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先进事迹心得体会(优秀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
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
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1月20日开始，猝不及防的就被拉入了无法回头的生存游戏，
敌人异常强大而凶猛，我们只能迎头而上。22日，荆州一医
开设第一个感染性疾病科隔离病房;2月1日我科调整为一线医
护留观休息区，科室所有医护人员参与一线防疫，有的到了
发热门诊，有的到了隔离病房，而我因为个人身体原因被留
下参与后勤工作，既觉侥幸又觉遗憾，毕竟对于未知的危险
每个人都会恐惧，但职业性质要求我们不能退缩，从没有哪
一刻如现在般——“战士”两个字如此鲜明的浮现在我的脑
海中，炫耀夺目!

后勤工作也很繁杂，我每天安排休息区一线人员的三餐、监
测他们的身体情况、进行房间的消毒杀菌。由于休息区是由
病区紧急改造而成，有医生也有护士，上班时间各不相同，
所以大家在战斗的同时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每每看到他
们都是难掩倦容，但又未曾听到过一句怨言，有连续值班24
小时只来得及吃一碗泡面的、有夜半时分仍在办公室讨论患
者病情的……我想此刻唯有“拼搏”一词尚可诠释了吧!

疫情更加严峻，2月3日和我一起后勤的小伙伴也接到通知加
入一线;2月6日我科由医护人员休息区改造为隔离病房，所有
在住一线人员全部迁至酒店进行隔离，酒店离医院近一公里
远，平时觉得轻轻松松就能走到的路程如今却觉遥不可及，
整条街道只能听见我们行李箱滚过地面的声音，偶有一两声
谈笑随着风声传来，大家相视一笑心照不宣，有过小抱怨也



有过小委屈，但发泄一场就烟消云散，重整心情继续战斗。

2月9日由于疫情进展迅速，我接到通知将于次日进入隔离一
病区参与防疫工作，说不害怕是假的，陌生的环境、不熟悉
的工作流程都让紧张焦虑的情绪无法自抑，当天我便参与
了“穿脱隔离衣操作强化”培训，以确保能够在完成工作的
同时保护好自己。

2月10日我起得很早，提前半小时到达了病区，尽管这样还是
差点没赶上晨会交班，工作服、口罩、帽子、手套、防护服、
防护靴、护目镜、防护面罩一层层穿戴下来花了我将近快30
分钟，因为还未适应以至于踏进病区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将
要窒息，每一次呼吸都要耗费大量的气力，护目镜上很快便
全是水雾，模糊不清，整个人仿佛处于一个纤维交织的蝉蛹
中。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关闭了空调有点冷，我猝不及防地出
了一身汗，;贴身的衣裳紧紧地贴着后背，粘腻腻的;床旁交
班时我不敢走快，因为防护靴都是大码，我只能像个穿着大
人鞋的孩子一样拖着前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就在呼吸
困难、视线不佳等各种生理不适的情况下我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2月15日我因咳嗽而从一线退了下来，虽然检查结果没有问题
但仍需要医学隔离观察;2月29日我的隔离即将解除，疫情也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控制，很遗憾没能和那些一起工作过的伙
伴继续并肩作战，虽然彼此隔着厚厚的防护，只通过上面的
名字辨认对方，但是我记得大家的眉眼和声音，每个人的眼
睛里都好像有十字星光般闪耀!

这是一场旷世持久的“战疫”，我们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
尽管恐惧，依然无畏。冬天已然过去，春在苏醒，金色洒满
大地，病毒将无所遁形，加油吧!愿所有继续奋战在一线的同
仁们都能够平安归来，仍守初心!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妻子的好丈夫，是女儿的好父亲，
是基层的好干部，更是一名奉献在一线的纪检“战士”。但
他却离开了我们，不声不息、默默地走了，将他的人生之路
定格在了43岁。这是一位好干部的真实写照，他——李兆雄，
永远地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敬仰。

李兆雄同志从军人到纪检干部，角色转换但对党忠诚的初心
不变，他时刻用党章严格要求自己，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对事业的孜孜追求以及忠诚干净担当的决心，也践行
了他自己在党旗下许下的庄严承诺。作为一名党员，同为纪
检战线上的一名“战士”，我深感自己知识浅薄、能力薄弱，
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以他为榜样，以此来锤炼和提升自
己。

学习他尽责担当的“钻”劲儿

他，从事纪检监察工作20xx年，业务精通，善于发现问题，
办案过程中总能找到突破口，让一个个案件顺利办结。他还
深知制度的重要性，修订完善的一系列制度，至今仍在沿用，
尤其是干部员工执行力方面的管理，同为纪检一家人的我们
来说，这是必须学习的路径。在快速度、强节奏的模式下，
执行力的好坏决定了工作的效率，面对那些慢作为、不作为
的干部员工，我们要做好教育引导的同时，还要注重制度的
运用，要将那些不好的习惯装起来，释放出积极向上的能量，
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

学习他铁面无私的“狠”劲儿

他，在纪检监察工作生涯中，铁面无私，秉公执纪，他疾恶
如仇，敢于碰硬，敢于同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坚决
惩治腐败分子。因为有他的这股“狠”劲儿，为公司挽回了
经济损失190多万元;正因为有他的这股“狠”劲儿，将很多



人从悬崖边拉了回来。面对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他也是
坚决的拒绝，从不犹豫，也从未动摇。

学习他无私奉献的“舍”劲儿

面对工作，他毫无怨言，为了工作，他远离家乡，照顾不了
妻儿、家庭，更顾不了年老的父母，他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
工作动力，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拼搏，他用高度的责任
感和无尽的追求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大家”与“小家”抉
择中，他毅然选择了前者，为了“大家”的利益，不惜牺牲
一切，就因为他忘我的工作以及长期熬夜加班导致体力透支，
永远的倒在了一线岗位上，他的“舍”是春蚕，是蜡烛，更
是一盏明灯。

李兆雄同志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时代的楷模。他一生清贫，
几件破旧家具即为家的全部;他又一生富裕，成叠的获奖证书
便是最好的见证。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党和纪检事业，这是他
一生不变的信念与初心，作为纪检人，我们应该跟随他的步
伐，接过他的拉力棒，用心、负责任地做好纪检每一份工作。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近来，咸阳市成为了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一颗亮点。在这场严
峻的疫情面前，咸阳市以其高效迅速的措施和出色的组织能
力成为全国瞩目的典范。在这个特殊时期，我深深感受到了
咸阳市的团结力量和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心怀感慨，愿与
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咸阳市以其高效果的行动展示了迅速调整与应对的能
力。在疫情初期，咸阳市政府迅速制定并实施了各项防控措
施，坚决宣布全市封控，并做好了人员排查和隔离工作。这
种高效果的应对行动使得疫情在咸阳市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一点让我深感我们必须及时行动，
以援引早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其次，咸阳市展示了团结一心的精神。在这场疫情当中，咸
阳市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战
胜疫情。政府发挥了领导作用，一方面加大了疫情防控的宣
传力度，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各种政策支持。而广大市民
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纷纷自觉居家隔离，勤洗手、少聚集，
自觉防范疫情。这种团结一心的精神让我深感，众志成城是
我们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

然后，咸阳市展示了全面调动资源的能力。在疫情发生期间，
咸阳市政府充分调动了各方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投入到疫情
的防控工作当中。政府组织多个工作组，加强对高风险区域
的监测，确保人员迅速救治，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与此同
时，在疫情严重地区还成立了志愿者队伍，为受灾地区提供
援助。这种全面调动资源的能力让我深感，在疫情面前，我
们必须团结一致、全力以赴。

最后，咸阳市展示了敏锐洞察时机和科学决策的能力。在疫
情防控期间，咸阳市政府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并根据专家的
意见制定了科学的防控方案。政府及时调整工作重点，采取
迅速果断的行动，使得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这种敏锐洞察
时机和科学决策的能力让我深感，只有科学决策才能抵挡住
疫情的蔓延。

总之，咸阳市在这场疫情中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高效
快速的行动展示了咸阳市政府的能力，团结一心的精神展示
了咸阳市人民的力量，全面调动资源的能力展示了咸阳市政
府的决心，而敏锐洞察时机和科学决策的能力展示了咸阳市
政府的睿智。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应该向咸阳市学习，团
结一心，全面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早日
恢复正常的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唐山市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河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自2021年1月以来，该市成为了河北省疫情最为严重的城
市之一。面对疫情的突然来袭，唐山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
断而有力的措施，展现了强大的应急管理和组织能力。唐山
疫情先进事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和借鉴，下面我将分享
一些体会和感受。

第二段：唐山市疫情防控措施体现了领导力

唐山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部署，并要求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的
决策部署，加强前线指挥协调，加强宣传教育，加强人员管
控和医疗救治等方面的工作。唐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
级医院迅速响应，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采样和检测。敢于担
当、果断出手，是疫情防控的必备素质。唐山市政府和相关
人员能够及时制定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和积极开展疫苗接种
工作，这得益于他们正确把握了时机，并具备了果敢的执行
力。

第三段：唐山市疫情防控体现了全员共同参与的力量

除了领导力，全员参与也是疫情防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唐
山市政府在开展防控工作的过程中，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发
动基层力量，动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为疫情防控工作奉献
出自己的力量，同时向全市居民进行相关宣传工作，提醒大
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增强公共卫生意识。只有全民参与，
才能获得最好的防控效果。

第四段：唐山市疫情防控的经验可以借鉴

唐山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例如，密
切跟踪疫情的动态，立刻采取措施，第一时间开展核酸检测
等都是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同时，唐山市市政府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充分发扬了你追我赶、努力向上的精神，增强了
人们抵御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为整个中国应对疫情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如何提高防疫意识，如何应对普遍存在的应对失误等方
面的问题，以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第五段：结语

总之，唐山疫情先进事迹教育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团结协作是关键。遵循国家和地方的意见，全员参与并积极
配合，并采取具体的、果断的措施，才能更好地控制疫情、
减轻患者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唐山疫情先进事迹为我们展
示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坚韧精神，给我们今后应对疫情带来
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唐山疫情先进事迹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无畏
力量。这是一次全民战疫的过程，所有抗疫英雄都值得我们
铭记与学习。在唐山这个曾经遭受破坏的城市，在疫情面前
展现出了人民群众和医护人员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深思和
珍爱。

第二段：全民共战的过程

全民抗疫是唐山疫情中的核心，所有人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
召，自觉做好防控工作。城市各个区县都成立了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的卫生检查站，对返城人员进行全
面的体温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全社会人员都积极参
与到防疫抗击中，为推进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作鼓与呼，
发扬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第三段：医护人员的战斗

疫情面前，医护人员是最为重要的存在。在唐山疫情期间，
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冲到了抗疫的最前线，奋斗在千里



之外和无数个病人的生命中。他们坚不可摧的信念和骨子里
的担当精神，是唐山城市抗疫工作最坚实的后盾，是我们学
习的借鉴对象。

第四段：卫生防疫措施建设

唐山疫情期间，各个区县还实施了很多卫生防疫措施。如加
强公共卫生意识、采取多种管控措施、加强环境卫生管治等，
都起到了很好的防止疫情扩散的作用。这也表明，卫生防疫
措施建设，对于保障人们健康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段：体会与总结

疫情来得猝不及防，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与医护人员
无畏的精神和技术能力。唐山疫情先进事迹更是给了我们很
大的启示：团结一心、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等坚不可摧的信
念和担当。我们应该在平时。学习熟悉防疫知识，提升自我
防护能力，在病毒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全民防疫中付出
自己的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结语：

唐山疫情曾让我们感到恐惧与无望，但全民抗疫却让我们看
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力量。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平
时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在意识和能力层面更进一步，做好疫
情防控的准备。在抗疫战争中，每个人都需要践行自己的责
任与担当，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未来。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正是因为武汉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您你们没
有回家过这个新春佳节和亲人团聚。你们每天要面对千千万
万个病毒的感染者，跟他们与死神搏斗，不顾自己的安危，
您们其中有的医护人员还被患者所感染。牺牲了自我，为了



患者，你们没日没夜的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你们的工作是最
光荣的，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您们勇敢!就好像在与死神赛跑，您们伟大!救助了无数个家
庭。您们更是无私的奉献，只求治好所有的患者。

正是有你们这样在一线工作的白衣天使，从城市到乡村挨家
挨户为百姓测量体温，还告诉我们抗击疫情的小窍门。为了
不让病情发展，非常时期，你们四处奔波，为了我们生命安
全，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在您们心里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亿万个家人都等待着您们平安
归来。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医生，在疫情面前，他延迟婚期，主动请
战，由于劳累过度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用年仅29岁的生
命铸就了救死扶伤的医者本色。

这段监控录像记录下了1月23日夜里10点多，彭银华和同事们
依然在紧张工作的镜头。但在第二天，彭银华就感染了新冠
肺炎病毒。作为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里最年轻的住院医师，彭银华跟同事们说的最多的就
是“我还年轻，让我上”。

在同事眼中，彭银华乐观爱笑，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正月初
八应该是他最期盼的日子——他要在这一天办一场热热闹闹
的婚礼。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还放着没来得及分发出去的请
柬。

1月21日，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成立了第二批新冠肺炎隔离病
房，彭银华所在的科室随即投入了战斗。那时彭银华就感



到“有场硬仗要打”，他和爱人商量，把原定在正月初八的
婚礼取消，全力投入救治。

“疫情不散，婚礼不办”，这是这位90后医生立下的誓言。
而他们医院隔离病房成立的当天，130张床位就全部收满。自
那时起，彭银华便不分白天黑夜驻扎在科室里值班。而由于
过度劳累，彭银华出现了感染迹象。

因为病情突然加重，1月30日他被转诊到金银潭医院。负责照
顾彭银华的护士凌云在工作日记中这么写着，他入院时呼吸
急促达40-50次/分，是严重的碱中毒，但他依然忍痛配合医
生做穿刺。对于这位年轻的医生，凌云和同事都格外关注，
因为他是因为救治病人而染病，让大家都很受感动。

在与病魔斗争的最后日子里，彭银华一直坚定着信念。2月2
日，他在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的誓言：“虽然只是一名普通
的医生，但是我也要向这些积极分子学习，申请入党，在共
产党的带领下，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身为盾，舍己救国。在彭银华的追思
会现场，依然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同事们都前来寄托哀思，大
家纷纷留言，表示要加倍努力，去完成彭银华未完成的使命。

【一线抗疫群英谱】“把誓言写在最前线”

2月22日晚，一场“火线上的支部大会”在武汉召开。

“经支部大会表决，对孙雪峰、王玉娥、张颖三位同志入党
的赞成人数均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正式党员的半数，同意接
收其为预备党员!”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第一临
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刘正印郑重宣布。

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这是协和医疗队驰援武汉以来第一批火线入党的同志。

“我想成为这个英雄集体中的一员。”1月27日，抵达武汉前
线的第二天，第一批医疗队队员孙雪峰、王玉娥、张颖就庄
严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对此高度重视，经过认真研究和充分酝酿，
向国家卫健委直属机关党委进行了汇报，得到上级党组织大
力支持。随后，三位队员的入党程序正式启动。

“他是那种关键时候一定能冲上去的同志”

“一直以来，党员就是我工作、学习、生活的标杆。此时，
能和他们共同奋战在前线，非常光荣。我已经做好为党和人
民随时牺牲自己的准备!”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孙雪峰说。

得知医院正在组建援鄂医疗队，孙雪峰第一时间报名。很少
有人知道，他的爱人刚刚怀孕。这是他埋藏在心底最深的牵
挂。

“他是那种关键时刻一定能冲上去的同志。”呼吸内科主任、
党支部书记王孟昭这样评价孙雪峰。

刚到武汉，孙雪峰就一连值了五个夜班。“他经常扎在病房
细致地查看病人情况，一进去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次出来脱
掉防护服，连鞋垫都是湿的。”刘正印印象深刻。

在人员紧缺的时候，他主动承担起组长职责，一边负责病房
管理，一边继续一线管床。外科医生徐源说：“孙老师每次
值班的6个小时都一直在患者床旁，反复检视，调整呼吸机参
数。对拔管等有风险的操作，他都毫不犹豫地冲在前面。”

“医院需要我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接到出征的电话时，王玉娥一口答应：“我可以!医院需要我
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非典’时，我刚成为一名护士，目睹敬爱的师长冲向了
前线。我的职业理想就是由这群无所畏惧的党员前辈点亮的。
当疫情再度来袭，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冲锋在
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最前线。”王玉娥说。

一到武汉，她就一头扎进病房，细致入微地照护重症患者。
虽然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她绝不让厚重的防护服影响业务操
作，扎针一针见血，插管一步到位。在和病毒厮杀的战场上，
她紧握着自己的枪。

与医院第二批医疗队会师后，王玉娥主动对新队员进行防护
指导和心理疏导，让他们安全而安心地走上岗位。“工作主
动不怕苦，敢于冲锋陷阵”，是同事们对她最多的评价。

“请组织在战场上考验我”

张颖是一名护士，在感染内科、血液内科、ccu病房工作多年。
疫情发生后，她主动请缨，第一时间报名支援前线。

“请组织在战场上考验我!”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张颖如是说。

医疗队初到武汉时，第一次进入满是危重症患者的病房，大
家多少有些担心。张颖自告奋勇，第一批走进了重症病房。
当天，结束了在病房的紧张工作，从污染区出来的同事们却
找不到张颖。过了很久，才看到她从病房走了出来。

原来，细心的张颖在交接班时发现，接班的其他医院的几位
年轻护士穿脱防护服显得并不熟练。如果在这个环节出了岔
子，后果很有可能是致命性的!张颖决定留下来帮助她们，确
保队友防护万无一失。在污染区停留越久，被感染的风险就
越大，而当时张颖似乎并没有想这些。



“张颖那么小的块头，做的事情却很了不起。”内科学系副
主任严晓伟为她点赞。

“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会上，副院长韩丁回忆起第一批医疗队初到武汉时忘我奋战
的情形：用了不到48个小时建成病房，一次性收治了18个危
重病人。“面对困难，大家二话不说，通宵忙碌，体现了协
和人的奉献与担当。”

“为有这样的队员同志而骄傲，为我们大家骄傲!”刘正印说。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
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北京协和医院参加国家援鄂抗疫医
疗队的三批184名队员中，有一多半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抗击
疫情最前线成立了6个临时党支部，探索出党建引领战“疫”的
“战地经验”。

截至2月22日，医疗队中又有19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他们心中
有一个共同的声音：“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初心使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成为预
备党员只是一个开始，党组织还会持续关注大家、考验大家。
”医院党委书记张抒扬说，“救治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还需
要同志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为医疗队全体队员树立榜样。
”

【一线抗疫群英谱】

在20非典发生时，90后还是一群被保护的孩子;，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时，他们已经成长为一支青春力量，不畏艰险地忙碌
在抗疫一线，全力以赴为抗击疫情作出努力。

刘宇航：长大后我也成了你



25岁的刘宇航是北京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来武汉支援已
经快一个月了，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刚结束早班的工作。

这就是刘宇航现在工作的常态。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急
诊室，她每天要给病人吸痰、输液、补水、测量体温、安抚
病人的情绪，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刘宇航每次一干就是超过4
个小时。她说这次来武汉的一大收获就是工作更有思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刘宇航第一时间主动报名支援武汉。
从没跟妈妈用书信交流过的刘宇航，临出发前，给妈妈留下
了一封信。“当时妈妈选择舍小家为大家，把我托付给家人，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非典’的工作中。既然选择了做一
名护士，就意味着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当接到报名
通知的第一时间，我没有考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参
战’，妈妈我长大了，我也成了你。”

前，非典疫情暴发时，当时身为护士的刘德芬也是主动请战。
现在她还在北京门头沟的一家医院坚守，已经快一个月没有
回家了。

95后社区医生：我年轻让我来

社区医院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肩负着给发热患者做病情
初步筛查，为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核酸采样等工作。在湖
北武汉的硚口区长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样一群95后
医务工作者，他们主动站出来，挑战核酸采样这项高风险工
作。

用棉棒涂擦咽喉，将棉棒头折断，放进试剂管密封，写上名
字。社区医生段博文，又完成了一次核酸取样。

采样时，喷出的飞沫直接喷溅到面屏上，23岁的段博文很淡
定，一遍遍重复着高风险的操作。他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还不到一个月，便碰上了疫情来袭。面对核酸采样这项高



风险工作，段博文和他的一位年轻同事主动请战，“我们年
轻，这项工作让我们来。”

长丰街道有近13万名居民，最多的一天，段博文先后去了两
个隔离点，做了182份核酸采样。截至目前，段博文和他的同
事已经完成了近1200次核酸采样。

穿上防护服，就是一线战士。这些20出头的年轻医生和护士，
现在已经成为社区防控的重要力量，从初筛诊断到防疫宣传，
正在疫情防控的一线锻炼与成长。

【一线抗疫群英谱】董守芝：当好社区居民安康的“守门
员”

“董主任，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现在怎么瘦得这么狠呐?
我年纪大了，不能给你帮忙，我一点力都出不了。我老伴说
我，这么大岁数了，待在家里不给社区添乱，就是给董主任
帮忙了。你要保重身体啊!”

一通来自90多岁的叶婆婆的电话，让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街
西桥社区书记、主任董守芝，倍感暖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董守芝一直奋战在社区防控一线。24小时开机的她，
有时一天要接一百来个电话，大多是求助的，也有表示关心
和感谢的。

西桥社区是一个由单位宿舍、“城中村”和部分新建小区组
成的混合型社区，有7300多户1.6万余人，老旧小区和平房区
居多，有400多栋平房，而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只有6个，11个
小区没有物业。

从年前开始，董守芝和同事们就开始在社区清楼道、清屋顶、
清死角，做大扫除，用消毒液在整个社区开展消杀。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疫情蔓延后，董守芝带领同



事开通社区之音，滚动播报各类通告和提示，组织居民在线
上学习传染病防治方法。同时，社区通过微信群上报信息、
工作人员拨打电话、上门排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大排查，
及时发现“四类人员”，梳理搜集危重在家的基础病患者信
息、需求，特别是尿毒症透析患者、恶性肿瘤以及孕产妇等，
以便给他们提供急需的服务。

从事社区工作27年的董守芝深知，社区的疫情防控，必须发
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必须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
控、精准防控。

西桥社区里，社区群干与街道相关部门、物业公司、志愿者、
网格党支部成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通力协作，各方力量
拧成一股绳，确保服务不断档。

给董守芝底气和信心的，还有来自家人的关爱。董守芝的老
伴身体不好，但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她做点事。只要她一到家，
老伴总会叮咛她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又给她冲热水袋，暖
手暖脚。

“自己年龄大了，又患有高血压，儿子儿媳不想让我太操劳。
他们很担心我，一再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董守芝说，每
天看看3个月大的孙子的照片，是一种特别的慰藉。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说起疫情结束后社区的优先事项，董守芝不假思索：“安排
好值班，让同志们都休息一下，让他们养好元气再来投入工
作。”

【一线抗疫群英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口罩用完了吗?消毒水还够不够?还需不需要温度计?”现在
刘健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询问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六家



砦村消毒用品的使用情况。

刘健今年52岁，是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民警，被派往六家
砦村做驻村扶贫干部。这段时间的精准扶贫工作让刘健和不
少村民成为朋友。由于他的谨慎和严格，自疫情防控以来，
六家砦村1505名村民目前没有一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在疫情防控刚开始时，刘健也犯了不少难。1月23日，武汉宣
布暂时关闭所有离汉通道。刘健和同事来到村里，直接到20
多个从武汉中心城区务工回来的村民家里，给他们挨个测量
体温，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并要求他们每人都在家隔离观
察14天。

不同于城市，村里人住得比较分散，逢年过节喜欢互相串门。
为了让大家都安心待在家里，刘健挨家挨户地上门劝
导：“这个病毒会人传人，今年春节大家都不要互相串门，
也不要走亲戚。”刘健建议，大家都在网上拜年。

虽然村里可以自己种菜，可是油盐等基本生活用品和消毒用
品依旧没办法保证。对此，刘健让村干部打电话询问村民的
生活需求，每三天一次派几名村干部和志愿者去集镇，集中
购买生活用品送到村里，然后再往每个村民家里送。

1月29日，刘健去看贫困户，发现村民没有口罩、酒精等防护
用品。回到驻村地点后，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去采购，另
一方面向硚口区公安分局紧急筹措一批消毒液、红外体温计
和一次性口罩。

“太及时了。”当刘健将这些用品送往村里时，村党支部书
记余和楚非常激动。

“管得严一点，大家就放心一点”，说起疫情防控的经验，
刘健说，在他心中保证村民健康是第一位的。下一步，刘健
还要继续帮扶贫困户，了解他们疫情过后的生产生活安排情



况。同时还要帮助村民联系春耕备耕的种子和化肥。刘健说，
“春天已经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