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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点中的“温情守护”

社区志愿者的绿色生活社区志愿者的绿色生活

通州区“文明健康好市民”曹学亮

勇者逆行，以行动诠释初心使命，用

付出彰显责任担当。通州区张家湾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外科主治医生曹学亮，在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迎难而上，

先后两次支援隔离点。一次又一次即刻

出发，疫情下的“逆行者”彰显了医者的责

任和担当。

正在隔离点支援的曹学亮，忙完手里

的工作，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一开口他有

些哽咽。“8月14日凌晨，我赶来隔离点报

到，一直到现在没回过家。”前往隔离点的

前一天，10个月的孩子发高烧，烧到41

度，曹学亮只能让妻子一人照顾孩子。

曹学亮第一次支援隔离点是去年年

初。去年正月初六，临时接到医院动员，

正在春节假期的曹学亮主动请缨，要求离

家返岗，这一去连元宵节也是在隔离点度

过。那时，曹学亮的妻子正处孕期，妊娠

反应十分严重，正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

候。原本一家人正翘首以盼新生命的到

来，但在疫情蔓延趋势下，曹学亮作为医

务工作者勇敢而无畏，义无反顾选择负重

前行。

两次奔赴“抗疫战场”，都是在家人最

需要的时候。同为医务工作者的妻子，对

曹学亮奔赴“疫”线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

持，让奋战在隔离点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入驻隔离点后，化身“大白”的曹学亮

积极投入工作。隔离点工作人员的核酸

采样和健康检测、隔离点的外围环境采样

和内部环境消杀、监管每日的送餐路线和

医疗垃圾收取情况、处置各类突发应急事

件……这些都是曹学亮的工作日常，厚重

闷热的防护服一穿就是几个小时。

平时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却需要大

量的精力和体力，往往几个小时下来，防

护服里的衣服都会湿透。

“每天采样接近三百个样本，再整理

好每个样本的标号，统一送到疾控中心检

测。核对各种信息，不能有任何错误。”曹

学亮认真严谨，作为一名细心的医务人

员，他善于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不断优化

工作流程，从未出过任何纰漏。

隔离人员由疾控中心统一转送，随有

随转，医护人员每天24小时值班，经常不

能按点吃饭，半夜接送隔离者也是常态。

曹学亮的手机从未关机，保证随叫随到，

有重要信息都是第一时间回复。

“时间紧迫，工作繁重，白班连夜班是

家常便饭，常常从凌晨一直忙碌到深夜，每

日睡眠不足6个小时。”曹学亮说，隔离点的

工作辛苦劳累，也有风险，但是大家非常团

结，互相加油打气，每个人都干劲十足。

隔离人员上午需要做完核酸才能去

吃午饭，曹学亮总是先把大家的采样工作

完成，自己再去吃饭，常常到下午1点多采

样工作才结束。繁忙的工作，常常忘记时

间。每次过了饭点，曹学亮就用泡面充

饥，但他从未抱怨和懈怠。

曹学亮认真负责、积极乐观的工作态

度也给大家带去了很大鼓舞和信心。一

位隔离人员说：“疫情无情，人间有爱，有

这样尽职尽责的‘大白’守护，我们心里很

踏实。”

隔离点日常繁忙的工作让曹学亮无

暇时刻关注家中情况，他只能在工作间隙

打电话给家里。虽然不放心妻子和不满

一岁的孩子，但曹学亮觉得为了“大家”抗

击疫情，“小家”再多的付出也值得。

“很想家，特别想回家，心里知道家人

非常需要我。我也有过犹豫，但是疫情面

前，大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作为一名年

轻的医务骨干，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我

义不容辞。”曹学亮说。

在这场突然袭来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曹学亮是众多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的缩影，是我们身边的“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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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5后女生邢颖身上，有很多标签：

在社区，她是有丰富经验的垃圾分类志愿

者；在单位，她是年轻的大学老师；在家

里，她是绿色生活的践行者；在同学眼中，

她是积极上进的青年党员；在朋友眼中，

她是爱笑、漂亮的活泼女孩。

在众多标签中，邢颖最愿意和别人

分享的，是在社区当志愿者的经历，尤其

说到“垃圾分类”，她会滔滔不绝地展开

话题。

2020年5月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走入

家家户户。为了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掌

握垃圾分类，当时还是北京城市学院学生

的邢颖，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报名，想为促

进垃圾分类实施做一份贡献。

为了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邢颖

每天早上6点准时站在自家楼下的垃圾桶

旁，向每一个经过垃圾桶的居民介绍垃圾

分类政策。有的时候居民并不理解，直接

对眼前的姑娘说：“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

不好，非得干清洁工。”

听到这样的话，邢颖一边觉得无奈，

一边深感垃圾分类观念普及还需要持续

做宣传推广工作。那段时间，她正在筹备

考研，时间非常紧迫。但是就算这样，面

对这些居民的不理解，邢颖还是一遍一遍

地耐心解释。

“遇到年轻人，讲三四分钟就能懂；遇

到年纪稍微大点的，可能要七八分钟。”邢

颖表示，干这行，最重要的是有耐心，同时

也要掌握语言技巧。面对分类“小白”，她

会微笑地说：今天我帮您拆分，明天您来

自己分好不好？面对环保观念不强的居

民，她会换一种更直观有效的说法：“垃圾

分类了，小区干净了，房价就会涨。”

在邢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青年人加

入到垃圾分类中，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

位年轻女孩。女孩平时工作早出晚归，常

常在小区垃圾桶前，匆忙丢下一大包未分

类的垃圾，里面混合着果皮、外卖盒、卫生

纸……邢颖只好不厌其烦地劝说。突然

有一天，女孩提着三袋分好类的垃圾下来

了。这件事让邢颖特别感动：“我觉得志

愿者做的工作被别人看到了，虽然有的居

民和我们之间交流少，但是也看到了我们

做的工作，也愿意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

中来。”

此后不久，邢颖所在的东花市街道举

行“全民战‘疫’美丽楼门挑战赛”启动仪

式，邢颖作为“广外南里社区垃圾分类先

锋队”的青年代表，从街道领导手中接过

了“广外南里社区垃圾分类先锋队”队

旗，并被街道领导给予12000分的幸福

“圾分”，这意味着这些“圾分”的发放权

交到了邢颖和先锋队队员手中。他们在

线上以垃圾分类打卡数量为标准，发放

给垃圾分类积极楼门，以示鼓励。这件

事让邢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她说：能

为推动垃圾分类做点事，是我二十几岁

做得最有意义的事！

“做垃圾分类引导员一个月以后，我

才告诉父母自己参与志愿工作是在做什

么。”邢颖笑着说，“他们开始反应大，说这

么臭你做得下来吗？要把手套口罩戴上

呀。”在不了解情况的父辈眼里，垃圾分类

仿佛等于捡垃圾一样的工作。

对此，邢颖毫不在意，她耐心地向父

母解释垃圾分类知识和自己的工作内容，

终于得到了父母的理解。

现在，邢颖在一所高校做老师，但她还

是会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志愿活动。她参加

街道暑期托管班，为双职工青年减轻负担；

她参与社区邻里节，以唱跳的形式为居民

宣传垃圾分类……她笑称自己是社区防疫

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青年人就是

要多参加志愿服务啊，社区是大家的家，每

一个人都要为建设家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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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文明健康好市民”邢颖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市民群众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

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V蓝北京”主题宣传活动，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

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2021年，经各区推荐、专家评

审，共评出1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今天为您介绍

的“文明健康好市民”，分别是来自通州区的曹学亮、东城区的邢颖。

“文明健康好市民”评选标

准：积极带头落实《北京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做好自身防护，主

动参与疫情防控，用“公勺公筷”

就餐等，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

邢颖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

曹学亮入户做核酸采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