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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南海

深夜，城市一片寂静。在

南海公安分局宣传办的办公

室里，灯却一直亮着。“这一段

换个写法，文字能温馨点，更

能触动读者的情感。”陈思颖

坐在电脑前，边自言自语边敲

击键盘，修改着即将对外推送

的战“疫”典型人物通稿。

27岁的陈思颖出生在一

个警察家庭，耳濡目染中，警

察的神圣感和奉献情在她心

中成长。2016年11月，陈思

颖参加公安工作，父亲叮嘱：

“当警察就要吃得了苦，从警

一日，奉献一生。”从此，这位

一直被守护的90后，肩上有

了责无旁贷的使命和担当。

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

让人始料未及的疫情席卷全

国。作为一名宣传民警，陈思

颖始终奔走一线，用镜头纪录

着疫情当下警徽的模样，用笔

尖触碰着起伏的温情。

“离得越近，才越有温

度。”陈思颖奔跑在各个执勤

卡点，挖掘正能量的警察故

事。她看到了和顺交警中队克

服“人手少、任务重”的困难，齐

心抗疫的情形；她记录60岁民

警陈茂池、58岁民警何锐敬拒

绝组织“特殊安排”，主动请缨

抗疫一线的事迹……

陈思颖把手中的镜头对准

获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

所”命名的黄岐派出所，多次随

警作战，挖掘该所在防疫过程

中力保“排查不漏人、平安不出

事、防控不缺位”的做法，为基

层派出所工作提供指引。

“2003年非典，我们还是

被守护的孩子，但这一次，换我

们来守护。”陈思颖坚定地说。

有斗志、有冲劲
“这一次，我没理由
缺席。”

后

战“疫”警花
——南海公安四位中青年女警坚守“疫”线的故事

每个年代都赋予不同人独特的成长记忆，每位女警身上都深深镌刻着不同年代的印记，60后有经
验、有韧劲，70后有阅历、有温度，80后有活力、有热忱，90后有斗志、有冲劲。

时光易逝，却未带走坚守和忠诚。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代代南海公安女警不畏艰
难、冲锋在前，并肩战斗在第一线，用最美的传承，展现巾帼风采，传递最温暖的“她”力量。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南海公安60后、70后、80后、90后女警出列，讲述她们的战
“疫”故事。

53岁的庄锦君是南海公安

分局政工室副主任，也是所有女警

眼中的“大家长”。疫情发生以来，

她带领全局700多名女警参加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从幕后走到一

线，尽己所能分担战友的压力。

“女警有自己的优势，当过

往司机看到女同志都站在风雨

里值勤，就不会抵触执法，更加

主动配合检测。”从警34年的

庄锦君说。

2月6日，为加强基层一线

工作力量，南海公安分局派出

13个机关单位的警辅人员到

一、二类检查站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老规矩，我年龄大，经验多，

我先上！”当天晚上，本不在首批

支援人员之列的庄锦君担心同

事们第一天上岗忙不过来，主动

请缨，加入到支援工作。

当晚7时许，政工室负责的

海八路检查站迎来车流小高峰，

刚到达的庄锦君顾不上找护目

镜，就参与到车辆、人员排查工

作中，测量体温、核查信息。

到了晚上10时多，下起了毛

毛细雨。趁着车流量不多的间

隙，她弯下了腰，捶了捶膝盖，“老

寒腿了，但这点毛病不算什么。”

“阿龙，再把防护镜消一下

毒吧。”换班的时候，庄锦君叫住

了正要上前执勤的民警。平日

里，她也会经常提醒大家上岗时

可能遇到的情况和注意事项，并

积极协调解决基层一线防疫民

警的后勤保障问题。

有经验、有韧劲
“老规矩，我先上。”后

“大米两袋，面条十包，白砂糖

一包，生抽一瓶，洗衣粉一包……”

2月7日晚，黄岐派出所女子抗疫

先锋队队长陈瑞贞在手机备忘录

里记下第二天要购买的物品。2
月8日下午下班后，她和同事前往

超市采购后，再一一送到辖区居家

隔离观察人员家中。

连日来，义务“跑腿”已经成了

陈瑞贞下班后的日常。“居家隔离

观察人员心理负担较重，我们更要

用热心、耐心和诚心，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陈瑞贞说。

“只要在微信里一呼，陈警官

便第一时间回复，让我们备感温

暖。”正处于哺乳期的关小姐日前

从老家回到黄岐后自行居家隔离，

陈瑞贞获悉情况后，主动加了其微

信，并叮嘱她“如果遇上困难，随时

联系我们。”

2月20日下午，关小姐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向陈瑞贞发了一条

微信，希望陈瑞贞帮她购买一些水

果，没想到，她很快便收到送来的

香蕉、橙子等水果。“有需要随时微

信，我们就在身边。”看到附着的纸

条，关小姐表示“很暖，很心安”。

在处理好日常工作后，陈瑞贞

还会带着女子抗疫先锋队深入辖

区开展巡查防控和防疫知识宣传，

平均每天走路步数都在2万步以

上。“在微信运动圈里我一直是第

一名。”陈瑞贞笑称，“虽然累，但我

会坚持下去，我是一名党员。”

有阅历、有温度
“有她在，就心安。”后

凌晨2点，滴过眼药水，南

海公安分局指挥中心辅警徐

梦思从椅子上起身扭了扭脖

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

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

是她的工作常态。

疫情发生后，32岁的徐

梦思肩负起核查线索的收发

整理、信息流转、督办反馈等

工作，既要把收集到的数据、

信息及时反馈给上级，又要第

一时间把上级的指令和通知

发布下去。

“要确保每个数据都精准

有效，所以我们必须细心细心再

细心。”徐梦思表示，在这样海量

的数据里，从分散到聚合，筛选

出有用的数据，再进行归类分

析，这一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防

控要求也因疫情变化而变化，

徐梦思的工作时长拉长了许

多，“从年初二开始，常常每天

加班到七八时，有时候甚至忙

到凌晨三四时，第二天早上也

要准点起来上班。”虽然工作

辛苦，但在徐梦思看来，跟奋

战在一线的警辅人员们相比，

这点苦算不上什么。

在指挥中心工作了10年
的徐梦思，对这个岗位有着深

厚的感情。“您好，110，请问有

什么可以帮助您？”10年里，这

句话徐梦思每天都要重复很

多遍，在此起彼伏的铃声中，

她一边与报案人沟通，一边飞

速地将报警内容录入接处警

平台，随即迅速下达处警指

令。“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做着

重复的事情，但是对于报警人

来说，每一通电话都是不一样

的。”徐梦思说。

驰援湖北的南海护师杨海珍收到丈夫节日祝福

你给病患过节我许你节日心愿
昨日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不少女性都收到了来自另一

半的祝福。詹志荣、杨海珍夫妇也

是如此，但又有些不同——杨海珍

是驰援湖北的南海医护人员，她亲

手做了一份面汤，作为节日礼物送

给刚刚脱离重症、可以进食的老年

患者石明静（化名）；詹志荣是杨海

珍的丈夫，他给老婆送上节日问

候，答应等她凯旋兑现心愿单。

护师妻子给病患煮面
用养生壶煮面、煮鸡蛋，再

用酱油、食用油、食盐调味，这碗

汤面或许不是很美味，却很暖

心。昨日上午，南海援鄂医护人

员、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护

师杨海珍早早起床，准备这份特

殊的妇女节礼物，送给刚刚脱离

重症、可以进食的老年患者石明

静（化名）。

石明静是杨海珍负责护理

的一名重症患者，进入武汉市第

一医院隔离区20余天。起初，因

为病情严重，老奶奶无法进食。随

着病情逐渐好转，可以进食流食。

3月6日，终于可以正常进食。

杨海珍第一时间把这个好

消息转达给她的儿子，由于家人

还不便探视，杨海珍决定为石明

静煮一些她喜欢吃的汤面。

3月7日，杨海珍下班一回

到酒店就开始准备食材。但除了

面条、酱油和食用油，她什么都没

有。怎么办，总不能是清水面条

吧？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到酒

店前台请求支援。得知来意，工

作人员专门找来两颗生鸡蛋和食

盐，送给杨海珍。

“眼下就这么多食材，估计做

出来有些简陋，但总归聊胜于无

吧。”杨海珍笑着说，希望老奶奶

不要嫌弃。

8日一大早，杨海珍顶着失

眠带来的不适感，开始给老奶奶

准备汤面。

没有燃气没有热水壶，那就

用养生壶煮。“养生壶的加热功能

不是特别好用，我得先把水烧开，

再把面条下到开水里接着煮。”杨

海珍说，仅煮面、煮鸡蛋，就用了

25分钟。

煮面的时候，杨海珍也没闲

着，她先在碗里接好饮用水，打算

面一出锅再放进来泡一泡。“这样

的话，面就不容易糊掉了。”杨海珍

说，味道是无力回天了，但起码口

感是可以控制的。她还专门把沥

干水分的面条和面汤分开打包。

出发前，她还顺手装上2个

橙子、4根香蕉和1瓶酸奶。“这

是酒店给我们准备的饭后副食，

也一并带上让她尝一尝。”杨海珍

说，“刚好今天是妇女节，就当是

一份简单的礼物吧。”

中午，吃到久违的面条，石明

静高兴地说，“好吃好吃，咸淡刚

刚好。”见状，杨海珍也很高兴。

暖男丈夫送上节日问候
昨日早上9时50分，杨海珍

正忙着收拾东西的时候，都没留意

手机闪了一下。原来，是丈夫詹志

荣发来的节日问候，写着“3·8快
乐”。下午5时，杨海珍脱下防护

服才有空拿起手机并回复。

“知道她工作忙，我不轻易打

扰她。”詹志荣说，她在前线除了

上班，还有开会、学习、交流等任

务，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为了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詹志荣一般

都是等妻子联系自己。

尽管如此，每次联系也要掐

着时间。“一看时间不早了，我都

会提醒她，该休息了。”詹志荣笑

着说。

“她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

在家里操心孩子、在医院操心病

人。”詹志荣说，要不是驰援湖北，

孩子上网课的事，她一定会从头

跟到尾。正因如此，他更要打起

十二分精神，仔仔细细跟进孩子

的学习进度。

有了詹志荣的“严防死守”，

杨海珍操心孩子的机会少了，就

顾着操心病患。“7日还跟我说吃

了两粒安眠药睡了一会，醒了又

睡不着。”詹志荣知道妻子工作压

力大，便常常安慰她。“你们刚去

的时候，要接管六七十张病床，现

在病人越来越少，应该相信自己

才对。”

除了言语的关心，詹志荣还

用承诺兑现心愿单的方式鼓励妻

子。“喝早茶是我俩庆祝节日的老

方法，因为疫情错过了生日和妇

女节，回家补上一顿丰盛的早茶

必不可少的。”詹志荣说，还有承

诺的新手机，等她回到南海也立

马兑现。“万事俱备，就等你凯

旋。”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上接A01版）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

攻坚，要坚定信心，绷紧弦、加把

劲。从实践看，疫情或灾害对减

贫进程会产生影响，但疫情的冲

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

当前，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

活秩序加快恢复。只要我们完

善相关举措，巩固和拓展这一来

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就能为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创造条件。更要

看到，脱贫进度符合预期，我们

取得的决定性成就为夺取最后

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脱

贫攻坚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工

作力量是充足的，各级干部也积

累了丰富经验。关键是要防止

松劲懈怠、精力转移，加强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的弦都不

能松。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一场

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

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

松。只要我们坚定必胜信念，坚

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

好，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夺取脱

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

攻坚，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策略，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继

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严重的

地区，在重点搞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创新工作方式，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没有疫情或疫情较

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进

脱贫攻坚，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

务工就业，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

难问题。要支持扶贫产业恢复

生产，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

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要做

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

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扶贫

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去。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

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

务更重、要求更高。我们一定要

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大决心、

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

有活力、有热忱
“在幕后，也光荣。”后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通讯员南公宣图/ 通讯员供

■庄锦君（左一）。 ■陈瑞贞。 ■陈思颖。

■徐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