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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黑框眼镜下，目光温柔

而坚定，斯斯文文的声音中，却充

满字句铿锵的力度！”这是同事们

对邱媛媛普遍的印象。邱媛媛，成

都市温江区柳城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接种科负责人。面对工作，

她是一丝不苟的基卫“战士”，疫情

袭来，她是冲锋在前无所畏惧的共

产党员，而这一切，邱媛媛最感激

的是身后默默支持自己的家人。

早出晚归
陪伴孩子太少深感愧疚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邱媛媛和接
种科的同事们工作量陡然剧增。白天
不仅要保证辖区居民，特别是儿童、老
人等重点人群的正常免疫接种，还要
负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冷链运转、清
点等工作。到了晚上，邱媛媛和团队
要参与值守医院大门的预检分诊，时
常还需要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
做流调排查。

今年 10 月初，温江区柳城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从科室的提档升级与
疫情防控两方面考虑，临时将接种门
诊迁至恒大城接种点。从中心到新的
接种点位有3公里多的路程，为了保证
接种点能在早晨8点准时接种，也为了

妻子一线战“疫”丈夫甘做“后勤部长”

徐建军，成都温江区和盛镇中心
卫生院医生，2018年6月30日至今年5
月30日，在近3年的时间里，他坚守在
脱贫攻坚一线，深入四川凉山州布拖
县拉达乡卫生院，守护当地百姓健
康。援彝任务结束后，他征衣未解又
主动请战，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负
责医院发热诊室的各项工作。徐建军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名医务
工作者的大爱仁心。

克服重重困难治病兼带教
三年援彝路书写医者大爱

2018年5月，得知有机会到彝族聚
居区参与脱贫攻坚，为民族兄弟尽一
份绵薄之力之时，徐建军第一个主动
报名。考虑到他年过五旬，医院劝他
放弃援彝，但徐建军再三争取说：“我
自小在民族地区长大，经历过民族地
区缺医少药的生活，我是学医的，我的
所学所长能为当地彝族同胞和援建干
部尽一份力。”

援彝期间，徐建军被分配到布拖
县拉达乡卫生院担任医师，在承担医
疗工作的同时，他还承担起带教3名彝
族徒弟的任务。在他援彝的3年时间
里，拉达乡卫生院的门诊量显著增加。

“刚到布拖时，看到落后的面貌
和深度贫困的现状，心里是没有底
的。”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徐建军感
到前所未有的艰难。“既来之则安之，

不占用同事们的休息时间，邱媛媛
每天早上 7 点就出门，7 点半准时
到达医院，再和同事一起将疫苗盘
点好送至接种点。

一天下来，忙碌的接种工作常
常让邱媛媛腰酸背痛，等到理顺接
种点上的各项日常事务后回到家
时，通常已是晚上 10 点。长时间
的早出晚归，让邱媛媛陪伴两个孩
子的时间减少了，“早上出门时两
个孩子还没醒，晚上回来时他们又
已经睡了，我就这样一早一晚地看
着两张熟睡的脸蛋，内心还是觉得

对不起小朋友。”说起孩子，邱媛媛
眼中泛着泪光。

坚强后盾
家人的支持让她坚持战疫

11月初，随着成都出现新一轮
本土确诊病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再次严阵以待。医院不仅延长了

值班时间，各项疫情防控任务也加

重了不少。恰逢此时，邱媛媛母亲

生病住院。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
却不能第一时间到床前尽孝，邱媛

媛为此流下了难过的泪水。“你是医务
人员，疫情来了正是大家需要你们的
时候，放心去工作吧，你妈妈有我来照
顾。”年迈的父亲这样安慰女儿。

在邱媛媛的生命中，父亲是引领
她前行、在她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最大
支持的人，而丈夫的无私陪伴和付出
更是让邱媛媛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疫
情防控工作的坚实后盾。

平日里工作太忙，邱媛媛大部分时

间都在医院度过，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

就落在了老公身上。今年年初，邱媛媛

奶奶去世，从小由奶奶带大的她因为工

作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病床前

的嘘寒问暖和奶奶的身后事，也都由邱

媛媛老公操持。提到自己的老公郑先

生，邱媛媛声音几度哽咽。老公比她大

3岁，现在是全职爸爸。2018年，邱媛媛

意外怀上了二宝，再三权衡后，郑先生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成了邱媛媛最坚强

的后盾。

郑先生常常开玩笑地说，自己是
老婆的“后勤部长”，但邱媛媛知道，
正 是 有 了 这 个 强 有 力 的“ 后 勤 部
长”，才能让她义无反顾地投入疫情
防控中。面对老婆对家庭的愧疚，
郑先生还时常宽慰她：“你这名党员
在一线护佑健康，我这名党员就在
你身后做坚强后盾，我们分工不同，
但目标一致。”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受访者供图

医者仁心：援彝归来又上“战场”

绝不能惧怕困难！”徐建军这样为
自己打气。

据徐建军讲，当地彝族同胞的
主食是土豆、玉米和酸菜。蔬菜和
肉则要到中心乡（镇）甚至县城才
能买到。每次去乡镇上，徐建军一
次就买够一星期的物资，在冬季冰
雪气候来临前，还要一次性采购几
个星期的量，蔬菜就算冻蔫了也只
能凑合着吃。遇到枯水期缺水时，
就只能干嚼方便面。彝族的生活
习惯是一日两餐，徐建军虽不习
惯，也只能入乡随俗。有时候实在
饿了，他就买饼干、方便面就着几
口苞谷酒充饥御寒。由于饮食不
规律，3 年下来，徐建军患上了胃
病。“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我从未后
悔！”徐建军坚定地说道。

征衣未解再次主动请战
坚守发热诊室全力战疫

今年5月底，徐建军圆满完成
了脱贫攻坚援彝任务。根据文件
精神，援彝扶贫干部有半个月假
期，但徐建军回到和盛镇中心卫生
院得知发热诊室急需人手时，他便
放弃了休假，主动申请到发热诊室
工作。“我有防疫经验，我上发热诊
室没问题，请领导放心。”徐建军字
句铿锵地对医院院长说道。

“发热诊室是直面新冠肺炎的
最前线，风险极高，我们必须先做
好自我防护，才能更好地保护其他
人。”徐建军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优
化发热诊室布局流程，组织开展发
热诊室应急演练培训。“仔细检查

口罩是否戴好，鼻夹压实了没有？鞋
套穿了没有……”徐建军深知传染病
的厉害，每天他都会再三叮嘱进入污
染区的同事。

发热诊室工作量大、强度高，医护
人员需要全身穿戴防护用具。由于穿
防护服步骤繁琐，为节省时间，徐建军
常常工作八九个小时不喝水，他说这
样可以少去卫生间，也能少换防护服。

双亲离世未见最后一面
只想认真做好每项工作

“作为医生，我认为自己是称职
的，但作为儿子，我对父母是有愧的。”
2018年9月，徐建军母亲去世，由于当
时他在布拖县，无法及时回到老人身
边，徐建军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2021年8月，在徐建军值守发热诊室期
间，其父病危，等到交完班赶回去时，
老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没能见
上父母最后一面，成了徐建军内心深
处的伤痛。

谈到自己脱贫攻坚的经历时，他
说：“3年下来，我对人生的感悟与之前
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我就是个普通
人，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希望
自己的实际行动能给子女起到好的带
头作用。”现在，徐建军最大的愿望就
是认真做好手上的每一项工作，与同
事们携手打赢疫情防控战。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受访者供图

徐建军援彝期间为居民测量血压。

邱媛媛夫妻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