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场战疫 不变初心

2020 年 4 月 30 日 / 星期四 /�要闻部主编
责编 杨清华 /报眉设计 何晓晨 /�美编 刘栩 /�校对 黄文波 A6

2020 年 4 月 30 日 / 星期四 /�要闻部主编
责编 杨清华 /报眉设计 何晓晨 /�美编 刘栩 /�校对 黄文波 A6

疫情发生以来， 为了保证市民
游客日常生活正常运转， 在做好防
疫各项工作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对游
客开放， 广州各大公园均实行全面
的防疫措施。 在广州市最大的综合
性公园———越秀公园， 门岗服务班
的服务人员毅然挑起了重担， 在公
园的各大门口切实坚守“第一道关
口”，为越秀公园的抗疫攻坚战打下
良好的基础。

越秀公园门岗班组现有服务人
员 40 人， 其中 38 人均为年龄介于
20 岁至 40 岁之间的女性，她们是岗
位上的骨干，也是家里的“半边天”。
门岗服务班班长、优秀的共产党员范
玉玲正是站在防疫一线的“主心骨”。
疫情爆发初期正值春节假期，但入园
游客也达到日均 4000 人次， 防疫任
务十分艰巨。

每天， 范玉玲带领 40 人的团
队， 默默地守护着越秀公园的每一
个入口。 她带领服务人员为每一位
入园游客测量体温， 提醒市民游客
安全游园。 值守的过程并非一路顺

利， 门岗班组服务人员曾多次遇到
不配合的市民游客， 有些不配合量
体温、戴口罩，有些甚至蛮横闯岗。

“请您配合防疫工作。 ”此时，范玉玲
是冲在前面的人，不厌其烦、柔声细
语，既安抚了游客的心，也给班组成
员吃下“定心丸”。

门岗服务班每天与各类游客密切
接触， 成员们或多或少也会有害怕和
焦虑。 虽然大家不叫苦、不叫累，但班
长范玉玲还是敏锐地觉察成员们思想
的波动。 范玉玲找出各种资料给成员
们普及疫情知识和防护措施， 时刻关
注他们的心理状态，开展心理疏导，为
大家鼓劲儿。

随着夜晚出门逛公园的游客逐
渐增多， 门岗一线服务人员的上班
时间也延长至 22 时。 面对繁重的工
作任务，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站好
每一班岗。 正是因为他们的高度责
任心和使命感，疫情期间，越秀公园
及时劝阻 4 名发热游客入园， 积极
和街道联系， 引导发热游客及时就
诊，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
从社会面防控、打击涉疫违法
犯罪到助力复工复产，在交通
检查站、大街小巷、定点医院
和居民小区无处不闪现着“警
察蓝”的身影……在人们看不
到的监所高墙内， 还有一支
“隐形警察蓝” 队伍坚守在监
所防疫的特殊一线。 他们就是
广东公安监管民警。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了
解到，2 月 1 日起，全省公安监
管场所启动战时机制，全面落
实民警轮流驻所全封闭执勤，
最长的坚守岗位达 108 天。

坚守岗位、 不问归期，面
对高负荷、高强度工作，全省
共有 6 名监管民警在长期封
闭执勤期间病倒在岗位上，
有的至今还在 ICU 抢救；汕
头市澄海区看守所女警陈桂
真在连续 35 天的全封闭执
勤后突发疾病去世……

“抗疫情、保稳定、零感
染、零发生”、“一颗火星都不
能进监所” ……广东省公安
厅 监 管 总 队 总 队 长 戴 志 平
说，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公安
监管民警一个月、二个月、三
个月全封闭值守在条件异常
艰苦环境中，尽职尽责、无私
奉献， 坚决把疫情阻挡在监
墙之外。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战疫最前线的绿色“防火墙”

广东公安监管民警:
值守特殊“疫线”
最长坚守岗位10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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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 持续奋战 30
多天的王巍完成了凌晨 3 时
至 7 时监区巡控工作，准备返
回备勤区宿舍时， 却突发脑溢
血倒下， 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
危险。

王巍原是海军某监测站高
级工程师，2 月 17 日转业至广
州市第三看守所工作。 刚转业
的他就面临着公安监管工作历
史上难度最大的一次挑战。 好
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的他却说：
“我以前是军人，现在是警察。
倒在战斗的岗位上， 我不后
悔。 ”

隔着 ICU 厚重的玻璃，能
看到深圳市第二看守所管教民

警李国洪身上插满管子， 他还
在与死神赛跑。

疫情期间， 他管理的在押
人员增加三倍。 面对高强度的
工作量， 他总是说：“没事，扛
得住， 这次疫情过去我就退休
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调养。 ”他
的战友一想起李大哥的这句话
就会心疼得泣不成声。

大年初二， 刚回到老家云
南过年的李国洪接到启动疫情
防控战时勤务的通知， 他毅然
辞别家人返回深圳投入战斗。
疫情防控战时勤务期间， 除去
居家隔离的时间， 李国洪几乎
以所为家。 监所实行三班制封
闭管理后， 在岗执勤的警力减

少到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每
个人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李国洪管的监室一直是领
导和同事们心目中的“模范监
室”。 开展个别谈心谈话、重点
人员防控、 组织放风、 为在押
人检测体温、 带体温异常在押
人员看诊等工作是他每天必须
完成的工作任务。 封闭期间，
91 岁高龄的母亲在李国洪抗
疫期间因急病做了手术， 尚未
脱离危险期； 女儿也刚分娩，
可是他的妻子为了不让他工作
分心，一直瞒着没告诉他。 3 月
26 日下午，李国洪因连续参加
封闭勤务， 劳累过度， 突发脑
梗塞住进了 ICU。

“奶奶走了……”3 月 3 日，
正在监区巡仓的孔暖恩接到妻
子电话， 听到奶奶去世的噩耗。
这个电话让他心碎也让他两难。

孔暖恩是东莞市第二看守
所管教一大队教导员。 看守所
抗疫工作责任重大， 如果回去
奔丧， 要隔离两周才能再上岗
执勤。 作为教导员， 他深知这
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
自己就是身在战场的战士。

年前看到奶奶时身体还很
好， 没想到那是与奶奶最后一
别。 当他把这个噩耗电话告诉
同在看守所封闭值守的儿子

时， 他们这对父子兵只能隔空
抱头痛哭。

4 月 3 日， 孔暖恩又接到
了母亲中风住院的电话， 为确
保监区在押人员的生命健康安
全， 孔暖恩和同在监所防疫一
线的儿子孔俊晞决定选择继续
坚守岗位。 父子二人在不同岗
位， 平时也只能电话问候或隔
空相望，挥一挥手，默默道一声
珍重。

“小家需要我，监所的大家
更需要我。 忠孝虽难全， 但我
相信母亲在天之灵一定能够理
解。 ” 广州市公安局预审监管

支队监管勤务大队四级警长孙
雷清在监所封闭执勤期间，接
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

他的妻子是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人民医院第一批赴湖北援
助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夫妻双
双在广东、湖北奋战抗疫，一对
13 岁的双胞胎女儿只能给年
老的母亲照顾。 没承想， 罹患
晚期癌症的母亲却在这期间去
世， 家里只剩下年迈体弱的父
亲和一双未成年的女儿。 含泪
叮嘱女儿们照顾好自己和她们
的爷爷，孙雷清擦干眼泪，转身
又回到工作前线。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台山
市看守所在押人员王某倒在地
上浑身抽搐，呕吐不止。 刚值完
夜班的朱思恩接到所里值班医
生的电话， 又立即赶回所里指
导救治。 王某一直发着低烧，双
下肢脉管炎严重感染溃烂，初
步判断是因毒瘾发作。

朱思恩是台山市看守所的
一名全科执业医师，在看守所，
他既是一名监管民警， 又是一
名担负着看守所全部在押人员
医疗保健卫生、心理咨询和评估
干预工作的“白衣天使”，曾被评
为“台山市优秀人民警察”。

“要远离毒品，珍惜生命”，
朱思恩一边为王某换洗创面，
一边耐心教导。 时近午后，朱思
恩才得以休息。

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的前
线，看守所医疗任务繁重，朱思
恩与医务室各位医生一起，严

把新关押人员入所体检关，为
生病的 在 押 人 员 就 诊 巡 诊 ，
有时夜间或双休日还要放弃
休息 ， 送患急病的在押人员
到医院诊治。 疫情期间，他经
常开展在押人员的心理矫正
教育工作， 在押人员从生理
和心理 上 得 到 较 大 的 矫 治 ，
确保了被监管人员的思想稳
定，实现了疫情“零感染 ”、安
全“零事故”。

广东 4 月的闷热天气里，
年近五十的姚仁华仍要穿着密
不透风的防护服。 姚仁华是中
山市看守所管教二大队一中队
教导员， 中山市看守所关押量
很大，防疫形势严峻。 封闭管理
期间，他在监室内设立“病情登
记本”“服药登记本”“在押人员
出仓登记本” 及监室日志等工
作台账， 把每一个在押人员的
各项情况登记得一清二楚。

一天早晨， 他巡查监仓疫
情时， 发现一在押人员发烧
37.3 度，他立马警觉起来，启动
应急机制， 并主动请缨押送该
名在押人员去医院详细检查，
最终排除了新冠肺炎。 一上午
忙活下来， 汗水和水蒸气已模
糊了他的护目镜。

疫情防控初期， 汕尾市陆
河县看守所副所长范启盛正在
休假， 前脚刚回到珠海探望父
母，后脚就接到紧急部署，当天
他便返回岗位，制定看守所疫情
应急处理预案， 协调配备口罩、
消毒粉、消毒工具、体温仪等防
护装备。

“看到范所长每天忙碌，让
我们备受感动。 我们只有服从
管理、接受教育，改恶从善、回
归家庭， 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
人来感恩和报答。 ”在押人员郭
某某说。

他们倒在战疫岗位上，住进了 ICU

他们与至亲生死别，含泪选择坚守

他们不分昼夜排风险，全力守监所安全

王建荣，来自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保护办，坚守野
生动物保护一线 20 年。17 年前“非典”疫情时，他还是
一个毛头小伙，被评为广州市抗击“非典”先进个人。
17 年后，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已是不惑之年的他，又一
次义无反顾地投入抗疫战斗。 两场战疫， 不变的是初
心和使命， 是他坚守野生动物保护一线， 积极防控疫
情的身影。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部分广州市民对野生动物的
防范心理渐强。 2 月 15 日上午，有市民担心养殖在小
区屋顶的非保护动物蓝孔雀可能会传播病毒。 王建荣
未多犹疑， 与同事冒雨前往现场查看， 联系尚在外地
的动物主人，劝导其将动物交由救护部门处理。 同时，
王建荣联系小区物业说明情况，对现场环境消毒。

为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根据相关规定，禁止食
用大部分陆生野生动物。 然而， 这可能会对部分养殖
户造成一定损失。 对此，王建荣多次前往蛇类、鳄鱼、
蛙类、 梅花鹿等相关养殖场所调查核实， 了解目前存
栏动物种类、 数量和从业人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倾
听他们的心声和诉求。“一方面，我向从业人员宣传国
家的政策，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研究解决
从业人员的实际问题 ， 分类处置 ， 指导他们转型转
产”，王建荣表示。 疫情防控以来，他与同事们一起，奔
走在相关养殖、 经营和监测场所， 坚决落实落细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

王建荣是外地人，早在两年前，他就计划将云南老
家的父母、妹妹和孩子们接到广州，一起过个团圆年。
1 月 20 日晚，他终于盼来了老家的亲人，四个小朋友
蹦蹦跳跳，一家团圆的幸福写在老人的脸上。 然而，从
1 月 19 日疫情防控开始，王建荣每天穿梭于野生动物
养殖场所、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点之间， 在相关
市场档口、酒楼检查，忙于协调购置口罩、手套等防护
物资。 直到大年三十晚，他都无法陪伴亲人。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的晚上，忙碌一天的王建荣
回到家。 吃完饭的父母笑盈盈地又忙起来， 重新热好
饭菜，围坐桌旁。 那晚，父母念叨着一些琐碎的事情，
仿佛要将多年的话都说个够。“爸妈说，能为社会多做
点事，他们很理解支持我。 第二天他们就回老家了。 ”
想到父母， 王建荣内心五味杂陈， 他为家人理解而感
激，也有些为难和愧疚。 大年初一，他将亲人们送上回
家的高铁，继续全身心地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1 月 23 日，广东省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广州市
林业和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工程
管理部副部长陈淑燕身为共产党
员、工程一线管理人员，主动放弃春
节休假，毅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她
深入一线， 到各个在建工地进行疫
情防控工作专项检查、 指导现场一
线人员规范使用体温检测设备、督
促施工单位建立疫情防控体系。 在
建设中心全体人员的努力下， 单位
负责的 16 个在建工地、8 个绿化养
护工地，疫情期间实现零感染、零安
全事故。

在各个疫情防控工作微信群
里，最忙碌的就是陈淑燕。 只要有最
新指示， 她都会第一时间推送到部
门微信群， 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落
实要求。 哪怕是深夜，她也会随时接
收、随时传达。 同时，她把各项目负
责人反馈的工地情况分类整理报送
给上级主管部门， 认真落实每日一

报制度。
不分昼夜深入一线的还有流花

湖公园政工部部长林杏容。 作为一
个 11 年党龄的老党员， 她主动放
弃春节休假，在极短的时间内落实
各项紧急疫情防范工作措施。 林杏
容结合公园本地市民多、老人多等
特点，拟定相关宣传内容。 为了劝
导游客， 林杏容决定亲自录制广
播。 在此基础上，她又录制了粤语
播音内容。

春节前， 林杏容原计划与家人
回老家看望 80 多岁的公公婆婆。 最
终， 她决定取消行程， 参加防控工
作。“在特殊时期，家人很理解我，丈
夫也支持我的决定。 ”家人的支持更
坚定了林杏容的抗疫信念。 从大年
初一到初六，她只休息了一天，其中
一天从夜班值到日班。 但她却毫无
怨言， 在林杏容的心中只有一个信
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冲在
抗疫最前线。

领导看望广州市第三看守所民警王巍

孔暖恩在监所指挥中心开展巡查工作

牺牲民警陈桂真生前走访社区群众

中山市看守所管教民警姚仁华正在开展谈话教育

文 / 图 严艺文 王玮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迎难而上的，除
了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也离不开各行各业的普通战疫
者。 为了保障广州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确保市民
游客安全进入公园休闲， 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和广州市各
大公园的抗疫最前线，他们初心未改、坚守关口、不分昼夜的
忙碌身影，筑起一座座绿色“防火墙”。

挑起重担 坚守关口

范玉玲（右一）

陈淑燕（右二）

林杏容

王建荣（左二）

不分昼夜 深入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