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爆发以来，很多中国孩子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
今天的一组故事，都是疫情之下，中国孩子的样子。或许，
也是疫情之后，我们国家未来的样子。

时间回到 100 多年前的
杭州，时任广济医院院长的梅
藤根先生查房时，面对小患者
的鞠躬致谢，老人家也鞠躬回
应。

岁月沧桑，白驹过隙，谁也没有想到，在 2020年，惊人
相似的一幕出现了：2月22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

隔离病房一位 3岁的小患者，
在医护人员多日的悉心照料
下，终于治愈出院。

对于医护人员的付出，小
孩子记在心里。在走出医院
大门的那一刻，这个 3岁的孩
子对着一直照顾自己的护士

阿姨，深深鞠了一躬。这个画面令人动容，护士阿姨也回
应了小患者的鞠躬。一切，都像极了百年前的样子。不同
的是，正在成长起来的，是中国新一代的孩子们。

新疆塔城地区的一位警察走在路上，偶遇到一个可爱的
小女孩，上前询问她这是准备去哪里。小女孩用奶声奶气的
声音回答道：“我要把钱捐给武汉的小朋友，他们的爸爸妈妈
可以给他们买口罩。”原来这是小女孩过年收到的所有压岁
钱，临走前，她还不忘对警察叔叔说了一声：“叔叔，辛苦啦。”

那稚嫩的声音里，蕴含的是希望。

在四川攀枝花，有一个8岁小男孩的父母都在抗疫一
线，整个春节假期都是他自己独自在家。当记者问他，知道
父母要去一线时是什么感受时，他假装坚强，强忍着泪水回
答：

“不好的感受，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感觉很孤独。”
随后记者询问，那你是如何调节的？小男孩用手擦了擦

眼泪，难过地说：“深呼吸。”
“深呼吸”三个字，本应该是大人调节自己的方法，此刻

从这个8岁的孩子口中说出，令人心疼。他心里很清楚，自
己的父母正在一线救人，做的是好事，而自己也应该懂事。

在浙江永嘉，一个11岁的小女孩，她的父亲是民警，几
乎每天要巡逻300多公里。她的母亲是医护人员，主动请缨
到了疫情防控隔离点，回家的日子极少。此次疫情的突然爆
发，让这个孩子学会了长大……

女孩因为身体的原因需要每天注射生长激素，父母奔赴
抗疫一线无法回家，她不得不在妈妈视频的指导下，自己给
自己打针。要知道，同龄的孩子看到针都会感到害怕，而在
这种特殊时期，这个女孩必须学会勇敢。

只是，这份勇敢让人心疼不已。

孩子们的坚强，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山东济南定点医院ICU工作的一位护士，因为疫情很

多天没能回家，家中的两个孩子只能互相照顾。4岁的弟弟
因为想念妈妈号啕大哭，6岁的哥哥不得不承担起了“家长”
的角色，不断地安抚弟弟。

“妈妈很忙，你知道吗？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妈妈也不
能因为你哭就回来。”“很多人得了感冒，世上不是妈妈最辛
苦，所有的人都辛苦……”

他对于病毒与死亡并不理解，却理解了责任和承担。

鲁迅先生曾说：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

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
火。”

这不正是当下的中国孩子正在做的事情吗？他们站在同
一片土地上，发着属于自己的一分光。关于苦难，我们从来不
缺乏想象。但是我们真的难以想象，有一个14岁的小姑娘，
在苦难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黑夜》
我信奉黑夜

因为它能覆盖一切
就像是爱

这些孩子拥有敏锐的感官，真挚的情感。相逢时会笑，离
别时会哭，看到同胞深处困境会倾囊相助。在这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中，他们给这个炎凉无常的世界带来别样的温暖与感
动。疫情之后，愿他们继续做回那个天真无忧的孩子，在教室
里安心学习，在阳光下开心长大。

谢谢你们，小可爱。
文章来源：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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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全员放
弃休假，夜以继日，奔走在小区里、楼道间，开展社区卫生综
合防控工作，默默地为社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筑
起一道坚实的钢铁防线。他们就是苹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逆行者”——社区全科医生。

疫情当前，他们坚守奋战在抗击疫情的基层一线，演绎
着一个个感人的“逆行”故事。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不顾个
人安危，放弃与家人的团聚，为的是守护苹果园地区的一方
平安。

他们除了每天完成三四百人的门诊诊疗外，还要值守24
小时应急小分队，与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等协同做好辖区返
京人员的健康排查、密接人员的居家管理，送达“解除隔离告
知书”等工作，同时要接听发热等不适患者的电话，指导发热
门诊正确的就医方式，宣传个人防护以及家庭消毒的正确方
法，等等。

2020年的首场雪。每次这样的中午，全科医生陈颖雷打
不动抱着电话与宝贝儿子交流，一是作业做了哪些，还有哪
些不懂的问题；二是吃的啥、有没有喝水，等等。 而今天，撂
下筷子的她就冲进了雨雪中，为的是给一名隔离期满的人员
送达“解除隔离告知书”。她说：“天气不好，还是我送过去
吧！”路还是那条路，但多了泥泞，更多了责任和坚定。因为
条件所限，陈颖只能在楼道匆匆穿上隔离服。在详细检查和
询问后，她告知被隔离者已被解除隔离。随后，她叮嘱已解
除隔离者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有问题
及时与社区联系。解除隔离者激动地说：“原本以为要到门
诊去取，想到医院，心里就有些打鼓……没想到这大雪天您
利用休息时间给我送来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是太

感谢了！”“很多人不愿意到医院来，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所以
能送达的我们尽量送达。”陈颖说。

又日一早，全科医生马凤伶正在接着婆婆的电话，患者
杨大爷的电话进来了，她果断挂了婆婆的电话，“马大夫，您
看怎么办呀？”杨大爷非常急切。原来，他和老伴因为疫情怕
被感染，已经一个月没敢出家门了。今天，老两口平日吃的
药都没有了。她心想：这杨大爷冠心病、高血压病、慢阻肺一
天药也停不了呀 ！他的老伴是几十年的糖尿病，一顿没有药
也不成呀。日常聊天中，她知道杨大爷家子女都不在身边。
如果老两口的药断了顿，后果不堪设想。“不成，耽误不得。”
马大夫自语道。她迅速查看两位老人的病历，然后把络活
喜、欣康、拜糖平、阿司匹林、立普妥……十几种药物一一准
备妥当，然后拎起出诊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杨大爷的家中。
看到马大夫的杨大爷拧得像把锁的眉头瞬间舒展了，“真没
想到，咱社区医生还能把药给我们送上门！真是太感谢了！”
她微微一笑，迅速询问了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进行了血压
测量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叮嘱了一下用药注意事项等。走出
杨大爷家，她迅速拨通了婆婆的电话。刚才婆婆的电话没有
说完呢。婆婆去年脑梗塞，记忆力相当不好，原本每周要回
去为老人分药、检查身体的她，自疫情开始到现在已经一个
多月没有回去了。老人不明白，这不又打电话来了，“你咋不
回来呢？你不管我了……”每当这时，她都会流着眼泪听着
老人的数落，因为，她能想象出执着的婆婆每个周末站在胡
同口拄着拐棍等她的场景。

这日，全科医生杨雪生正在门诊值班，媳妇的电话来了：
“老三发烧了，你赶快回来吧。”杨大夫皱着眉头：“门诊实在离
不开，你自己带孩子去医院吧。”媳妇的电话“咣当”一声挂断
了。杨大夫的心里五味杂陈。杨大夫有三个孩子，老大明年
高考，老二今年五岁，老三一岁半。媳妇安顿好老大、老二，无
奈地一个人带着老三去了发烧门诊。疫情以来，包括孩子生
病期间杨大夫没有提过任何困难，每当有外出出诊，或是急难
新重任务时，他还会抢着冲在最前方。他总说：“我是男士，有
些事情更方便些。”其实，不是他是男士的缘故，而是17年前
他曾经战斗在非典的最前线，他更有经验，所以在这次疫情期
间，他除了完成诊疗工作，还随时提醒监督医护人员的消毒防
护等工作，同时也不忘提醒患者做好个人防护。

全科医生还有赵继红、艾涛、刘淑琴以及返聘的石大夫，
他们时刻以管片居民的健康为己任，24小时随时接听患者的
电话咨询，为居民答疑解惑，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用实
际行动为诠释“医者仁心”写下生动的注脚 。 杨旭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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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他们为““医者仁心医者仁心””写下生动注脚写下生动注脚

李冬青李冬青

既讲原则既讲原则 也讲温度也讲温度 当好社区大门的守护者当好社区大门的守护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广大党员干部纷纷志愿社区防

疫一线。区教委德育科的老师李炬作为第一批派增援社区
干部，1月29日到金顶街街道模式口东里社区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作为一名在区教委机关工作的党员，李炬知道北京的
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乎全国疫情
防控大局，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自己要“坚守岗位”“履
职尽责”，参与到这场“北京保卫战”来。

模式口东里社区辖区面积0.6平方公里，居民住宅楼43
栋，1440户，常住人口3638人，流动人口300余人。作为社
区的守护者，此次担负具体的工作是在社区大门设置的检
查点，查验人员和车辆出入证，检测体温，督促出入人员佩
戴口罩，登记外来回京人员，协调解决现场突发问题。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李炬全身心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每天说的最多的是“请出示您的出入证，请
测量一下体温，谢谢您的配合！”“请问您有什么事儿？没有
出入证您不能进入。”“您从哪里回京？请您出示您的身份
证、配合测下体温、填写回京人员登记表、到社区报到。”

疫情防控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本就车、人密集的大门
更加“热闹”。居民们对查验制度不适应，查验制度执行的
不是很顺利。面对他们，耐心的讲解尤为重要。经过几天
的磨合适应，查验时要说的话少了，工作效率更高了，也越
来越多地听到“你辛苦了”“谢谢”这样暖心的话语。

坚持原则，微笑的面容、高效的查验、准确的测量、贴心
的提醒是李炬老师的工作方法。 工作中，李炬发现，虽然社
区里随处可见防范新冠病毒的宣传条幅、海报、通告，但仍
有部分老年居民不够重视，不佩戴口罩或者出门时忘带出
入证，还有一些老年人，在家里待久了总想要出门溜溜。所
以，劝说老人戴口罩、少出门、出门一定要带出入证就成了
他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天不知要说多少遍。

一天，李炬发现一位老年居民静站在不远处看我们检
查，便上前询问：“大爷，你咋出来啦？”“闷得慌!”“再忍忍吧，
这个大门口人来人往，容易相互感染，回家吧，家里安全。”
老大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放弃了出去逛逛的想法。类似
这样的小事儿一天不知道碰到几起。“腿站酸了，嗓子说哑
了，可是面对和我父母年岁差不多的老人，不由得不认真细
致地做工作。”

复工复产后，小区返京人员增多。社区大门的守护工
作更是严字当头，细字着力，确保精准防控、不留死角。社
区值守人员在书记、主任的带领下，继续向居民宣传防疫知
识；入户消毒、排查；办理行人、车辆出入证；统计人员情况、
讲解政策、协调解决问题。行动是最有力的感召，社区工作
人员想在前，干在前，身先士卒，李炬老师听从社区统一指
挥，认真工作，坚守岗位，确保自己“拉得出”“冲得上”“顶得
住”。

“大爷，你咋没带口罩就往外走啊？”李炬发现一位老人
用围巾捂着口鼻来到社区大门口连忙问道。“我要出去买点
菜。天天看电视、又知道你们在小区门口检查，知道出来要
戴口罩。可是我口罩用完了，还没有买到新口罩。这不，我
用围巾围上，也能防护。”李炬一听，拿出自己备用的口罩交
给老人，温和地说：“您这样做太危险了，如果有需要，可以
给居委会打电话，居委会会安排工作人员帮助您购买并给
您送到家里”。“谢谢！谢谢！幸亏你告诉我了。我这就打
个电话。有你们在，太贴心了!”

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中，寒风雨雾天气时有发生，日常通
勤的衣服常常一吹就透，有时穿着厚衣服也难以抵御。李
炬还发现，小区的大妈热情的送来了帽子、棉衣和热水，这
使得李炬老师和门口的一线工作人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
去，做好本职工作，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我们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