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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姑苏区金阊新城，有这样一支战“疫”
队伍，不分岗位、不惧年岁，老中青三代持续
接力，连日来，全面下沉抗疫一线，有效推动

“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走深走实，共同吹响
同心战“疫”的“集结号”。

“60后”老党员：每个人都是防控的
“关键一环”

今年3月底，金阊新城汇聚各部门骨干
力量，成立防疫先锋“突击队”，为群众筑牢
最坚实的防线。50多岁依旧初心不改，带头
坚守疫情防控最前线，王国男是这支“突击
队”中的一员，他以“我是老党员我理应冲在
前”的奋战姿态，成为了印刻在居民群众心
间的“最可爱的人”。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国男忙前忙

后，引导前来接种疫苗的群众有序测温、排
队，保障现场工作秩序。他耐心细致，向群
众解释接种注意事项、防疫知识。相较于辛
苦，他更愿意谈责任：“现在各行各业众志成
城、共抗疫情，每个人都是防控的关键一环，
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家园。”

近日，居民们纷纷表示，小区里看到
了很多生面孔，穿着红马甲在雨中穿行，
步履匆匆，向居民分发宣传单，并耐心解
释沟通。为尽快帮助居民在“苏周到”
APP“核酸检测预登记系统”中完成登记，
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准备工作，金阊新城各
机关、社区、“两新”党组织广泛发动，全
域联动，携手抗疫，深入开展防疫宣传、上
门登记等工作。

在宝祥苑小区楼道里，在职党员志愿者
正拿着印有操作流程的宣传单，耐心细致地

向居民解释核酸检测预登记相关事宜，并亲
自替老年人操作完成线上预登记。老年人
纷纷表示，“年纪大了，智能手机不会使用，
儿女又不在身边，有了志愿者的帮助，心中
暖暖的。”

“95后”青年党员：新生力量筑牢防
控最前线

没有什么比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更重
要！在金阊新城党工委的号召下，社区青年
党员、青年志愿者闻令而动，积极投身防疫
工作，成为一线抗疫不可或缺的“青春力
量”。

徐君是宝邻社区的一名“95”后年轻党
员，作为社区的新生力量，他勇于担当，为筑
牢社区疫情防控最前线挥洒青春汗水。他

每天风雨无阻，细致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苏
人员的排查、登记，第一时间联系解决来苏
人员居家隔离、核酸检测中碰到的棘手问
题。“作为一名新生代党员，请党放心，防疫
有我，绝不给组织拖后腿。”徐君这样说，也
这样做。

无论是线上疫苗接种联络群，还是线下
小区楼道间，在青年党员身上，大家看到了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闯劲”，也看到了顽
强拼搏、攻坚克难的“冲劲”，更见证了倾情
奉献、一心为民的“赤子之心”。这样的故事
在“新湾”还有很多，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
旗帜”，聚沙成塔，积水成渊，用实际行动深
刻践行“两在两同”，让党旗在“疫”线高高飘
扬。

通讯员 顾怡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有一种浪漫，是走访路上的相互陪伴；
有一种牵挂，是工作之余的一份惦念；有一
种幸福，是擦肩而过的相视一笑；有一种坚
守，是身披“红蓝”马甲的相互依偎……近
日，不少奋斗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夫妻
档”CP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他们中的很多
人甚至连续多日无法和家人见面，但工作
间隙的抽空联络、相互牵挂的故事令人倍
感温馨。

儿子嘱咐爸妈“注意安全”

“晚上在社区巡查注意安全，晚上吃饭
要不要我给你送点”。

“不用，我在外面随便吃点好了”。这
是在社区工作的高永刚夫妻上班前的对
话。高永刚是典型的70后，现担任苏州姑
苏区吴门桥街道新郭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他的妻子于春玲是沧浪街道新沧社区的一
名社工。

近期，疫情形势严峻，社区启动了24小
时值班制度，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入户排查，
晚上回到家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有一次，
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他们的儿子隔着门说了
一句，“爸妈，你们回来了。你们要注意安全
哦！”听到儿子的话，夫妻俩心里有些许酸

楚，又有一丝丝的欣慰。“儿子长大了，”高永
刚表示，哪怕重新选择一次，他还是会奔赴
一线，作为基层党员，做好社区防疫工作义
不容辞。

“新老”社工CP携手为民服务

沈吟石是一名刚踏入社工队伍半年多
的新社工，如何将服务送到辖区居民身边，
成了她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庆幸的是，她的
丈夫顾毅是虎丘街道一名工作3年多的“老”
社工。

“成为社工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嘴勤、脚
勤、心暖，把老百姓的难事急事揣心里，”顾
毅说。在丈夫的帮助下，沈吟石的服务获得
了居民的认可。“老公是‘先行雁’，让我少走
一些弯路，比如面对疫情中的各种突发情
况，如何安抚周围群众烦躁的情绪等等，”沈
吟石表示。

沈吟石的丈夫顾毅主要从事城建条线
的工作，在2020年的抗疫过程中，他尽职守
责，荣获“最美逆行人”的称号。在去年6月，
苏州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的过程中，他积极发
动，成为物业与居民之间分工合作的“润滑
剂”。由于出色地完成了防疫、垃圾分类、人
口普查等系列工作，顾毅也成为了社区“两

委”班子的新晋一员。顾毅的各项荣誉也激
励着爱人沈吟石把工作做得更实更细，这对

“新老”社区CP正在为民服务的道路上奋勇
向前。

90后“夫妻档”每天抽空聊会视频

在上班早高峰的车流中，潘明轩像往常
一样，先送妻子辛雅婷到大龙社区上班，再
前往自己的单位解放社区。他俩是一对“90
后”社工夫妻档，潘明轩担任三香路体育中
心方舱接种点的青年志愿者，辛雅婷则组织
青年团员们参与社区的宣传、测温、巡逻等
志愿工作。

“最近值班很多，我们经常碰不上面，但
至少每天都要抽空视频聊一会儿。”辛雅
婷说，团支部的工作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共
同语言。每每聊到近期各自组织的青年
防疫行动，夫妻间的话语隔着屏幕都能流
露出些许“辣味”。如何发动辖区青年积
极参与到防疫志愿服务当中？如何将志
愿者组织好、安排好？凡此种种，两人都
有些不一样的工作“方法论”，两人也经常
因为工作中的观点、看法发生争执。“但我
们却越来越能聊得开、聊得来，也更甜
蜜，”潘明轩说。

在不同的战场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在炎炎烈日下，吴门桥街道新郭社区的
社工吴燕正带队进行疫苗接种。三香路体
育中心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广场排起了长龙，
她不停地来回跑着取入场券、引导居民有序
排队。吴燕是土生土长的苏州“小娘鱼”，原
本不高的嗓门，也因为疫苗接种、疫情排查
中一句句的解释、一遍遍重复而音量见长。

“老公也会买一些润喉糖让我带着，但其实
他自己在医院更需要。”

吴燕的丈夫顾程福是苏州市第九人民
医院的一名医生，两人的“形影不离”往往
只能出现在从家中赶去加班、值班的路
上。在防疫工作中，作为医生的顾程福面
临的风险更大，身上的担子也更重。每天
天不亮就要起床，投入到新一轮的“战斗”
中去。作为妻子，吴燕有时也会担心丈夫
的安全，但同样作为身处一线的“战士”，吴
燕深知她和丈夫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很多
时候都只能默默为对方担心。夫妻两人虽
奔赴不同的“战场”，但也在为同一个目标
而奋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通讯员 程辰

战疫路上“夫妻档”：并肩奋斗，共同分担

老中青接力，金阊新城吹响同心战“疫”集结号

近日，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新盛花园社区根据街道“全面排查、应排尽排、不
留盲区、不漏死角”治理违法建设的工作要求，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所有房屋进行排
查，对正在装修的房屋进行重点检查，对涉嫌擅自拆改承重结构、多次装修改造等情
况责令房主限期整改。 孙 菁

两年前，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报道了苏州
太仓“核弹爷爷”陆庆权当年参加三次核试
验的新闻，这位保守半个世纪秘密的核试
验老兵的事迹让许多人深受感动。近日，
中央文明办发布的“中国好人榜”上，陆庆权
榜上有名。

57年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是属于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也与一位
太仓老人有着不解之缘。他先后三次走进罗
布泊戈壁滩，参与核试验研究工作。“我们战
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怕荒凉，任凭天
空多变幻，任凭风暴沙石扬……”来自苏州太
仓的陆庆权老人远赴新疆罗布泊，亲身参与
和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
1965年、1966年两次核爆炸后，他更是第一
时间冲进爆炸核心进行取样。“当时大家都高
兴得跳起来，激动的程度简直是无法形容，感
到能参加这么重要的工作，真是很光荣，我觉
得我们的国家真的了不起。”回忆起当年那段
岁月，陆庆权老人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陆庆权老人回到太仓后，却从未向
人提起过这段经历，直到社区工作人员走访

退伍老兵时，偶然间发现了老人的立功奖状，
才揭开了老人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居住在太仓市城厢镇的陆庆权，今年已
经84岁高龄，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却一点也
不显老态，精神矍铄，任谁也想不到，这样一
位非常普通的老人，50多年前曾参与过三次
核试验。在陆庆权老人的家中，至今仍然珍
藏着一枚蘑菇云形状的纪念章。

从转业到退休，如今已走入耄耋之年，陆
庆权从未跟人说起过自己在罗布泊戈壁滩的
那段经历，直到前不久，太仓市城厢镇德兴社
区的工作人员在走访退伍老兵时，偶然间发
现了陆庆权的立功奖状，才揭开了这段尘封
往事。

“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国家培养了
我，我就应该报答。”陆庆权始终教育后代要
感恩国家的培育，要为国家多作贡献。他不
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2021年，陆庆
权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员和“五老”关爱宣
讲员，走进学校、机关单位、企业等，讲述自己
的经历和感悟。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毕荣

“核弹爷爷”陆庆权获评“中国好人”
两年前他曾被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报道过

陆庆权

“真的太感谢了！这么热的天，你
们还特地上门来评残，给我们这些出
门不便的人群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残
疾人家属满怀感恩地拉着工作人员的
手说道。7月12日下午，苏州市立医院
的评残专家在姑苏区残联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赴辖区内5名残疾人家中，针对
行动极其困难、不能出门评定的肢体残
疾申请人开展残疾评定上门服务。

冒着酷暑顶着烈日，工作人员赶到
残疾人家中时，早已满头大汗。核实完
残疾人身份信息后，评残专家开始评残

工作。结合手中病历材料和出院小结，
专家们仔细询问家属申请人致残的相
关情况，对能做自主运动的肢体残疾人
进行肌力评定，确定肌力等级，填写完
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明确
给出了残疾评定意见。

据悉，2021年以来，姑苏区残联为
出行不便的残疾人开展上门评残服务
已达8次，为35人次残疾人解决了出户
评残难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剑钧
通讯员 王怡

上门评残解民忧 便民服务暖人心

新盛花园社区开展既有房屋安全检查，切实消除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