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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长沙东塘街道抗疫一线的十天十夜……
守护雅礼学子，保障居民安全

手机时刻插着充电宝，
她的电话被误认为“诈骗来电”

 4月5日，清明小长假最后一天，也

是吴婷身着防护服连续奋战的第十天。

 时间回到 3月26日，凌晨 1点，吴

婷收到了短信：“社区有紧急情况，全体

工作人员现在马上回社区。”她没来得及

安顿好两个孩子，草草嘱咐了保姆几句，

迎着夜色出了门。

身为枫树山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

吴婷一开始也没想到，这次面对的疫情

如此特殊。

 早上 7点，微雨蒙蒙，灰色围挡已

经将百年名校雅礼中学隔离开来，吴婷

和全体社区工作人员被分为多个 2人小

组，他们穿好防护服，拿好楼栋住户信

息表和喇叭开始挨家挨户到楼栋单元内

敲门登记住户信息。 吴婷所负责的枫树

山社区，总户数 2203户，常住人口4000

余人，涵盖了此次疫情的高风险区域——

雅礼中学。其中“涉雅人员”近 800人，

陪读租住户多，辖区内 9 个小区全部为

封控小区，这对于枫树山社区的 12 名工

作人员来说，时间紧，任务重。 而此时

最关键的，就是“涉雅人员”的隔离工作。

 “我的孩子又没病！干嘛隔离！他要

读书啊！”一位情绪激动的家长向前来协

调的吴婷喊道。这已经是吴婷在防护服

里 24 小时待命的第 3 天，这些日子里，

她每天都在协调着“涉雅人员”的沟通

与安抚工作。好在，绝大多数人都给予

了理解和支持。

因为通话过多，充电宝时刻连接在

吴婷的手机上。有些尴尬的是，她甚至

一度被运营商划定为诈骗电话而被限制

呼叫。吴婷说，这十天里，她的微信增

加了无数新的好友，置顶的群聊也从家

庭群变成了一个个小区的名字。

 “您好，您的《外出就医申请单》已

经指挥部审核同意，救护转运车已在您

家楼栋底下，您和病人现在戴好口罩，

可以下楼前往就医。”4月2日晚上11点，

马家冲小区一位 77 岁的老人因突发心

绞痛联系社区，社区第一时间按照封控

区外出就医流程紧急联系了救护车，及

时将居民送往了医院就医，并在就诊后，

将病人安全送回家。

 “嗓子哑了就含片‘金嗓子’，累了

就在桌上趴一下，饿了就扒两口盒饭，实

在困得受不了就蜷缩在办公桌旁凳子上

眯一会后继续开始……”在社区疫情防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朱泓江

“婷婷，采样码没有了，
快调些过来。”

“婷婷，下午还有上门核
酸采样任务，快安排医生。”

“婷婷，有居民家中需要
午饭，快安排。”

……
4 月 5 日，清明小长假

最后一天。在长沙市雨花区
东塘街道枫树山社区，这里
的工作人员行色匆匆，没有
丝毫“假期”的氛围。

“婷婷”全名叫吴婷，今
年 33 岁，是一名已有 13 年
党龄的党员，也是两个孩子
的妈妈，更是此次被划为管
控区的枫树山社区的党委书
记、主任。

此时，距离 3 月 26 日，
枫树山社区被划为管控区，
其 中 雅 礼 中 学 及 中 雅 培 粹
学校被划为封控区已过去十
天。这十天里，吴婷和社区
的工作人员一直坚守一线，
不眠不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见
到吴婷时，连续作战的她显
得有些疲惫，但神情却无比
坚毅。因为吴婷相信，他们
所付出的都很值得，如同雅
礼老师刷屏的那篇文章中写
到的一样：很快，疫情就会
散去；很快，我们就会在春
风中重逢！

控集中办公点，工作人员通宵达旦已成常态。

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打电话，哪怕是凌晨，吴

婷都会马上接听，“特殊时期，他们也只能

找我，我必须要负责到底。”吴婷说道。

 前几日，长沙大雨，工作人员穿着防护

服和雨衣，一刻也没有停歇。因为雅礼家属

区楼都是楼梯房，动辄就要爬七八楼，工作

人员就在闷热与潮湿的防护服里完成了入户

检查。 雅礼居民群内，看到社区工作人员与

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许多居民都纷纷留言

感谢。 雅礼中学的学生小琪手写了一封感谢

信给社区工作者们，有些老旧小区的住户在

红旗上用金色笔写下了“白衣天使，辛苦了，

向你们致敬”。

 回忆起过去十天十夜的抗疫工作，吴

婷红了的眼眶中透着坚毅。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 12 名社区工作人员中，共有

9 名党员，其中有年近五旬的“老口子”张玲，

有刚做完甲状腺癌放疗的倪德明，还有年轻

的 95 后冯洋……疫情就是命令，当封控防

疫的任务来临，大家都把自己的安全和家庭

放在一旁，纷纷穿上防护服冲到一线，不惧

艰险，勇往直前。

童童家里赶去。完成了取尿后，吴义又匆匆

赶往医院，生怕耽误了孩子就医。

 最终经过医生诊断，童童的情况不容

乐观，必须马上住院！在多方协调下，童童

被送往最初就诊的儿童医院入院治疗。

 “如果我不去管，那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治疗。”吴义说。

  “六个一”的套餐式管理法，
他们为居民学子保驾护航

 “感恩，我总是能遇见这么可爱的人！

成为我们社区的坚强后盾！天天被我安排着

各种各样的工作，穿‘大白’上门采核酸，

用私家车搬运防疫物资，打电话核查大数

据，今天 3 个核酸采样点，他们 6 位承包了

两个点位的全盘工作。”近几天，东塘街道

牛婆塘社区党委支书记梁雁在朋友圈，记录

下中青班学员在社区的点点滴滴。

疫情发生后，东塘片区防疫指挥部将市

委党校第 59 期中青班学员、市直支援干部、

区委区政府志愿者、党员志愿者、辖区企事

业单位党员等各类力量有机整合，建立“临

时党委—临时支部—党员先锋”三级组织

体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强化执行，把

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前沿。

 300 多名党员干部、200 多名志愿者不

舍昼夜，全体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目前，全街“五

包一”在管 3245人，其中，集中隔离、居

家隔离 3000 余人，核酸检测日均 3.5万人。

4月5日，也是省妇联兼职副主席，雨

花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金调

任东塘临时指挥部第一书记的第十天。4月

1日，黄金在指挥部里度过了自己的第19 个

政治生日。

 几千名学生的安全问题，是指挥部面

临的一大挑战。

 “一定要确保所有老师和学生的安全！

尽全力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上课！”这是疫

情突发时，黄金的第一个部署思想。她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东塘片区为推动疫情

防控快速、精准处置，一直坚持“领导在一

线指挥、措施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

经验在一线总结”，提出疫情防控“十一步”

工作法，同时实践着“六个一”的套餐式管

理法，即每个家庭都使用智能化管控，电子

封条直接入户，使用电子化的设备进行管控；

工作人员入户进行上门核酸检测，及时跟踪

核酸结果；社区给每家每户配送中药，增强

免疫力；工作人员上门收取垃圾，进行全面

消杀；对违反疫情政策外出的居家隔离人员

劝返，杜绝与其他人员接触；社区做好就

医买药、水电气续费等其他服务保障。

 黄金告诉记者，为了保证雅礼学子的学

习进度，社区为酒店隔离的孩子们都免费地

送上了IPAD 平板电脑，以供跟进学习进度，

并安排了心理教师进行心理辅导。雨花区还

进行了个性化配餐，保证孩子在隔离期的营

养需求。

 近日，东塘片区防疫指挥部与辖区雅

礼中学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商调度会。“我

们的团队中有孩子的母亲，也有刚刚失去父

亲的儿女，清明之际我们仍旧据守一方为学

子、居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我相信复课指日

可待。”黄金坚定地说道。

雅礼学子小琪为“大白”写
下的暖心纸条。

带着患病孩子的尿样，
她辗转医院与隔离区之间

 吴义是东塘社区工作人员，疫情发生时，

她正在社区完成第二轮核酸检测。

 “我们非常从容，时刻都在戒备。”吴

义说道，2020 年初，她就穿上防护服上过

前线，这一次在家门口发生疫情，她仍然义

不容辞。

 4月1日早晨，卫计专干告诉吴义，在

三万英尺小区有一个孩子出现了状况。

 14 岁的童童（化名）在中雅读书，日前

被医院诊断为过敏性紫癜，皮肤上已经出现

异样的斑点，医生要求每隔一天要进行一次

尿检。 吴义考虑到处于隔离的童童往返于

医院检查很不方便，于是一大早就打电话给

童童的家长，让其提早线上挂号简易门诊，

剩下的事交由她来处理。

 吴义收集好童童的病历资料，便骑着

电瓶车去往最近的中医附一医院。医生得知

情况后，开具了处方和诊断书，吴义还取到

了用来验尿的器皿。“把尿憋着！我就来了！”

在电话里和童童的家长说完，吴义骑着车往

黄金（左二）和枫树山社区的工作人员坚守一线。

吴婷每天需要打大量的电话，手机上时刻插着
充电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