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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一年

▲ 金丽娜在对基层流调员进行
采样培训。 李乐静摄

登临检疫
成了常态
登临检疫
成了常态

我驻守空港卫生检疫防线
已经 10 年。2020 年的工作异
于往年，每一天的防护登临检
疫、“2万+”的运动步数成了
常态，从最初的自己“怕”到

“不怕”、再到劝慰别人也不要
“怕”，口岸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进入常态化。今年我有3个特
别的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一张“丑
照”。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最严
峻的时候，大家都超负荷工
作。有一天下班摘下护目镜、
N95 防 护 口 罩 ， 同 事 惊 呼 ：

“罗凯婷你的脸好可怕！”于是
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登临检疫
是国门最前线，防疫任务很
重，要第一时间筛选出高风险
旅客。厚厚的防护服、口罩和
护目镜长时间不能脱卸，脸上
总会勒出深深血痕。现在带得
次数多了，脸上破皮好几次，
脸皮也就“变厚”了，不像一
开始时皮肤有火辣辣的刺痛
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虽然

“丑照”不美，但是照片忠实
记录着海关人坚守一线的付
出，我为我是其中一员深深骄
傲。

第二个收获，是我参与了
“广州疫情防控作业信息化管
理系统”的开发建设。当时疫
情来袭、入境旅客激增，旅客
在不同口岸部门、不同环节手
写提交资料、排队缴纳手续费
时费力不说，准确度还低。我
和同事用十几天时间开发上线
了“广州疫情防控作业信息化
管理系统”，一举破解疫情防
控“人海战术”的困境，实现
了入境旅客快速申报的全流程
信息化，同时以海关“大数
据”为基础，成功推动联防联
控部门数据共享、进出境旅客

“一码通关”。这是海关防疫工
作的一大进步，这一抗疫“广
州经验”已向全国海关推广。

第三个收获，是家人对我
的支持。6岁的女儿上幼儿园
大班，这一年我陪她很少，有
时候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女
儿曾给我看她画的一幅画，题
目是“我的妈妈”，纸上歪歪
扭扭地写着：“我的妈妈是一
名国门卫士，她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这一年，女儿懂事不
少。我亏欠家人，但也自豪，
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给女儿
责任和坚守的重要。

2020 年就要过去了，对
我而言，有得也有失。坚守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失去的是自
己的时间和家人的陪伴，但守
护着大家的平安，何尝不是在
守护着自己小家的平安。

■ 罗凯婷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
值机处航空器
查验二科副科长

疫情期间 坚守海外
2020 年是我在安哥拉工作的第

三个年头。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身在海外的我忧虑自然不少，
但身边也不乏让我深深感动的人
和事。

作为一名中国建设者，我和坚
守在海外的同事们相濡以沫，共度
时艰。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我们
承建的安哥拉卡宾达供水项目顺利
竣工，为当地 60万民众提供健康的
自来水。卡宾达供水工程正式送水那
天早上，我在西芬布村看到村里上百
号人早已簇拥在取水点。头顶水桶的

家庭主妇、手捧塑料瓶的孩童看着清
洁的自来水喷出的那一刻，每个人脸
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

疫情期间，我们制定了应急预
案，成立了防控疫情小组，配备职
业医生和专业救护车，安排专人在
施工现场进行防疫宣传和职业健康
培训，确保防疫措施到位。当时，

我还作为一名援建志愿者，和同事
们参与了安哥拉万博疫情防控医院
建设任务，为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贡
献了中国力量。

疫情防控万无一失，我们的工
程施工也丝毫没有“掉队”。今年，
我们承建的奎托中学、卢班戈小学、
卡贡达学校等当地民生工程全部按期

交付使用。走在街上，当地的民众看
到我身穿印有“CR20”（中铁二十局
的英文缩写）字样的工作服时，大老
远就竖起大拇指：“谢谢您们，中国
朋友！”

对我个人来说，2020年最开心的
事是在老家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由
于身在国外，很多事情只能拜托父母
办理，让他们操了很多心。我希望新
的一年把新房装修好，让我的小窝
更温馨，让我的爱情更圆满；希望
我的企业取得更好成绩；希望疫情
尽快过去，让我早日回国。

“汪书记，乡扶贫办刚打来电
话，说咱们村通过墨玉县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验收了！”今年 8月 23日，
村里的扶贫干部第一时间将这个好
消息告诉了我。

“太好了！终于完成了组织交给
我的任务！”我激动地说。这是我今年
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为了这一刻，
我和我的工作队队员整整奋斗了3年。

2018 年年初，我主动请缨，来
和田墨玉县驻村。恶劣的自然环
境、松散的村两委班子、巨大的语
言障碍、极高的贫困发生率、1800
元的村集体年收入……如此落后，

怎样才能脱贫？我开始认真思考。
想脱贫，要先找到致贫原因。

于是，我带着工作队队员深入到全
村家庭，挨家挨户入户走访，详细
了解村民们的具体情况。

要想脱贫致富，发展产业、增
加就业是关键。于是，我积极协调
引进适合妇女工作的企业在村里落
户办厂，又筹措资金建设了近 2700

平方米的夜市，提供了超过 300 个
就业岗位，既解决了我们村妇女的就
业难题，还带动了全乡的妇女就业。

同时，我们加强国家通用语言
及技能培训。随着可以用普通话交
流的村民越来越多，主动外出就业
创业的人变多了，观念渐渐由“要
我脱贫致富”变为“我要脱贫致
富”。经过全村上下的共同努力，

252 户 1206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
脱贫，人均年收入由 2018 年初的
7444 元增至今年的 10341 元，村集
体收入超过了18万元。

如今的霍什阿瓦提村焕然一
新。虽然 3 年来，我拖着身患心脏
病、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将住
院治疗时间一推再推，将无数个节
假日变成工作日，没有办法陪伴家
人，但看着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变
好，村里的水渠越修越长，村里的
路越来越宽，村民们的笑容越来越
灿烂，我就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窦小锋整理

辛苦三载 终于脱贫辛苦三载 终于脱贫
■ 汪继元 新疆和田墨玉县乌尔其乡霍什阿瓦提村第一书记

■ 四郎志玛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荣须荣恩村村民

我今年 64 岁。2020 年 2 月 15
日，我们县退出了贫困序列，住上
了新民居、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
稳定电，就连生病吃药也有地方为
我们埋单。多亏现在的政策好，让
我们走出贫困。

在荣须荣恩村，我家是“因病
致贫”的典型户。一家六口，我常
年生病没有劳动力，两个女儿要照
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导致整个家
庭的生活拮据困难，是医保政策给
我们家解除了后顾之忧。

今年 8 月，在我们村任第一书

记的县人民医院护士根呷她姆来家
里走访。看见我躺在病榻上，面色
蜡黄、极度消瘦，从事过临床工作
的她凭经验判断我患有严重的肠道
疾病，当即拨通了县医院外科医生
代西华的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了
他。经过协调，我住进了县人民医
院，被诊断为胰腺癌。省级帮扶医

生和本院医务人员给予积极治疗，
病情得到控制。这次住院的医疗总
费用是 24881.95 元，其中城乡居民
医保统筹基金报销 14428.68 元，建
档立卡贫困户报销1678.15元，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报销3744.59元，医疗
救治报销 1174.71 元，合计报销了
21026.13元。

“党和政府的医疗保障扶贫政策
实在是太好了！以前村民患大病，
要么全家致贫，要么放弃治疗。现
在医保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这
些穷苦百姓因病致贫返贫问题。我
虽然患上了恶性肿瘤，但一定要好
好活下去。

如今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孩子们纷纷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
达到7200元，易地搬迁让我们住上
了新房。看着家里的日子一天天红
火起来，幸福感和获得感油然而
生。 胡筱红整理

■ 孙 康 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万博事业部业务负责人■ 孙 康 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万博事业部业务负责人

2020 年真是颇具挑战性的一
年。

年初受疫情影响，公司的发展
计划被全盘打乱，吉他营收同比下
滑 30%左右。但事情也有好的一
面：我们迅速调整方案，将吉他质
量放在第一位，全力研发自己的品
牌，使得整个团队进一步磨合，产
品把控更加熟练，下一年的营收保
准能翻番。

我们原本计划在今年扩建厂
房，扩大产能，提升市场占有率，
不料疫情打乱了节奏。为把影响降
到最低，需要重新审视公司的发

展。几次会商，大家一致认同，做
好产品是第一位的，产品过硬意味
着高复购率，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都能保持竞争力。

于是，我们聚焦产品本身，改
进生产工艺，提升整体品质，形成
集创意、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复产复工
后，公司从未停止运转，所有团队

专心打磨质量，提升品牌认知，把
底子打牢。

目前，公司九成以上的市场分
布在国内，除了电商，线下专卖店
超过 30 家，经销商有 200 多家。正
常情况下一年能卖 3 万把吉他，但
受线下琴行关闭近六成的影响，今
年只卖出不到 2 万把，营收不足
2000万元。

尽管损失不少，但未来依旧光
明。依靠全年的研发沉淀，公司的
产能、品质又上了新台阶。我们还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目前在泰国、
马来西亚等地均有合作意向。这
段时间，我们还跟销售方合计了
2021年度的订单，保守估计，营收
会在 4000 万元以上。现在公司有
100 多名员工，包括不少当地的贫
困户。

我希望公司未来能好好发展，
既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又要让中
国吉他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汪志球 苏 滨整理

制造吉他 无怨无悔
■ 赵建峰 贵州正安 娜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63 页 2.5 万字！这是今年北京
新发地疫情暴发时，我们海淀区流
调组为一名新冠核酸检测阳性患者
出具的流调报告。在这份报告背后，
是30多名流调人员和上百名社区工
作者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

流调工作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
节。回想从7月2日下午2时50分左
右接到流调任务，到 7月 3日早上 7
时完成初步报告，确认身份、核实
轨迹、调取监控、环境采样……流

调组工作人员分兵多路，日夜奋战，
为的是不漏掉任何一处高危人群。

由于该病例需要回忆的时间将
近一个月，期间多次外出，密接者
众多；又因舆论影响，她本人情绪
较为激动，这些都给流调工作加大

了难度。但我们还是克服困难，在
短短一天内，初步还原了患者近一
个月的行动轨迹，追查到 204 名密
切接触者。随后通过完善其活动轨
迹，又排查出 311 个密切接触者，
全部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密接者

无一人发病。
回想这一年，留给我们的记忆

可以说是惊心动魄、艰难又深刻。
作为一名疾控人员，一旦接到任
务，就意味着没有周末，没有假
期，没有正常下班时间，没有正常
睡眠时间，孩子交给老人，电话一
响，无论几时都要立即起来工作。这
一年，我看到了疾控人默默无闻的付
出，体会到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
决心！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为了流调 不眠不休
■ 金丽娜 北京 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主管医师

医疗扶贫 助我脱困

公卫管理
即将上线

年底了，万事俱备，只
欠东风：等到医院将服务器
配齐，我为之奔忙了半年多
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便可以
投入使用了。这个系统中不
少功能设计的灵感来自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战场，
我相信它能够让医院以后在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多一
份从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向来
是医院的大敌。疫情之初，
没有人知道我们将要面临的
是什么样局面，我们也不知
道自己要“捕捉”的病毒具
有什么样的特征。

没有标准、没有检测，
只能瞎子摸象一般，我们就
用最笨的办法一点一点为疑
似病例“画像”。在这么多
年的工作中，我第一次带上
了 N95 口罩，第一次穿上
了防护服，那时候我还没有
意识到，这将是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的常态。

关闭离汉通道之后，发
热门诊的就诊量急速上升。
随着核酸检测能力的提升，
我和4位同事彻底进入了焚
膏继晷的“战时状态”。对
每一位做核酸检测的发热病
人，我们都要甄别信息、明
确住址、核实病情，有时甚
至需要到发热病区里找到已
经上了呼吸机的病人，确认
其家庭住址和密切接触人。
我们是不上一线的“排爆
员”，经我们核实清楚的一
个个“雷点”，在社会面的
防控中被逐一排除。

那时候，我们往往一伏
案就是十几个小时，忙到脑
袋都抬不起来。最多的一
天，我们面对2000余位需要
逐一核实的病患，从早上 7
时连续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2
时，嗓子早已说不出话来，
眼睛早已通红肿胀。但是天
一亮，工作继续。

从前年开始，我就琢磨
着搭建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系
统的事。今年医院重启此
事，我将抗疫中发现的一些
亟待弥补的短板提了出来，
和团队一点点地完善方案。
在新的系统中，我们加强了
对病人信息的核实，纳入了
人工智能分析模块，为医生
上报涉公共卫生的病例提供
了更为全面的提示和参考。

未来，我希望这套公共
卫生管理系统能够早日上
线，更好地为公共卫生保驾
护航。

本报记者 程远州整理

■ 刘 伟
湖北武汉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院公共
卫生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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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完今天这最后一页日历，2020年就完结了。这一
年对每个人而言，过的或许都是“意料之外的生活”。回
望这一年，我们度过了怎样的365天？

▲ 汪继元 （右） 在村里和贫
困户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 孙康 （右一） 与外籍员工正
在交流。 受访者供图

▲ 赵建峰和他制作的吉
他。 本报记者 苏 滨摄

▲ 四郎志玛 （左） 和驻村书记

根呷在聊天。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