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到父亲去世电话

2月13日，罗诗扬和往常一样，
早上 7 点赶到办公室安排部署工
作。在驾驶宣传车宣传防疫工作
时，突然接到亲属打来电话：“父亲
刚刚因病离世……”罗诗扬禁不住
连续喊出几声“爸爸”后，泣不成声
……

“年前,父亲身体就不太好了，
但他为了不让我们担心，默默忍受
着病痛的折磨。”罗诗扬回忆。一
边是突如其来的疫情，一边是亲人
突然离世。他对亲属解释：“现在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应该响应‘婚事缓办、

丧事简办’的号召，一切从简，相信
父亲会理解我。”

继续坚守“疫”线

“父亲在被病痛折磨的时候，
我没在他身边，就连他最后一面也
没见着，我不算是他的好儿子。”罗
诗扬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只回
家过一次，又立即回到抗“疫”一
线。

回到工作岗位的罗诗扬多了
一份坚定的信念，他依旧认真安排
部署宣传、排查、居家隔离、设置卡
点、消毒、心理疏导等工作。截至
目前，高峰寺社区出动宣传车 31
次，悬挂宣传条幅 14 幅，粘贴《致

全县人民的一封公开信》100余份，
发放宣传册 4000余份。

募集爱心捐款

为保障抗“疫”物资供应，罗诗
扬想方设法筹集消毒液、酒精、口
罩、温度计等防护消杀物资，并组
织高峰寺社区党员干部、爱心人士
及企业为抗“疫”工作捐款。截至
目前，已募集爱心捐款2.7元。

罗诗扬舍小家顾大家的事迹，
激发了社区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
大家积极投身到抗“疫”阻击战中。

□吴念 本报记者 陈首江
钟泽廷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张保江就
一直坚守在石河镇双拱片区劝导点上。

他和同事们采取“两班倒”，对过往车辆
逐个检测、登记、提醒。

由于连续出现3个确诊病例，石河镇片
区成了居民眼中的“禁区”。家人担心张保
江，劝他申请换个卡点。但他却说：“作为一
名党员，就应该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在劝导
点，张保江和同事们每天想尽办法引导过往
人员配合工作，力所能及地为竹城人民把守
防疫“安全门”。

熟悉张保江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善于总
结的人，哪怕是在“连轴转”的工作状态下，
他依然在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这个劝导
点位于下坡弯道处，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发
现劝导点设置不合理，张保江及时向上级部
门汇报，并建议“劝导点应设在远离拥堵路
段和视野开阔的地方”。

张保江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不仅排除了
全隐患，还大幅度提高了车辆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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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珊珊，1995年出生，2018年7月参工。疫情爆发
后，她每天24小时在流调组待命，一旦有疫情，立即赶
赴现场处置。后因工作需要，转入采样检测组。不论
在流调组，还是在采样检测组，她从没有抱怨和退缩。

辛月，1995年出生，2019年7月参工。在同事的眼中，她是
疾控战线上的新兵。疫情爆发后，她主动申请加入到风险更大
的采样检测组工作。

肖德敬，1992年出生。疫情爆发后，他总是最先完成流调报
告。在流调任务量减少后，他又主动申请到采样检测组工作。

龙娜、桂玉兰都是1991年出生。疫情爆发后，她们
负责疫情信息数据收集、医疗废物处理、密切接触者的
函件收发等工作。为及时给抗“疫”工作提供科学数
据，她们常常工作到凌晨2点才下班。

□潘宝利 本报记者 邱霞 桂丹倪

““丧事丧事一切从简一切从简，，相相信父亲会理解我信父亲会理解我””
——记大竹县高峰寺社区党委书记罗诗扬记大竹县高峰寺社区党委书记罗诗扬

疫情期间，无数人舍弃团圆
时光抗击疫情，只为守护一方平
安。大竹县竹阳街道高峰寺社
区党委书记罗诗扬，连续20余
天带领辖区党员干部、爱心人士
及企业募集抗“疫”专款。截止
目前，已募集捐款2.7万元。

““这是我们负责的区域这是我们负责的区域，，
再危险也要上再危险也要上””

——记大竹县公路养护段办公室主任张保江

“石河镇双拱片区，就是新增确诊病
例的活动区域。”2月13日凌晨，乘车前往
值守点的大竹县公路养护段办公室主任
张保江说：“这是我们负责的区域，再危险
也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