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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您好，我们是街道防疫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来上门指导您做核酸检测预登
记的。只要简单扫一扫，填一填，就能完成
了。来，我教您！”近日上午，苏州姑苏区白
洋湾街道防疫志愿服务队用“扫楼”的方式，
逐户向居民解释政策，并指导大家做核酸检
测预登记，为全员核酸检测做好充足准备。

近日，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通告，呼吁全体市民主动到“苏周到”
APP上进行“核酸检测预登记”。然而，白洋
湾街道保障房小区多、老年人口基数大，预

登记工作推进效果不甚理想。为此，街道集
思广益，集结社工、网格员、楼道长等共700
余人的力量，利用周末两天休息日，来到辖区
13个社区、17个居民小区展开地毯式“扫
楼”，上门指导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预登记。

在“扫楼”过程中，各个社区的小分队还
因地制宜，摸索出自己的“扫楼”小诀窍。如

“红马甲”志愿者与“蓝马甲”网格员搭配，打
出专业度与奉献感的组合拳；社区“老娘舅”
与街道小年轻搭配，一个嘴皮灵一个手脚
快；本地“老苏州”与外地“新苏州”搭配，语

言轮流切换沟通无障碍。“志愿者真的挺
耐心的！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他们就从下
载‘苏周到’开始，到怎么预约核酸检测，逐
一教我们怎么操作，预登记信息很快顺利完
成，”说起上门的志愿者，和泰社区居民吕志
刚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在对小区所有楼栋“扫楼”完毕后，防疫
志愿服务队还会对数据进行逐一核对，为不
便操作手机的老年居民进行手工代登记，并
对第一次上门未遇到住户的居民家进行再
次走访等，力争数据无虞。

“我们的志愿者本身也都是普通人，恰
逢七夕佳节，他们也想同爱人约会、同家人
相聚。但疫情当前，他们更知晓责任的意
义，纷纷舍小家顾大家。有这样的志愿者队
伍，我们一定能无往而不胜，早日共筑防疫
长城，”白洋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杜蔚表示，
在此，希望白洋湾的居民对志愿者的工作给
予更多的包容与理解，携手并进，共同打赢
疫情防控的阻击战、总体战。愿瘟神早日不
复现，来年共赏鹊桥仙。”

通讯员 唐子序 本报记者 周晓青

“你好，行程经过南京，需要向社区报备。”
近日，姑苏区白洋湾街道金色里程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多面开花，红先锋、蓝马甲、绿卫士们
携手筑起社区疫情防控的坚实城墙。

小区门岗、社区门口……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穿着红马甲的党员和青年志愿者们是
一道鲜艳的风景线。已经退休的吴伟荣，是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一枚重要的螺丝钉。
曾经从事过物业工，如今当起了防疫督导
员，在门岗监督防疫工作，测量体温，查看苏
康码。他也会走入小区，给周围的居民做防

疫宣传，提醒大家戴好口罩。吴伟荣表示，
“我是社区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疫情防控队伍中还有青年志愿者的身
影。今年大二的王凤婷来社区报名加入志
愿者的队伍，给进入办公大厅的居民进行测
温和信息登记。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完成

“苏周到”上的核酸检测登记，王凤婷在门口
一个个询问居民是否已经进行了登记，对于
没有手机的老年人，尤其是身边没有子女
的，她就用网格手机的社工版给居民进行登
记。“我觉得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为

疫情防控出一把力气，我很光荣。”
网格员们是疫情防控中最坚实的力量，

他们广泛排查，重点突破，守护社区的安
全。近日，网格员们上门入户，耐心指导居
民登记核酸检测信息，居民们纷纷点赞这些
暖暖的“蓝朋友”。除了社区住宅楼，沿街商
铺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战场。近日一大早，
居民陈阿姨前往门口的便利店购买早餐，需
要登记信息，测量体温并出示苏康码后才能
进店采购。同时，门口还放着一瓶免洗洗手
液，供顾客清洁。“买完包子刚好洗个手再

吃，蛮方便的。”陈阿姨笑着说道。
为了保障小区卫生，除了日常垃圾分类

的几个垃圾桶以外，在辖区内商业广场和小
区内，一个个绿色的废弃口罩和废弃手套收
集箱再上岗。统一收集的废弃口罩由物业人
员集中进行消毒后处理。督导员们提醒居民，
摘下口罩时，不要用手碰到口罩表面，不要使
用家人或他人使用过的口罩。口罩使用完后，
不要直接放到包里、兜里，将用过的口罩卷好
后，投放到指定的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

通讯员 黄纯瑶 本报记者 周晓青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姑苏区
吴门桥街道双桥社区迅速反应、统一部署，
闻令而动，抓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加
强社区疫情防控力度，确保疫情防控和社区
居民生活两不误，齐心协力筑牢疫情防控坚
固防线，守住社区防疫“最后一公里”。

加强宣传力度，发动居民主
动报备和自我防控

双桥社区第一时间积极行动，动员并组
织先锋党员、网格员、物业公司，通过线上线
下多种形式发送疫情通知及防疫知识，在辖
区小区进出口处张贴苏州市疫情防控最新
通告，利用辖区电子屏滚动播报相关信息，
引导大家科学预防，主动报备，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消除大家的恐慌情绪；做好疫情
防控政策解读，及时推送疫情风险地区实时
动态，倡导广大居民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
及重点地区等，同时为了方便辖区中高风险
地区来苏的居民第一时间报备个人的行程
信息，帮他们答疑解惑，社区工作人员晚上
轮流通宵值班，坚持在岗在位，全身心投入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在防控工作中走在
前、作表率、显担当。

抓好疫苗接种，加快构建免疫屏障
为持续做好疫苗接种工作。通过“线

上+线下”多重手段进行立体式疫苗接种宣
传，“线上”利用社区、居民微信群等平台，持
续发布接种信息和防疫知识；“线下”在辖区

各小区出入口张贴疫苗接种通知，利用小区
电子屏滚动宣传，呼吁引导居民及时接种疫
苗，向居民普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识，让
居民正确认识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必要
性，提高接种疫苗的积极性。社区工作
人员还在辖区商铺内开展宣传工作，排
查符合条件但未接种疫苗的居民，提醒
大家尽快接种疫苗，构筑免疫防线。每
次疫苗接种，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会
到场为居民服务，做好引导工作，保障辖区
居民顺利接种疫苗。

做好核酸检测预登记，从严
从细落实疫情防控举措

8月14、8月15日这两天周末，双桥社

区积极组织志愿者、社区干部按照社区网
格，入户宣传动员辖区居民在“苏周到”APP
上为自己及家人进行信息登记。同时，通过
打电话、居民微信群、电子屏播放等多种方
式，动员未登记的居民进行登记。社区网格
员们积极向辖区商铺、居民发放注册核酸预
登记操作流程，引导居民积极注册，反复向
居民强调预登记的重要意义：完成核酸检测
信息预登记后，一旦疫情防控需要启动全员
核酸检测时，居民可在检测点出示身份证进
行扫描确认，从而实现检测现场的快速确认
采样，同时避免人员聚集发生感染。

吴门桥街道双桥社区工作人员从严从
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举措，实实在在地
做到防疫之心不松懈、工作效果不打折。

通讯员 周雅君 本报记者 周晓青

双桥社区：多措并举坚守防疫“最后一公里”

“红绿蓝”牵手，“疫情防控我们能赢”

志愿者地毯式“扫楼”，指导核酸检测预登记

18岁到公社农技站工作，在
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

1947年，端木银熙出生于常熟农村，就
在他开始长身体的时候，恰逢三年自然灾
害，端木银熙饿得刻骨铭心，“地里的粮食为
什么不能长得多一些？”少年端木一遍一遍
地问，却没有人给他答案。端木银熙16岁
那年，父亲去世了，刚刚初中毕业的他不得
不放弃读书的梦想，来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
动，挣点工分填饱肚子。上工时，端木银熙
不仅肯下力气，而且总是跟在老农民后面问
为什么，下工后，他总是对着稻田琢磨。生
产队领导看中了少年端木的钻研劲，18岁那

年，端木银熙被推荐到公社农技站，当上了
农技员。从此，端木银熙的人生就和农业科
技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后十年，他在田间
地头直接为农民服务，深深懂得了良种对农
民意味着什么。十年蛰伏，一朝春来。1976
年，常熟县委县政府决定组建县农科所，开
始攻关良种培育。经过考核，端木银熙被抽
调进来，专门从事水稻育种工作，他的梦想
也开始发芽生枝。

水稻育种是门科学，需要精深的专门知
识，端木银熙深感“底气”不足，于是他决定
自学。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学习两个小时，
7点多去上班，吃完晚饭后再学习几个小时，
六年努力，他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仅仅在
本地学、跟书本学是不够的，在端木银熙眼
里，同行们都是他的老师，听说周边兄弟县
市的农科所很活跃，他就上门去求经，上世
纪90年代结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后，更是经常主动请教。每年四月，袁隆平
团队都会召开一次杂交育种交流汇报会，端
木银熙每会必到，大开眼界，大受启发。

一年过两个夏天，新品种“常
优1号”诞生

天道酬勤，端木银熙在常规杂交育种上
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他参加了苏州市水稻
育种协作攻关组及江苏省农业重大攻关项
目——单季晚粳新品种选育研究，培育成功
了高产的“太湖粳1号”“太湖粳2号”和常农
粳系列新品种，分别通过省级审定，在太湖
稻区广泛推广应用。

常规杂交育种取得成果后，端木银熙开
始攻关杂交优势育种。培育一个常规品种

需要8到10年，杂交品种时间还要更久。为
了加快水稻育种进程，1995年，端木银熙带
领的育种团队来到海南三亚，从此，从每年
的11月到次年的4月，水稻种子和育种人一
起，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南来北往的旅行。

三亚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可是常熟农
科所南繁基地处在三亚郊区的山沟里，和风
景名胜完全是两个世界，这里没有成片的椰
林，没有舒爽的海风，只有毒辣辣的日光和
蒸腾着热气的土地。踩在水田里，上有烈日
暴晒，下有热水灼足，把人蒸得大汗淋漓，苦
涩的汗水流进双眼，眼睛就会模糊不清，半
天不到，白花花的碱斑就挂在了衣服上。

端木银熙长年在野外工作，由于长期以
同一个姿态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炎。
一年两个夏季的阳光烧伤了他的皮肤，灼伤
了他的眼睛。由于他长时间地在日晒水蒸
的稻田中紧紧地盯着禾苗与稻穗，汗水流入
眼中也不察觉，晚上又是在灯光下长时间地
看书写论文，造成了眼疲劳，患上了无法治
愈的眼神经紊乱和面部痉挛症。

经过端木银熙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
2000年，杂交粳稻新品种“常优1号”在苏、
浙、沪、皖、鄂五省市十多个实验点试种。到
了2003年，这个品种已经通过国家审定并在
全国推广，实现了我国杂交晚粳技术上的重
大突破。因为贡献突出，2005年，端木银熙
被破格晋升为常熟历史上农业系统第一个正
高级推广研究员，而这一年，他已将近60岁。

退休不退岗，奋斗在农业科
研第一线

对育种人来说，更好的品种总是在下一

个。如今的端木银熙已经74岁了，早已过
了退休年龄，可他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从公社农技站算起，端木银熙和水稻打
交道已经五十多年了，选育出了许多水稻良
种，但他对自己吃的饭却从不讲究，对生活
质量的要求则更低。端木银熙没有时尚衣
服，没有名牌手表，没有高档皮鞋。他的一
副眼镜戴了好多年，一条眼镜脚已经脱落，
用纱线绑着勉强使用，同事连哄带拉才让他
新配了一副眼镜。

自从干上了育种，几十年如一日，端木
银熙几乎每天都是一早出门上班，很晚才回
到家中，根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再加上每
年都要去海南几个月，他仿佛是一个来去匆
匆的旅店客人。

几十年来，端木银熙为常熟农科所带出
了一个又一个育种能手，常熟农科所有了一
个优秀的农业科研团队，成了全省乃至全国
水稻育种的一支生力军。这个团队里既有
科班出身的研究生，也有在端木银熙精神感
召下跨专业转来的年轻人，端木银熙为这个
团队赋予了“魂”，他已退休，却没有回家，仍
然在农业科研的第一线为着最初的梦想拼
搏，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一年一年过去，一茬一茬收获，一代一
代改进。一个品种的成功，背后是一个科研
团队，追随着老一辈育种人奋进的脚步，新
一代育种人正在接过育种的火炬，继续向着
梦想前进。如今，常熟农科所先后育成“太
湖粳系列”“常优系列”等共计37个水稻新品
种。至2020年，育成的水稻新品种累计推
广面积7000多万亩，增产粮食20.6多亿公
斤，增加社会经济效益约30亿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张添翼

跨越半个世纪的稻田追梦人生
只为让更多国人吃上“好大米”

一顶草帽、一双长筒雨靴、一身布
衣、一口带着常熟地方口音的普通话
……他叫端木银熙，现为常熟市人民
政府农业特别顾问、正高级推广研究
员。半个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地培
育杂交晚粳稻良种，用常人难以想象
的恒心和毅力探索前行，主持承担了
三十多项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及部、
省、市重大科研项目，先后育成“太湖
粳系列”“常优系列”“常农粳系列”“常
香粳系列”等水稻新品种37个，曾得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充分肯
定，称他为“难得的真正的水稻育种
家”。近日，年逾古稀的端木银熙被江
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最美基层共
产党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