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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只口罩等物资
赠给防疫一线人员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娜 通讯员 李新渠） 13
万只口罩、1万套隔离防护服、1万
个隔离面罩、1万个隔离鞋套……
昨日下午，满载防疫物资的车辆驶
入郑州，这些防疫物资发放给一线
防疫人员。

据悉，河南省委组织部、省委
“两新”工委协调生产防疫物资的新
乡强盛医疗器械公司，为郑州捐赠
了13万只口罩、1万套隔离防护服、
1万个隔离面罩、1万个隔离鞋套。
昨日下午，在市红十字会登记手续
后，捐赠物资已分发基层高风险区
域下沉专班人员和社区、小区防疫
一线工作人员。其中，3万只口罩捐
赠给美团、饿了么、UU跑腿 3家郑
州公司的“跑男”们。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赵文静 文/图）“尽职尽责守岗
位，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
务。”连日来，市政协机关南关街
社区下沉小组全体人员亮明党员
身份，组建起临时党支部，守护着
南关街 29 号小区 2000 多名居民
的安全。

自 11月初以来，下沉小组与社
区人员共同抗击疫情已有 20 多
天。下沉小组郭志强从报到到现在
没有回过一次家，身上至今还是来
时的衣装；李杰家住在封控区，组织
一声召唤，立即带上行装，告别在家
的孩子妻子……爬过最多的楼、流
过最多的汗、熬过最晚的夜，他们用
最朴实的付出践行着共产党员的使
命担当。

11月 26日上午，得知社区抗疫
物资紧缺，李杰第一时间向经济委党
支部求助，经济委党支部迅速向经济
界别委员发出捐助抗疫物资需求，政
协委员王志杨立即响应，捐助了60套

防护服、1000只口罩、2000副手套、
12桶酒精、2000只医疗垃圾袋、200

个面罩等一批抗疫物资，帮助社区缓
解了抗疫物资短缺的情况。

市政协机关南关街社区下沉小组

爬楼、熬夜……只为守护居民安全

下沉人员为社区募集防疫物资

11月26日，下沉农业银行社区
汝河路 68号院三号楼东单元下沉
队接到社区通知，上门核酸的医护
人员想提前了解情况。“好的，我熟
悉。”下沉队员的回答铿锵有力。

“6楼东户是妈妈带一个孩子，
孩子刚满一岁；另外一户居住在 7
层东户，一家四口，最小的孩子刚满
5岁，对了，那个孩子是早产儿，体质

不好……”在协助上门核酸人员进
行防护准备时，下沉队员唠家常一
样把所有情况告知。很难想象，这
仅仅是该队员驻扎了不到 6小时的
新点位。

“组织刚通知我转移到这个点
位的时候，人还在路上，群就先进
了，有的孩子太小，在群里问过奶粉
怎么买，我就记住了……”

对居民情况熟悉是做好下沉工
作的根本，是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的
基础，更是获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的
关键。市委宣传部疫情防控下沉
专班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云”平
台提高服务效率、丰富群众精神生
活、疏导群众情绪，凝聚共同抗疫
强大合力，全方位助力打赢疫情防
控攻坚战。

微信群架起连心桥 未谋面却是贴心人
市委宣传部下沉工作队“云”服务显身手

“今天开始降温，下午风力加大，刚巡查发现部分阳台有晾晒的衣服，提醒各位家人们早点把衣服收回家，以
免被大风刮落。”

“太谢谢你们了，也没注意外面天气变化，你们提醒得太及时了！”
这是11月27日8点前进路27号院1号楼居民微信群里下沉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对话，也是市委宣传部12

个防疫工作队的日常缩影。
自下沉工作开展以来，工作队每到一个分包楼栋，就主动加入居民微信群，主动发现收集居民的烦心事、紧

急事，用微信群架起了一座座连心桥。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通讯员 马齐苒

“没事，尽管说”
“年轻人，我有个和疫情不太相

关的难题，主要是拖了几天没解决，
想着给你们说说试试，如果太麻烦
的话就算了。”11月26日，中原区桐
柏南路 225号院的微信群里传来一
条语音。“没事，尽管说。”看到有居

民询问，下沉队员第一时间回复。
原来，发微信求助的是个独居

老人，说家里暖气一直不热，温度
太低导致腰腿疼痛难忍，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联系每天在群里发消息
的下沉工作队。了解情况后，工作

队第一时间协调热力公司“徐师傅
志愿服务队”，做好疫情防护的基
础上，协助上门检查暖气管道、疏
通阀门，又将全屋暖气管道排查一
遍，最终用了半天时间解决了供暖
问题。

“好的，我熟悉”

午后囫囵觉也是奢侈
今天是来社区下沉的第 10

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24 小时
值守，当好楼院值守员。下沉的

“六员”职责任务我们也样样都会，
包括核酸检测员、保洁消杀员，让
去哪里，让干什么都行。

值守工作中最宝贵的莫过于
午后小眯一会儿，我和同事两人轮
流休息，一人在外值守，一人在帐
内午休，这样接下来的工作能精神
饱满。可囫囵觉也常常被打断，楼
上传来居民需求声：家里没菜了，
或者缺医少药了。我们就要赶紧
去当好协调联络员、物资保供员。
时不时还要跟居民隔空对话，当好
宣传劝导员。于是午后一个囫囵
觉就成了我们的“奢侈品”。

此外，如厕也很不方便。我初
来之时，最不习惯的就是找不到卫
生间。我和同事决定在值守间隙对
所在的秦岭路五号院进行“侦查”，寻
找卫生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院
落最深处，我们发现一处办公用房，
赶紧与社区书记魏红联系。魏红
恍然道：“这是我们以前的老办公
区，搬走后里面的卫生间都废弃了，
稍等一下，我们去收拾收拾。”经过
收拾，一个临时卫生间出现在眼前，
我们心里乐开了花。虽然从我们值
守的院落到卫生间来回有两公里，
但毕竟实现了上厕所的“自由”。
不过我们还是达成共识，不耽误工
作，尽量少喝水。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孟子扬

■下沉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