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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海归工作者：

守住家门口就是守护乡亲

疫情防控，基层工作是关键。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疫情扩散，每个基层工作者都
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也是最普通却最美丽的前行者。

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基层工作者中，有不少海归的身影。他们或许是穿梭于社
区之中，核实居民信息、宣传抗疫知识的社区工作人员；或许是站在群众身前，以身
作则、带领村民抗疫的村支部书记；或许是24小时坚守岗位，时刻待命、哪里需要去
哪里的民警……此刻，他们的身上没有什么海归的“标签”，只有与疫情作战的决心，
以及守护群众健康的信念。

海归下基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2016年的一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多数
海归回国后均从事基层工作。随着出国留学走向大众化，越来越多的海归走向基层，
既是就业环境造成的结果，也有个人发展的主动追求。

到基层一线工作，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是海归就业、创业的好选择。往小了
说，这些年一些海归遭遇“水土不服”，除了求学期间缺乏积累和规划外，很大的原因
是多了些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少了些踏踏实实的真才实干。只有经历基层的历练和
吹打，才能更好地增长本领、实现个人追求。

往大了说，基层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扎根基层、发挥海归优势，将小我融入大
我，是祖国所需、时代所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众多海归在基层的岗位的岗位
上默默奉献上默默奉献，，带着最大的热情去做最平凡的工作带着最大的热情去做最平凡的工作，，让青春之光闪耀在抗击疫情的道路让青春之光闪耀在抗击疫情的道路

上上。。这样的故事值得记录和书写，这样的选择也值得歌颂和鼓励。
“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对海归来说，这树

根既是祖国之根，也是基层之根。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在
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其中的寄语也适合海归：珍
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
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

民警排查除隐患——

病毒虽不是刀枪，危险却丝毫不低

留洋“村官”抓防控——

“我们的工作是‘保姆式’的”
辅警守好省道口——

送不出去的口罩让他欣喜
辅警守好省道口——

送不出去的口罩让他欣喜

下沉到社区——

“将心比心”才能彼此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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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张其幸 （左一） 与同事在一起。
图2：魏豪 （左一） 把口罩送给未戴口罩的居民。
图 3：朱蓉 （左二） 与同事在一起对余桥村居民做

摸底排查。
图 4：侯晓露 （右一） 向太湖路社区居民讲解疫情

防控要点。

战“疫”·有我②

疫情防控中，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考验的是责任、
担当和勇气。

身处联防联控的末端，承担着直面潜在感染风险的
压力，基层社会工作者挺身而出，守住家门口、护好父
老乡亲。

做好基层防疫工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看
到无数的民警、镇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夜

以继日、迎难而上，为的是织密织牢疫情防控保护网，
守卫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

在基层的社会工作者中，自然也少不了海归。“村官”、
民警……他们虽工作岗位不同，但选择是相同的——回国
后投身基层，将根深深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 4 位身处基层一线的海归，
且听他们的战“疫”的故事。

2月 29日凌晨 4点，武汉市公安局
武昌分局中华路派出所民警张其幸刚
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他来说，这
早已是工作常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他和同事要帮助中华路附近的
社区做好基层防控工作。

中华路地处老城区，小区内中老
年居民占多数，疫情防控期间，仍有
个别居民对病毒防护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这也让张其幸时常觉得无奈。

前几天，社区内就有位 60 多岁的
大叔，跟家里人闹了别扭后“一气之
下”决定“翻出”全封闭的小区，自
己出去找住处。没承想，他还真找到
了“翻出”小区的办法。

“小区里常有那种蓝色的隔离防
护铁皮墙，有时因地面本身不够平
整，下面可能就会有露出口子的地
方，这个大叔就是从铁皮墙下面钻出
去的。”高仅有 40 厘米左右、宽不过
1 米，在这么一个缺口遇到了“负气
出走”的大叔，张其幸多少有些哭笑
不得。

人出来了，就得给劝回去。“可大
叔还在气头上，说自己‘四海为家’，
我就陪着他走。”大叔年轻时候伤到了
腿，走路跛脚，速度比常人慢许多，
张其幸就跟着他，边走边劝，直到大
叔回到了居住的小区。

以往与同事打击违法犯罪，现在

张其幸有了新的敌人——病毒不像刀
枪，能被肉眼看到，但危险程度却一
点也不低。

2014 年，正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读大三的张其幸申请前往英国阿尔斯
特大学留学，攻读外国刑事司法学。
2016 年，他考入武汉市公安局，圆了
自己的“警察梦”。

这位“90 后”警官曾在网络上引
发热议。就在3年前，张其幸在武汉街
头勇斗持刀歹徒，在腹部被划出一道
大口子的情况下，仍与同事合力将歹
徒制服。20 厘米长的伤口，缝了 22
针。但当记者问起时，他却已不想多
谈，“要是放到现在，我既能制服歹
徒，也能保护好自己。这本身就是我
们的日常工作，谁都会这样做。”

大年初三，所里紧急通知已在浙
江温州老家过年的张其幸返岗工作。
飞机、火车都已停航、停驶，那天，
他借了辆车，自驾开回武汉。

让 他 没 想 到 的 是 ， 车 入 湖 北 省
内，当隔离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得知张
其幸是返鄂参与一线防疫工作的警官
时，不仅连声道谢，还反复叮嘱他做
好个人防护。

“快喝口水吧。真的辛苦你们了，
一定注意安全！”说着，隔离站的检查
人员将矿泉水从车窗递给了张其幸。

这水不热，喝着却暖暖的。

从大年初二到现在，魏豪的泡面已经吃
了 1 个多月了。晚上能回所里吃顿正常的饭，
其它时间，泡面就是最惯常的食物，方便、省
时。这段时间，他与同事们基本都是这样解
决三餐。“这泡面啊，可算是吃顶了！”他笑
着说。

车停、测量车内人员体温、进行往来登
记、酒精消杀、予以放行……这是魏豪每天的
工作。2010 年曾前往日本兵库县三木市深造
的他，现在是湖北丹江口市公安局三官殿派出
所的一名辅警，他的任务是在省道卡点执勤，
负责引导行人、检查车辆。

晚上 6时到 9时是魏豪的休息时间，从早
上 8 时开始，他一直在省道关卡上工作。很
快，到了晚9时整，他要再次接班上岗。好在
后半夜卡口基本没有往来车辆，魏豪可以与同
事轮流在车里眯一会儿。

“现在啊，沾枕头就能睡着。”他又笑了。
辛苦是真的，但电话那头的魏豪丝毫不觉

得苦。“基层疫情防控工作繁重又人手紧缺，
我们大家都是在岗位上认真做好自己的事，习
惯了，没啥累的。”

魏豪有随身多带几个口罩的习惯。刚到达
卡点执勤的时候，他偶尔会碰到出门没有戴口
罩的大爷大妈，有的是思想上不重视，还有的
是确实买不到口罩。魏豪看着心疼，便总是多
揣几个，见到没有口罩的居民就送一个。

“刚开始，我身上带着七八个口罩，一天
也就送完了。”

“后来，带着四五个，还能留下一两个
富余。”

“很快，明显感觉出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我带着四五个口罩出去执勤，但一个也送不
出去。”

这送不出去的口罩让魏豪心里高兴，来来
往往的居民对于疫情防控打心眼里重视，他的
工作便更容易开展。守护安全这件事儿，缺了
谁也不行。

“我们平常大多数时间就是跟群众打交
道，解决邻里纠纷。乡里乡亲的，那些看起来
鸡毛蒜皮的小事，对老百姓而言却是大事。矛
盾解决了，大家重归于好、握手言和，这就是
我最高兴的时候。”

魏豪说，邻里街坊开心了，就说明自己的
工作做到位了。

在江苏常州溧阳市竹箦镇余桥村，党总支副书
记朱蓉与婆婆的居住地只有六七公里，开车十几分
钟。但这段路，却隔着手机屏幕被拉长很远。

余桥村临近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是一个拥
有近3700名村民的集镇村，企业众多。江苏省启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余桥村立即摸排了
14 个自然村，设立 13 个进出卡口，对村里每一户
人家做摸底排查，特别是过年前从外地返回的村民
和外来承租户。

“大致算算，基本上每天都得走两三万步。”朱
蓉说。从外地回来正居家隔离的村民，朱蓉得每天
上门测量体温、跟踪督查；微信群里，不定时视频
或位置共享居家隔离人员的情况，及时发布地方政
府的通告信息；为减少村民外出，还得代买物资，
按需送货上门。这一趟一趟下来，朱蓉每天的大多
数时间都在路上。

“抗击疫情期间，我们的工作是‘保姆式’
的。每位村民遇到的实际问题可能都不一样，我们
都尽可能地予以满足。”她说。

“咱们朱书记，是留过洋回来的高材生呐。”村
里的不少人谈起朱蓉都会这样说。

2007年从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毕业回国后，朱蓉
决定报考“村官”，这个决定在当时曾让不少她的
朋友感到不解。“我就是溧阳人，要是能为家乡做
点事，我很开心。”考试顺利通过，朱蓉在基层扎
下了根，这一晃就是13年。

每天参与疫情防控排查，接触人员众多，确实
有潜在的感染风险，朱蓉心里也没底。想了想，她
索性将12岁的儿子送到了婆婆家，丈夫跟儿子在一
起，她自己在家隔离。1个多月，每天就通过视频
看看孩子。

复工复产企业逐渐增多，外地返回的务工人员
也日益增加，这让朱蓉跟同事们时刻绷紧着“防
疫、复工两不误”这根弦。“一旦进入村里的道
口，就会有专人做人员登记，上下班的人需要有企
业开具的复工证明，我们再对其发放通行证。若是
车辆，不仅要登记姓名，甚至要确认车中有几人，
以免‘空车出去，满车归来’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众志成城，将疫情防控的每个环节做实做细，
才有了余桥村截至目前无一例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局
面。大喇叭、无人机……传统方式与高科技都用
上，父老乡亲们理解朱蓉及其同事走街串巷的苦
心，“村民们都很配合、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份理
解，就是我们一起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大的
底气！”朱蓉说。

对于在青岛市市南区政府软件
及动漫产业发展中心工作的侯晓露
来说，这是她第一次下沉到社区，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市南区政府机
关的所有部门都已下沉到街道，每
个部门出一半左右的工作人员，八
大湖街道的开放式小区太湖路社区
由侯晓露负责。

从澳大利亚南澳州福林德斯大
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进入区政府
工作，侯晓露主要负责对接包含海
外人才在内的软件类高端人才引进
工作。对社区工作并不十分熟悉的
客观情况，意味着新的挑战，工作
要求她迅速转换角色，克服困难，
加入基层疫情防控的队伍。

70 多岁的袁大爷，老伴过世、

家里雇的护工年前已离开，孩子在
外地由于道路封闭无法赶回青岛，
这些是侯晓露在社区摸排中掌握的
情况。老人出门不便也不安全，侯
晓露便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买好
粮油蔬菜，给老人送到家门口。

“你们这咋上来了！”面对一手
拎着油、一手提着菜的社区工作人
员，袁大爷又惊又喜，推脱了好一
阵，才终于答应收下社区送来的补
给品。

“对待辖区内的居民，就应该像
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才能更
好地完成防控工作。”这是侯晓露实
实在在的体会。换位，设身处地地

为居民思考，彼此间才会有更多理
解与信任。

社 区 内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刚 开 始
时，并不像侯晓露想象中的那样
顺利。

“下沉到社区第 1 周的时候，特
别难做工作，因为我们跟居民不认
识，居民也不相信我们。”回想当时
的情景，侯晓露难掩苦笑。

面对社区里跳着广场舞的大妈、
凑在一起围着小桌子下棋打扑克的
大叔，侯晓露跟同事们一拨一拨、苦
口婆心地劝导，让大家别聚集、少扎
堆，“回家待着才最安全！”这话，已经
不记得说了多少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