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路上的社区守护者

王 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和社区工作者们义无反顾地坚守在战“疫”一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有那么一群可爱的人，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他们平凡而又伟大，面对疫情，逆流而上、勇往直前，

他们身披红马甲，臂戴红袖套，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与此同时，我更深刻感受到了党组织“一

呼百应”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一

大年初一，街道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紧急会议。随后，社区第一时间部署相关防控要求，24小

时轮流值守，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接下来的日子里，到处可见社区工作者忙碌的身影。24小时电话热

线，做好咨询答复工作；入户走访、深入网格摸排外来返锡人员；走街串巷，张贴公告，用流动小喇叭向

居民传递最新疫情信息；上门送物资、测体温，为居家隔离人员做好跟踪观察工作；小区封闭式管理，门

岗严防死守……

长江社区共有居民 4016 户 ，10000 余人，外来人口占比超 50％，而社区只有 10名工作者。我意识

到，此时社区人力物力与工作量严重不匹配，急需招募志愿者以筑牢群防群治严密防线。我们通过楼道张

贴告示、微信推送等线下线上方式，向社区居民发出招募公告。说实话，那一刻我是忧虑的，但让我意外

的是，公告发出没多久，电话就响起来。

“喂，我是徐尚德，我报名做防疫志愿者。”

我立马反应过来，徐老是社区一名 70岁的退休党员。

我回答说“：徐老，谢谢您，但目前疫情处在暴发期，社区招募的志愿者会接触到各类风险，您——”

我话音未落，“我是党员，这时候不冲在前头什么时候冲啊，而且我身体硬朗得很，我马上就来社区

报到。”电话里传来的坚定声音彻底消除了我的顾虑。



随后，陆陆续续报名的电话越来越多，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一呼百应”。像徐老一样的“红袖套”，

每天都是一早到社区报到，与社区网格员一起帮助居家隔离人员送菜送快递；站在寒风凛冽的门岗做好询

问登记、体温检测；举着小喇叭在辖区进行疫情防控巡逻。他们奔跑在抗击疫情路上，穿梭在抗击疫情的

战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和担当。更令我惊喜的是，几周后，徐老送来了几幅钢笔画。这是他与社区

的笔友们线上相约，用手中的笔画出的一个个战“疫”故事、一名名战“疫”英雄、一幕幕战“疫”画面。

他们用一幅幅钢笔画，致敬新时代的英雄，向更多的人传递迎难而上、顽强拼搏的抗击疫情的正能量。

二

为防控疫情，社区和物业每天都会在小区重要路口、楼道出入口、楼道内等进行消杀，号召大家不外

出、不聚集、勤洗手、勤消毒。每天，我都会对辖区居民区、沿街店面、门岗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巡查。有

一天，我接待了一名八旬老兵，从他手中接过了一个写着“武汉加油”厚实的信封。信封里是 5000 元钱，

他请社区帮忙捐赠给武汉。他告诉我，自己是名抗美援朝的老兵，年纪大了，没有能力站在一线，只能捐

点钱，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他双手虽有些许颤抖，但眼神始终坚定。他对我说，自疫情暴发以来，

他在家时时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武汉每天都有新确诊的病例且物资严重缺乏，他心里急啊。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一名老兵，他要为祖国做点什么。当年打仗的时候，他也受过别人的帮助，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

此次疫情，虽说没有硝烟，但也是战争，他也想做一点事情……初心如磐，大爱涓涓。在抗击疫情路上，

党员群众都在行动，社区党总支共收到爱心捐款 40308元。

2月中旬，气温最低降至零下，和往常一样我在门岗巡查，呼呼的寒风让人觉得格外冷。

“王书记，这是我亲手做的家乡特产和热腾腾的奶茶，天气冷，大家快来吃点热的暖暖身吧。这些日

子以来，你们为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日夜坚守，实在是太辛苦了。”

看着这位热心阿姨端着热腾腾的茶点，阵阵暖意涌上心头。

“谢谢您，有像您一样理解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居民群众，我们定能同心协力共克难关。”

守望相助，汇集人间大爱，社区群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跟我们同心战“疫”。

三

抗击疫情不分国籍，团结合作才是最有力的武器。长江社区居住着外籍人士家庭约 300 户，日韩籍居

多。随着国内疫情的控制，海外疫情出现了蔓延，在锡返锡的外籍人士成为了受关注的对象。为了筑牢“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安全防线，我重点走访了辖区“全国最美志愿者”“社区女外交官”吴艳恒和部分外

籍志愿者家庭，与他们共同探讨外籍人士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的沟通技巧。同时，我在线上发起了“日韩英

翻译志愿者招募公告”。仅仅 1 小时，就招募到 8 名志愿者，一支翻译志愿服务团队就这样成立了。他们

中既有本地外语专业大学生又有来自社会组织的爱心人士，既有专业从事语言培训的中国籍外语老师又有

普通的外籍居民。

志愿者团队成立后，立刻投入到宣传海报、友情告知书等防疫宣传资料的翻译中。在日韩英多语种版

本资料中，写明需要外籍居民做好居家观察、自我健康管理等内容，力求让防疫举措的表达更精准，让外

籍居民更快捷、全面地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知识和防控要求，引导他们积极配合防疫工作。



社区志愿者小高，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他是朝鲜族，精通韩语和日语。疫情发生后，他处于居家办公

状态，在报名参加翻译志愿者后，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一有空闲就到社区报到。通过线上电话联系、线下

上门走访，他逐一对外籍返锡人员进行基本信息咨询、居家观察和体温监测说明，还有心将翻译后的通告

内容、防护措施等信息，录入宣传小喇叭内，在各小区内循环播放。

他说：“自己会格外用心去翻译，会考虑如何符合日韩文表达习惯，如何表达会更加触动人的情怀。”

志愿者们通过组建日韩友人微信群，为他们提供政策咨询、健康监测、采购物资等服务……他们与外

籍居民的有效沟通，搭建起社区与外籍居民的语言交流桥梁，为小区安全增添了一层防护网。

疫情无情人有情，志愿服务暖人心。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感人故事。作为党总

支书记，我为党组织有这样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感到自豪。后来，给志愿者们颁发感谢函时，我与他们深入

交谈，决定把这次在疫情期间组建的志愿者团队常态化运营，由党员带头干，打造服务品牌，让社区与居

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区问题面对面解决、自治管理家门口实现、群众需求零距离服

务……让我们携手共迎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