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点微光聚星河
香洲区医护工作者一线防疫故事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频频考验着香洲，面对紧张而严峻的形势，香洲区医
护工作者纷纷披上战袍、迎难而上，用使命必达的决心和信心，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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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
冲锋在前的医疗帮扶人员

朱玲，中共党员，香洲区人民医
院妇产科护士长。面对近期严峻的
疫情防控形势，她始终坚持“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理念，坚持奋
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作为香洲区
对口贵州省遵义市的医疗帮扶人员，
她除了要参与一线的疫情防控工作，
还要统筹做好对口帮扶各项前期准
备工作。

疫情期间，在统筹安排好科室日
常管理工作的同时，朱玲还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请缨，申请
支援东莞、深圳疫情防控任务，冲在
防疫第一线。她还承担了院内核酸
采样组长工作，负责管理分配采样点
医务人员使用的物资，协助社区进行
采样点布置，做好组员工作调配……
每天起早贪黑，在采样点总能看到她
忙碌的身影。

朱玲能及时处理采样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灵活统筹转运箱运送标
本，处理采样点的医疗垃圾，还负责
采样点的院感督导。采样经验丰富
的她毫不犹豫地冲在一线，在香洲区
3月 31日开展的预警式核酸采样
中，朱玲带领的核酸采样队完成采样
6521人次，动作快，效率高，为其他
采样队伍作出了表率。

按照计划，朱玲于4月7日前往
香洲区对口帮扶的遵义市凤冈县开
展为期6个月的新一轮医疗帮扶工
作。“虽然很快就要去遵义开展医疗
帮扶工作了，但我还是想在去遵义之
前为咱们珠海的疫情防控多尽一份
力。”出发前的朱玲说。

采写：本报记者 康振华 通讯员 张敏 邱文卿 摄影：本报记者 赵梓

□本报记者 王帆

她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她是一位退休后奋战在维护妇女
权益之路的女“战士”，她还是一位擅
长断家务事的调解高手，她就是今年
72岁的原珠海芙莲妇女儿童权益服务
中心主任梁华晖。因为突出贡献，梁
华晖今年获评2021年第三季度“广东
好人”称号。

发挥余热再上岗，年过60返
聘为服务站站长

“晖姐，您过来啦！”4月8日，广东
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珠海站），
大家见到梁华晖一回来，纷纷围了过
来，亲热地和她打着招呼。去年卸任
珠海芙莲妇女儿童权益服务中心主任
后，今年已72岁的梁华晖仍常常回来
探望团队的工作人员。

留着一头利索的卷发，略显清瘦，梁
华晖高兴地和大家聊着。说话时总是露
出暖暖笑意，言语温和又透着坚定。72
岁的梁华晖，近20年来一直是奋战在志
愿服务和维护妇女权益的路上。

2000年，50岁的她在一家企业退
休后，开始参与志愿活动，一做就是8
年。在这 8年中，她成为“专职志愿
者”，每天就像上班一样，参与帮扶济
困、大病救助活动的家庭探访、帮扶孤
儿个案、为残疾人出游解决困难等志
愿服务。

因为出色的服务能力，梁华晖受
到珠海市妇联的关注。在2012年，年
过60的梁华晖，被珠海市妇联聘为广
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珠海站）
站长。在这期间，她带着工作团队和
以律师、心理咨询师为主的志愿者队
伍，接听12338妇女热线的咨询，办理

个案、开展法律宣传、为婚烟家庭纠纷
进行调解。

2013年，梁华晖带领服务站工作
团队一起成立了“珠海芙莲妇女儿童
权益服务中心”，专业开展妇女儿童维
权服务。2017年，“珠海市婚姻家庭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落项芙莲中心，作
为芙莲中心的主任，梁华晖肩上的责
任更重了。

擅长调解家务事，团队不断
“接单”

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然而，
在服务站的团队和受助对象看来，梁华
晖却是一位擅长断家务事的高手。

婚姻家庭矛盾、亲子关系、父母关
系、财产分割等许多问题，都是梁华晖
和她的团队所要提供调解服务的内容，
在这些年里，她和团队不断“接单”。

在调解时，她总能在短时间内稳
住当事人双方的焦躁情绪，让对方放
下愤怒和戒备，向她倾诉内心的种种
苦楚和不满，并最终将问题化解。

梁华晖认为，作为调解人，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有真诚的态度。“千万不
能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不要因为你是
帮助者，对方是受助者，你就高高在上，
有任何架子。”比如调解夫妻双方矛盾
时，她总是以朋友的身份，面带笑容地
与对方聊天。“如果有火气，我会先倒杯
水，让对方顺顺气，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接着对当事人双方采用背对背的方式，
进行分开式调解。”梁华晖说。

“在调解过程中，我不会对当事人
加以任何对错的评判，而是以过来人
的身份和多年的生活阅历，帮助对方
分析问题。”梁华晖说，“我会告诉他，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去
解决，以及用另外的一些方法解决是
否会更好。”

正因为她在调解时充满同理心，处
事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紧紧抓住需要
解决的问题，许多当事人对梁华晖的调
解心服口服，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梁华晖的调解总是有着很高的成
功率。在这背后，是梁华晖的全心付

出，有些难题往往需要见面调解、电话
调解无数次，最长的个案调解用时数
个月。在整个过程中，梁华晖都付出
了极大的耐心和爱心。

“在这个岗位上，没有爱心是很难
坚持下去的。”每当看到求助者从最初
的忧心忡忡，到重新绽放笑容时，梁华
晖说，此前的辛苦即刻化去，自己的内
心也无比欣慰和快乐。

“回顾时光，能够帮助到许多
人，过得很充实”

72岁的梁华晖，经历了许多不容
易，但在每个时刻，她都以大爱的精
神，感动了无数人。

2018年，她经历了人生最悲痛的
时刻。相濡以沫44年的丈夫突发疾病
去世，在当年8月，她又被查出患有肺
癌。战胜病魔后，她把对丈夫的无限
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又回到了服务
站的岗位上，继续投入到为妇女维权
提供服务的事业中。

从服务站到芙莲中心，梁华晖带
领团队通过接听妇女热线12338，已接
待各类咨询两万多宗、跟进近三百个
案，开展普法宣传、讲座、培训、小组等
2000多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在
她的带领下，团队先后获得“全国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广东省三八
红旗集体”“广东省巾帼文明岗”“珠海
市五A级社会组织”等荣誉称号。她
本人也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先进个人”“广东好人”“珠海市域社
会治理能人”“珠海市社会组织党委优
秀共产党员”。

如今，虽然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
梁华晖卸下了妇女儿童权益服务中心
主任的担子，但她的精神一直在服务
站中传承。

“尽己所能，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这是梁华晖的微信朋友圈签名。

“回顾时光，尤其是在退休后，还能够
帮助到许多人，觉得不枉这一生了，过
得很充实。”梁华晖动情地说。

72岁“广东好人”梁华晖：

擅长断家务事的调解高手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妈妈，
妈妈，抱抱！”在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
里，三五个孩子笑容灿烂地扑向特教
老师林芬芳的怀里。疫情期间，市社
会福利中心实行封闭式管理，工作人
员需轮班上岗，康教办老师们第一时
间投入第一轮院内疫情防控封闭管理
和服务工作中。

林芬芳是市社会福利中心康教办
一名特教老师，在这儿已经教学16
年。疫情期间，林芬芳坚守在中心尽
心为孩子们寻找最好的教学方式，针
对不同层次的孩子，使用不同的教学
方式来提高孩子们的兴趣。由于人手
紧张，她除了负责教学工作外，还要兼
任护理员工作，协助护理员给孩子洗
澡、喝水、喂饭。

一天，在孩子们结束课程回到生
活区后，一名孩子突然出现了攻击行
为。林芬芳不顾一天的疲惫，来不及
吃晚饭就急忙跑过去抱住这名孩子进

行安抚，待孩子情绪平稳下来，再拉着
孩子的小手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做游
戏、唱儿歌。

除了是特教老师，林芬芳也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疫情期间，爱人外出
执勤，几个月不在家。自己9个月大
的孩子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但她仍
选择了陪伴在中心孤残儿童的身边。
每当夜幕降临，陪伴着中心的孩子们
进入梦乡时，林芬芳看着他们睡觉时
可爱的模样，也不禁会想起自己家里
的孩子。每当她回到宿舍，看着大宝
用手机发来的视频，听着小宝咿呀咿
呀地说着话，眼泪总会忍不住在眼眶
里打转。

“但当我想到中心有这么多孩子
需要自己时，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林
芬芳说，在手机里，有很多自己与中心
孩子们的合照，孩子们那甜美的微笑，
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珠海
市社会福利中心还有许多像林芬芳一
样的人，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不怕苦、
不怕累，发扬着无私奉献和勇于担当
的精神，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为
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孤残儿童撑起了
一片天。

□本报记者 何进 通讯员 全律

“玲姐，我报名参加社区的疫情防
控志愿者了，想服务街坊，为社区防疫
贡献一份力量！”正值人手紧张、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刻，3月25日，珠海市
斗门区井岸镇禁毒社工周小玲收到了
服务对象阿洪的电话。她欣喜地对阿
洪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同时叮嘱他一
定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对阿洪的改变，周小玲满心欣慰：
曾经，那个把社工拒之门外的“五进
宫”戒毒康复人员真的变了，学会用行
动传播正能量，这一切殊为不易。

“人心换人心，周姐是真心来
帮你跳出苦海的人！”

今年45岁的阿洪，是一名曾五次
被强制隔离戒毒的戒毒康复人员，从
第一次吸毒至今已有20多年。此前，
每次回归社会后不久，阿洪又因复吸
被强制隔离戒毒，毒瘾“根深蒂固”。
2019年6月，阿洪被禁毒有关部门执
行为期3年的“社区康复”。

2019年，第一次到阿洪家中家访
时，阿洪冷冰冰一句“不需要！”让周小
玲吃了个闭门羹。随后多次打电话联
系，阿洪也以“没空”为由挂断。面对
阿洪“拒人千里”的冷漠态度，周小玲
没有气馁，而是调整介入方向，“曲线
接触”——通过其家属和社区干部了
解阿洪的情况,逐步与阿洪建立起专
业服务关系。

一段时间的接触渐渐让阿洪放下
心防，而真正让他从心里接纳社工的
帮助，则源于一次意外事件。

2019年底，阿洪的父亲因中风
导致半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阿洪
要在家照顾父亲，无法外出工作，这
让原本就经济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
加霜。周小玲得知后，很快赶到阿洪
家中探望其父亲，并帮他们向民政部
门了解救助政策。得知其父亲能够
申请临时救济时，她忙前跑后地协助
阿洪办理了临时救济，缓解了经济上
的压力。“儿子啊，人心换人心，周姐
是真心来帮你跳出苦海的人。”父亲
得脱大厄，阿洪记住了老人在病床上
的叮嘱。

一时的帮扶助阿洪家中渡过了难
关，而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阿洪重获
新生的长久之计。“帮助服务对象成功
就业，是戒除毒瘾的关键一环。”帮扶
经验丰富的周小玲说。

在阿洪的就业问题上，周小玲多
方奔走。阿洪父亲病情趋稳后，经过
生理和心理综合评估，周小玲为阿洪

联系到一份为期3个月的社区垃圾分
类监督员工作，“这份工作保证他每月
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而且工作的地
点离家近，方便他照看父亲。”

介绍工作帮助“社区康复”人
员重燃生活热情

对这份工作，阿洪知道来之不易，
也倍感珍惜，认真负责，工作期间表现
出色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和
信任，为他今后获得新的工作打下了
好的基础。合同期满后，阿洪回家待
业，周小玲经常对他帮教谈心、做心理
疏导，使阿洪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帮扶路上，真情温暖之外，“爱情
助攻”也随之而来！2021年，“看到在
小玲姐的帮扶下，男友阿洪身上发生
着积极转变！”这让与阿洪相恋多年的
女友看到了共同生活的希望，同意结
婚，助阿洪的人生迈入新的阶段，成家
让阿洪有了更多责任和担当意识。

今年春节前后，珠海疫情防控形
势比较紧张，阿洪看到自己所在社区
的工作人员们每天加班加点辛苦防控
疫情，在得知社区招聘志愿者后，他立
刻报名参加，在小区出入口值班站岗，
为过往街坊测温、查验健康码，为社区
防疫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年6月，阿洪将解除为期3年
的“社区康复”，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
了新目标。对于在戒毒康复路上一直
陪伴自己的社工周小玲，阿洪激动地
用“风雨同路，感恩！”的词汇来评价。

“看着阿洪从一名戒毒者变成服务社
区的志愿者，用自己的努力回馈社会，
变得阳光健康，我很开心，这是我应该
做的工作！”周小玲欣慰地说。

参与禁毒工作最大的收获来
自心灵

阿洪的戒毒康复经历是周小玲众
多服务案例中的一个。10多年来的
禁毒一线工作，周小玲帮助许多误入
歧途的吸毒人员从灰暗的人生角落里
走出来。而一个个像阿洪那样经过帮
扶回归社会的成功案例，也让她在禁
毒路上更有动力、成为大家口中的“知
心小玲姐”。

在禁毒社工岗位上，周小玲帮助
了他人锤炼了自己，她先后获得“珠海
市‘十佳党员’社工”“珠海市最美禁毒
人”等称号。荣誉之外，周小玲认为自
己参与禁毒工作最大的收获来自心
灵——“我最开心的是看到帮扶对象
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的生活，为他们戒
除毒瘾、摆脱毒魔感到骄傲！”

“吸毒‘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
社会’！禁毒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希望社会、家庭能给戒毒康复人员多
些关怀，多些接纳，少些对他们的歧
视，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提供有利条
件。”周小玲的语气温柔却坚定。

珠海“最美禁毒人”周小玲：

社区戒毒康复者的“知心姐姐”

林芬芳和孩子们在一起。 市社会福利中心供图

市社会福利中心筑牢疫情防控“安全港”

康教老师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

陈睿敏：
“年轻又成熟”的感控督导员

“作为共青团的一员、作为一名医
务工作者，我当义不容辞，积极应战。”
接到前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驻点
的任务后，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年
轻护士陈睿敏挺身而出，成为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场所的感控督导员。

1998年出生的她，是同事眼中年轻
活泼的小妹妹，疫情来临，她又是一个成
熟稳重的“战士”，勇敢地冲在前线。

进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后，陈
睿敏迅速熟练掌握感控管理及督导的
工作内容和职责，实时监控及指导隔离
人员的接收、转运、送医工作，监察场所
内清洁消毒流程、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等工作。她利用休息时间，制订培训计
划，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培训及考核，现
场示范穿脱防护服、手卫生、职业暴露
应急处理、消毒液配置等，组织大规模
演练，模拟阳性患者转运、终末消毒流
程及工作人员发现阳性的处理流程。

3月4日深夜，集中隔离场所发现
阳性隔离人员，需要尽快转运。她一
边跟疾控中心对接，一边指导着中高
风险岗位工作人员的操作，闭环转运、
终末消毒、清洁、垃圾处理、环境采
样……一系列工作完成后，天已经亮
了。时间紧、任务重，她来不及休息，
又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一次做隔离酒店的督导工作，刚
开始觉得比较困难，也害怕过，但是我不
会退缩，熟悉了工作流程，也就熬过来
了。”由于岗位的特殊性，在集中隔离场所
一待就是20多天，从陌生到熟悉、从措手
不及到冷静应战，陈睿敏在岗位上迅速成
长，为疫情防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徐达隆：
核酸采样队伍中的“硬核力量”

每天上午8时不到，香湾街
道香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医生徐达隆就开启了一天的工
作：对接辖区居委会获取当天采
样任务、统筹安排采样、整理报
表，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兼顾采
样工作，样本回收后及时清点数
量、核查后台信息，对接医院检
验科确保样本按要求送检……
他像一个陀螺，每天周转在单
位、社区和各采样点。

在大家的印象里，这个不到
30岁的清秀小伙子话不多，总是
来得最早、走得最晚，随叫随到，
默默承担着最苦最累的工作。3
月18日，香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到紧急通知，要求当天要对辖
区内多个封控楼栋进行核酸采
样，任务量大，他一边对接社区安
排采样工作，一边整理后台数据，
当天工作全部忙完是，时间已是
凌晨四点半。

在一次送样过程中，徐达
隆被一辆失控的三轮车撞到，
他不顾身上的伤痛，抓紧时间
继续送样，“样本早送到一分
钟，结果就可以早一分钟出
来。”样本安全送达之后，他才
松了一口气。

新一轮疫情以来，徐达隆瘦
了十几斤，他笑着说道：“瘦了之
后穿脱防护服更轻松，还能提高
工作效率，也挺好的。”青春在平
凡的岗位上闪光，徐达隆用行动
书写着不平凡的坚守。

何文基：
爱“挑刺”的幕后英雄

走进何文基的办公室，键盘声、
电话声此起彼伏，最忙的时候他一天
要接上百个电话……提到湾仔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感控科主任何文基，
同事都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个爱“挑
刺”人，在日常督导中总是不断发现
问题：紫外线灯强度不够需更换、清
洁消毒液浓度不够需重配、医疗废物
打包鹅颈结打的不规范需重新再
打……他一丝不苟执行院感工作的
态度一开始是“不受待见”的，但多亏
这个“挑刺”人，每天投身在排查各个
环节的感染隐患中，对感染风险点及
早干预解决，最大限度保护就诊患者
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疫情来临的时候，他还负责核酸
采样各项工作，现场布控、采样转运、
数据核对、环境消杀、防护服穿脱指
导、七步洗手法教学……拥有多次采
样经验的他，对培训人员、准备物资、
点位设置、封包转运等一系列工作了
然于胸。哪个台子出现采样数据核
对不上，哪个采样管信息需要修正，
一问、二看、三清点就可以把原因揪
出来。

“那么多医护人员奋战在抗击疫
情的最前线，在这个特殊时期，身处
这样一个特殊的岗位，我希望能尽我
所能发挥作用。”何文基经常奋战到
深夜，常常失眠，需要借助安眠药才
能入睡。回到家女儿都睡着了，照顾
女儿的担子全落在妻子身上。“我是
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只希望疫情早日
过去，回归正常生活，我一定要多陪
陪女儿。”

梁华晖。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陈睿敏（右一）。朱玲。 徐达隆。 何文基（前排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