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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突如其来，扎鲁特

旗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明立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的，他担任了旗疫情防控

指挥部社会管控组、交通

管控组成员和旗公安局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始终夜以继日地奋战

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靠前指挥】

用行动铸就防线

今年的春节与往年有

点不一样，电视里一直在

滚动播放武汉爆发疫情的

新闻，作为一名从警近 40

年的民警，明立志一直关注

着事态的发展，他已经感到

事态的严重性、紧迫性。

果不其然，1 月 24 日

大年三十，明立志参加了

旗委、旗政府召开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

署会议。疫情如火，警令如

山！作为此次战“疫”的主

力军，旗委、政府要求全旗

公安机关要立即行动。明

立志立即向旗局党委传达

了上级要求，并成立了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结

合扎旗实际，因地制宜，制

定了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明确了工作目标，细化了

工作措施。

工作中，明立志多次

组织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推

进会，传达中央、自治区、

市、旗对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会议精神，

并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

梳理总结，适时掌握工作

进展情况，及时调整工作

思路，联合旗卫健委、交

通、鲁北街道及各苏木乡

镇等相关部门建立四道防

线，层层把关过滤，坚决杜

绝疫情输入，全力保障全

旗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

【尽职尽责】

用担当守护平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作为旗疫情防控指

挥部社会管控组和交通保障

组成员，责任重大。工作中，

明立志多次带队到各个疫情

检查卡点督导检查工作，了

解现场执勤人员卡点工作情

况，查看外来车辆登记台账

和工作流程，叮嘱工作人员

要严格落实上级决策部署，

按要求佩戴好单警装备、执

法记录仪、口罩等执勤装备，

选择好拦截、引导车辆的点

位，规范有序引导车辆开展

检测工作，确保执勤执法过

程绝对安全。

期间，明立志多次深入

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仔

细查看人员管控、疫情监测、

消毒杀菌、门卫保障等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为坚决维护

扎旗地区社会面稳定，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明立志每天都要深入一

线，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

员，与一线民警共同抗“疫”，

凝聚了警心、鼓舞了斗志。同

时，作为旗公安局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明立志

还承担着上接下达、与各单

位协调联动的职责，疫情防

控牵涉方方面面、工作千头

万绪，公安机关作为主力军，

明立志的手机也成为24小

时“热线”，常常说哑了嗓子、

熬红了眼睛。

疫情挡不住人民警察

砥砺奋进的坚实脚步，风险

压不垮人民警察挺直的脊

梁。人民警察是平安的守护

者，是群众的护身符，只要警

服在身，他们就充满了无穷

的力量。2月5日凌晨两点

多，接到报警，在居民小区卡

点，有群众执意闯卡。明立志

深知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要及时化解风险。接到报

警后，明立志立即赶往现场

进行处置，以防事态进一步

扩大，最终事情得以解决。此

时已是凌晨4点，明立志新

的一天的工作也开始了。

连续一个多月，明立志

每天加班加点，夜以继日，饿

了就吃盒饭，累了就趴在办

公桌上休息……

【累倒战场】

用初心诠释忠诚

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

明立志，不宜劳累，但疫情防

控工作的部署、安排和开展

及各小区、卡点和隔离点的

督导检查，他始终部署在第

一时间，始终战斗在第一防

线，亲力亲为，与全旗民辅警

一起，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

起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的铜墙铁壁!

疫情面前，考验的不只

是人类的智慧，更是一种无

畏精神和团结大爱的责任担

当。一个58岁的明立志连续

一个多月的加班加点，夜以

继日，吃盒饭、睡办公室，以

忘我的精神，顽强的毅力坚

守在战“疫”一线。

2月25日17时50分，奔

波劳累了一天的明立志回到

办公室，此时的他，已经连续

奋战四天四夜。正在接电话

时，明立志脸色苍白，细密的

汗水瞬间满脸，他艰难的对

身边的同志说：“我的大衣

……”同事见状，立即从明立

志的大衣兜里掏出他一直随

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丸。服药

后，他的脸色慢慢恢复。同事

劝他说：“你太累了！回家休

息、休息吧！”。他说：“我这病

没啥事儿，挺一会就好了。”

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带病

的明立志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高负荷、高强度的工作，局里

的人都说，“明局长是我们局

公认的老黄牛。”

史晴：
春燕是内蒙古的骄傲！

文/陈 旭

“春燕是内蒙古的骄傲，也是内蒙古广大爱

国华侨、归侨的骄傲，我们为她点赞！”内蒙古

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史晴在得知王春燕支援

湖北一线后说。

王春燕是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风湿病

科护士长，同时她也是自治区 847 名援鄂队员

中的唯一一名归国华侨。2 月 18 日，她与内蒙

古第七批支援湖北的147名“战友”一起踏上了

飞往武汉的航班。

1983 年，只有 8 个月大的王春燕随父母从

蒙古国回到祖国，在呼和浩特市生活、学习，

并成为了一名护士，曾参加过抗击“非典”。

2019 年，在内蒙古中医医院护士长选拔中，

王春燕脱颖而出，成为了风湿病科护士长。

在得知内蒙古将向湖北派出医疗救援队时，

她第一时间写下了请战书，坚定地选择了向武

汉进发。

经过医院综合评估，业务素质过硬的王春

燕被选中参加了内蒙古第七批援鄂医疗队，到

武汉市肺科医院承担救治重症病人的任务。面

对繁重的任务，王春燕没有一丝退缩的念头，

可怕的病毒让她愈战愈勇。

这个光荣的举动不仅牵动了她家人的心、

同事们的心，也让她备受内蒙古归国华侨联合

会的关注，众多归国华侨以她为傲。归侨李玉

梅还为王春燕作诗一首：新冠病毒乱楚地，戮

力同心抗大疫。南江黄鹤悲声切，北疆春燕勇

逆袭。白衣天使去出征，长空飞鹰搏万里。待等春

暖百花俏，红妆女儿归故里。

“来往旅客逐人登记、

筛查、甄别，严防疫情通过

返程人流在我市传播扩

散”……2 月 1 日开始，在

牙克石市火车站检票口，

民警全副武装为林都百姓

守住第一道关口。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

束，全国各地迎来旅客返

程、返工及学生返校客流

和疫情高发两个高峰期。

根据疫情防控指挥部部

署，牙克石市公安局成立

了由刑警大队、特警大队、

情指中心组成的人员核查

组 24 小时进驻火车站，严

守出入城关口。

为避免人员拥堵造成

失控漏管，核查组与车站工

作人员联合对出入旅客采

取隔离进出、分批出入等方

式，确保逐人登记、筛查。

车站来往人员复杂，

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抗“疫”

前沿之一。工作期间，民警

为了减少去洗手间，渴了

也不敢喝水，怕经常去洗

手间。24小时下来，对民警

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次严

峻的考验。

“疫情在前，我们不

退”，面对突如其来的战

“疫”，每一名民警都是一

道坚固的防线，在这场阻

击战中，他们义无反顾，冲

锋在前。

3月9日14时，和林格

尔县盛乐镇公喇嘛村60岁

农民闫喜劳写好了一份入

党申请书。随后，他开着自

家的三轮车出门，直奔村口

的疫情防控卡点值班。

闫喜劳进到棚里坐下，

一双粗大的手揉了揉发红

的眼睛，打开各种密密麻麻

的工作记录本交接班。全区

疫情防控一开始，闫喜劳就

主动向村委会申请承担村

里的疫情防控工作。30 多

人的疫情防控队伍中，闫喜

劳的年龄最大，也最辛苦

的，除了和大家一起入户访

查、轮班值守村口卡点外，

他倒班休息时还开着自家

的三轮车，负责各卡点的物

资输送。

公喇嘛村是个大村，村

里常年流动人口约一万多

人，疫情防控工作很严峻。

闫喜劳和其他防控人员两

次深入 150 户深入摸底排

查。

“村里从大年初二开始

严防死守，大家的原则是封

路后绝不放进一个，排查时

绝不漏掉一个。”闫喜劳说

起村里疫情防控工作很是

自豪，各类报表信息大家都

填报的非常详细，就连村民

们自发为疫情防控人员发

的爱心红包、鸡蛋、牛奶，都

一一做记录。

第一天搭建帐篷，闫喜

劳开着三轮车给卡点送棚、

送工具。他跑了一天，晚上

才发现手也冻了。村里封路

后，晚上值班不能睡觉，妻

子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可闫

喜劳说，疫情防控工作不是

村里的小事，是国家和党交

给大家的大任务，这点辛苦

算不得什么。

一起值班的村民说，闫

喜劳和妻子共3个孩子，两

口子种了四十多亩玉米，还

养牛，省吃俭用，还供出一

个博士生大女儿、一个本

科生二女儿，还有一个在

读高职的小儿子。闫喜劳

不仅性格憨厚，还很有集

体意识，春耕秋收时，谁家

有事儿就找他，不管多累

也要帮着别人。1999 年夏

天，村里一个5岁的小男孩

掉入5米多深的水塘里，他

不顾自己的安危，将落水

小男孩救起。

刚刚开始入户排查时，

担心一些住户有反感情绪，

闫喜劳就耐心询问，用心传

达政策，让村民们明白，这

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

闫喜劳在村里威信高，调查

登记时，村民们还是要留他

吃饭。村里刚开始封路时，

有很多人要进村，抵触情绪

很大，闫喜劳都耐心的做工

作。

对于递交入党申请书，

闫喜劳朴实地笑着说：“入

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愿

望。”

疫情之下，民警冲在前！
文/徐明菁

60岁农民闫喜劳递交入党申请书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郝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