守

岗位的身影，队友们都担心她撑不住，

劝她多休息会，可她说：“原来这么长时

间了吗？”她还会让队友们早点休息，鼓

励大家继续加油。

无惧风险日夜奋战
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

10月 25日，接到上级工作安排，需

要组织一批队伍参与海珠区疫情支援，

支援时间 7-10天。总行授信审批部李

金祈、孙雪兰同志当即表示可以出动支

援。两人被分配到一组参与支援南珠

地区，李金祈同时担任小组组长。在低

风险地区连续支援 5天之后，两位同志

原计划在家休整待命，10月30日凌晨收

到总行支援高风险地区的通知后，又毫

不犹豫地化身成了“大白”。

他们不惧危险，在高风险地区执行

发放物资、检测核酸、夜间巡逻等任务，

有时从白天工作到凌晨 4 点。支援期

间，党总支工作人员向各位志愿者点

赞，李金祈在屏幕打出了一行字：“支援

抗疫虽然很累，但党员责任担在肩，是

很光荣的事。”孙雪兰作为预备党员按

计划将在年底转正，她表示很荣幸能够

为防疫尽一份力，“这是预备党员应尽

的责任，同时也是组织的考验，自己愿

意接受这样的考验”。直到现在，他们

依然坚守在抗疫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

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暂别年幼的孩子
妈妈们一马当先从不退缩

在接到支援海珠区的任务后，广州

农商银行的母亲们没有二话，匆忙与家

人和年幼的孩子告别，奔赴此时最需要

她们的地方。来自党群工作部的朱娜

和党委宣传部的陈璐就是其中的缩影。

朱娜担任广州农商银行第一批支

援海珠区志愿者的团队领队，带领40人

奔赴战场。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支援疫

情防控。“面对疫情，我选择冲锋在前，

兑现一名共产党员庄严的承诺。”

在服务群众的同时，作为队长的她

也时刻关注着队员们的身体健康。见

有些队员因劳累而精力不足，她主动让

队员们午休，自己顶上。朱娜说：“队员

们都很辛苦，希望他们能多休息，保持

战斗力。”

在此次疫情支援队伍中，陈璐担任

第八组的小组长，在疫情防控的战场

上，始终带头站在最前列。自10月23日

到达支援点海珠区新港街道以来，她不

叫苦不叫累，从未落下一天。她事无巨

细、井井有条地安排组内10人各项工作，

包括在社区配合完成居民测核酸、封控

区域关口管控检查、扫楼排查、配送生活

物资等等，用实际行动鼓舞着组员。

同舟共济，风雨兼程。广州农商银

行将继续发扬勇于担当的精神、持续作

战的韧劲，以实际行动诠释国企的初心

和使命，汇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逆行冲锋 广州农商银行志愿者积极投身抗疫一线
近期，广州疫情反复，广州农商

银行坚决落实上级工作部署，总行党
委统一指挥、积极动员，组织“金穗向
阳”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服务队驰援花
都区、海珠区、白云区等中高风险地
区，分批投入9批次累计2349人次，
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为广州疫情防
控工作贡献农商力量。

截至10月31日，广州农商银
行志愿者协助完成核酸检测近36
万人次，电话流调 2982人次，扫
楼20242户，配送生活物资7000
余次，在核酸检测、服务群众、物资
补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让党旗在
抗疫战场上高高飘扬。

■广州农商银行“金穗向阳”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服务队。

据新华社电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

团”疑似罹患恶性脑瘤，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选派的 2名诊治和护理专家正

在此间参与“团团”的治疗和护理工

作。他们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团团”身体状况逐渐向好，未来

将根据病情实时调整治疗方案。

在得知“团团”患病的消息后，大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9月下旬即成立专

家组，与台北动物园保持密切联系，持

续关注“团团”的治疗情况，并提供相

关技术支持。10 月 27 日下午中心收

到台北动物园请求协助的邀请函后，

选派两名专家赴台参与“团团”的治疗

和护理。11 月 1 日，在大熊猫饲养管

理、疾病防控、科研繁殖等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的专家吴虹林和魏明抵台。

“我们到达台北后，一下飞机就前

往动物园看望‘团团’。这几日，我们

每天与‘团团’的医师、保育人员交流

有关情况，共同治疗和护理‘团团’，把

观察到的最新情况、用药后的反应等

反馈给大陆的专家团队，在共同商讨

其病因后，提出治疗和护理方案建议，

并且将商讨的结果及时与台北的专家

团队、医师及保育人员进行深入细致

的交流，为‘团团’的健康保驾护航。”

魏明对记者说。

专家表示，台北动物园保育团队

对“团团”进行了积极的治疗和精心、

细致的照顾护理，使得“团团”的病情

保持稳定。“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

大熊猫‘圆圆’‘圆仔’‘圆宝’也得到了

很好的全面照顾，身体健康。”

从这几天的观察交流情况来看，

专家们认为，“团团”的采食情况、精神

状态、走路姿态均有所改善，连续正常

的走动时间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团

团”前期的检查结果、身体情况、用药

后的反应，在与园方进行充分交流后，

一致同意将继续采取当前的治疗方

案，并根据病情发展实时调整治疗护

理方案。

“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动

物园安家以来，深受广大台湾同胞喜

爱。在两岸专家共同努力下，“团团”

“圆圆”分别在 2013 年和 2020 年顺利

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组成幸福

美满的小家庭。这次赴台的专家魏明

就曾在“圆圆”生小“圆仔”时来台照顾

过。

据介绍，吴虹林、魏明预计于11月

7日返回大陆。之后，大陆的专家团队

会继续和台北动物园的专家组保持密

切沟通，根据“团团”病情变化实时提

供建议和帮助。

8日天宇“上线”月全食
我国公众可赏“红月亮”

据新华社电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

11 月 8 日天宇将上演一次精彩的月全

食。这次月全食有两大特点：我国绝大

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全食的“红月亮”

阶段；全食阶段月球会遮掩太阳系八大

行星之一的天王星。

天文预报显示，这次月全食始于北

京时间 11 月 8 日 16 时 00 分，此时月球

开始稍微阴暗（半影食始）；17时 09分，

月面开始有缺（初亏）；18时 16分，月球

完全进入地球本影（食既）；18时 59分，

月球的中心与地球本影的中心最近（食

甚）；19时 42分，月球开始重现光芒（生

光）；20时 49分，月球走出地球本影（复

圆）；21时 57分，月食现象结束（半影食

终）。全部过程历时 5 小时 57 分，其中

本影食（月球进入地球本影，被全部或

部分遮掩的现象）历时3小时40分。

这次月全食还“附赠”一个趣味天

象——月掩天王星，通俗一点讲就是月

球会“吞掉”天王星，过一段时间后再

“吐出”。

赠台大熊猫“团团”身体状况逐渐向好
疑似罹患恶性脑瘤，大陆专家赴台参与治疗和护理

文天

■11月 5日，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吴虹林

（左三）、魏明（左二）和台北动物园保育员（左

一）、兽医师（左四）一起探视“团团”。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