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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20时许，已连续执勤10天的南涧
县乐秋乡政府职工李光剑，利用轮班调整的间
隙，跑回县城看了一眼即将分娩的妻子后，独自
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乐秋新桥疫情防控监测点
执勤。20时30分许，李光剑骑行至祥临公路拥
翠岔路口时，被一辆对向占道行驶车辆撞击，当
场身亡。这一天，距离他30岁生日只有10天。
就在他倒下4天后，女儿呱呱坠地了。

“新桥执勤点已经是他的第二个轮换点了，
之前，考虑到他照顾妻子方便，让他到离县城更
近一点的东升执勤点参与监测工作。后来，他主
动提出到疫情防控监测阻击难度最大、人流最多
的主干道入口乐秋新桥疫情防控监测点坚守。
他不仅是位好青年、好干部、好战士，也是名优秀
的共产党员。”乐秋乡党委副书记自平方说，身为
乡安监办主任的李光剑，工作非常认真，按照乡
党委、乡政府的工作部署，他每天21时至次日9
时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测点执勤工作，从执
勤点回到单位，又接着投入安全生产、人居环境
提升等本职工作。特别是近期对途经乐秋乡的
国家重点项目，大临铁路集中开展的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他都没落下。就在发生交通
事故前一天，执勤结束后，他还和两名同事一起
去了解大临铁路的复工情况，并向县应急局作了
信息上报。

“李光剑年轻，有责任心，他是主动申请值夜
班的人，当时，乡里好多同事、乡领导都知道他的
妻子就要临产，多次劝他请假或白天值勤，他总
是说没事，自己顾得过来。”李光剑在监测点执勤
的同事张光泽表示，执勤期间，做监测、量体温、
做记录，李光剑都是冲在最前面。

2月7日20时40分左右，李光剑提前来到
新桥监测执勤点，主动让白班执勤的同事早点休
息。就在这时，有一个村民朝着执勤点走来。当
得知他刚从省外返回，准备回村子后，李光剑按
流程进行登记测查，比对相关数据后，建议他到
县城留验站进行留验观察，并作了细心引导。听

村民说还没有吃晚饭，李光剑便跑到执勤点帐篷
里，将自己的那份糕点拿给了他。在李光剑的耐
心说服下，执意想回家的村民顺利配合县红十字
爱心志愿接送人员，前往留验站观测。

1月27日，南涧县全面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后，李光剑赶回工作岗位，参加乐秋乡疫
情防控阻击。眼看妻子预产期就要到了，他却无
暇顾及，不得不把远在漾濞的岳父岳母接到南涧
照看妻子。

妻子马梅是李光剑2014年在小湾东镇新
龙村委会担任大学生村官时认识并走到一起
的，二人一直非常相爱，不管对方去到哪里，都
会第一时间报平安。尤其在李光剑加入乡里
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后，手机都一直开
着定位功能，随时给妻子掌握执勤路线和方
向。事发当天，李光剑走后半小时，马梅打开
手机一直在看丈夫的行程定位。“两个多小时
地点都没发生变换，她不停地打电话四处询问
……”噩耗传来，岳父马永华内心痛如刀绞，他
一直不敢告诉女儿，手机上的定位是女婿留下
的最后位置。

2月14日上午8：30，一阵婴儿啼哭声划破了连日来有些紧张的空气，一个新生命在南涧县妇计中心诞
生了。就在4天前，她的父亲、南涧县乐秋乡政府职工李光剑，在前往疫情防控监测点接班值勤途中突
发交通意外，永远地离开了她……
2月1日，洱源县茈碧湖镇中炼村委会上中村一组村民小组长杨志铭，在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工作7天后，
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2月3日，银桥镇鹤阳村委会副主任张理南，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13天后，突发心梗，倒在了立春前夜的
回家路上……
2月1日至10日，短短10天，大理3位基层干部，倒在了疫情防控一线。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牵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每天都有无数的基层干部在坚守、在奋战，阻击新冠肺炎仍
在继续！

女儿出生前4天，李光剑上班途中遇车祸
连续奋战13天，张理南倒在回家路上
连续工作7天后，杨志铭突感身体不适

他们倒在抗疫第一线

2月10日，华新水泥剑川有限
公司复工复产，生产车间里，数十
名员工戴着口罩各司其职，一派繁
忙景象。

“人员进厂必须测体温、戴口
罩，上下班期间尽量避免开会，食
堂分开就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王兆兴介绍，为了抓好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公司成立了专门的防
疫应急管理小组，下设消毒、环保、
监控等小组，制定防控方案，细化
防控措施，建立全环节、全流程的
疫情防控台账，采取产区消毒、分
时分段就餐、“小班制”生产模式、
暂停不必要的会议等举措，同时投
入8.6万元资金，购买了消毒液、酒
精、防护服、防护手套、喷雾器等防
疫物资，严防企业发生聚集性感染
事故。

2月15日，大理州召开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大理州工业企业和农业生
产复工复产情况。

截至2月14日 17时，大理全
州纳入统计监测的257户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已有131户复工复产。
计划在本月内恢复生产的规模工
业企业有222户，2月以后复工复
产的35户。其他未纳入统计监测
的规下工业企业，复工复产面达
30%左右，除与疫情相关和与春耕
生产相关的制药企业、食品加工和
春耕备耕等企业外，很多规下企业
都要在疫情过后才能恢复生产。

“从行业来看，有26户涉及民
生供水、供电、供气、供煤的规模企
业复工；有41户农副产品生产、食

品加工等生活物资保障的规模企
业复工；有11户涉及春耕备耕所需
农资生产的规模企业复工；有16户
饲料生产加工及养殖生产的规模
企业复工；有8户水泥生产规模企
业复工。”大理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姜辉介绍，“总体来说，目前全
州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基本都已复
工复产，重点企业复产情况良好，
工作正有序推进。”

“目前，全州有250户州级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国
家级6户、已复工5户，省级93户、
已复工74户，州级151户、已复工
111户，州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复工复产190户。种、养殖类
农业龙头企业大多数已复工生产，
尚未复工的企业多为加工型龙头
企业，目前正抓紧做好复工投产及
疫情防控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早
日复工生产。”大理州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赵成明也就当前农业生产、
春耕备耕工作做了介绍，“预计未
来1月内，我州大白菜、萝卜、莴笋、
西红柿等主要蔬菜品种产量可达
8.65万吨，可出栏生猪28.65万头、
出栏家禽199.76万只；在保障州内
供应的基础上，未来1月内预计可
调剂外调蔬菜3万多吨，肉类2万
多吨。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后，积极
开展白条鸡供应试点示范工作，祥
云云源春食品加工厂、南涧秉炎农
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户家禽屠宰
企业，日屠宰产能5.5万羽，近期每
天屠宰近3万羽，满足市场需求。
我州主要农产品生产不停、供应不
断、价格稳定。”

杨志铭是洱源县茈碧湖镇中炼村委
会上中村一组村民小组长，今年40岁，疫
情工作开展以来，他值守备勤，向村民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在主要道口设岗排查，
劝导重点疫区返乡人员居家观察。

2月1日11时，杨志铭在中炼村委会
上中村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中突感身体不
适，送至洱源县人民医院救治，因心力衰
竭抢救无效，于当天19时去世。

杨志铭性情耿直，做事坚持不懈，解
决村里的大事小情，总是“不达目的不罢
休”，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耿”。

“我们各村各组就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我们基层的村组干部要全力以赴，
守卫好这道防线。”1月30日上午9时，中
炼村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为尽量减少外
来人员流动，上中村一二三组联合设起
登记点，及时劝返外来人员。

在登记点执勤时，杨志铭和其他两
位小组长认真回顾了前期走访排查、入
户宣传的工作，梳理出下一步的工作重
点。310省道贯穿上中村，来往车辆频
繁，在消毒药水到位以前，必须抓紧时间
把石灰粉赶紧撒完。省道全长1公里多，
11条串户巷道长5公里多，加上各家房
前屋后多出的几公里，任务很重。

1月31日，杨志铭、二组组长杨春
华、三组组长杨汝华一大早就在村里撒
起了石灰。“老耿说，大过年的，乡亲们出
来帮忙也不安全，我们三个干快点，两天
之内应该能完成。”杨春华说，“早上刚出
门，老耿就说身体有点不舒服，杨汝华我
们两个让他先去看医生，他说疫情这个
事等不得，再坚持一下。白天把能做的
事做了，晚上再去打针。”从早上7点多开
始，三位小组长一边撒石灰消毒、张贴宣
传册页，一边入户对乡亲们拜年祭祖的

习惯予以劝说制止。
“1月28日那天，老耿身体就有点不

舒服，随便休息一下又马上回到岗位上，我
们多次劝他去医院看看，但他总说没事，一
点小病不碍事，开点药、打一针就好了。”杨
汝华表示，老耿不是党员，却始终是冲锋在
前的战斗员、防疫知识的宣传员、防控措施
的监督员、居家问暖的服务员。

自洱源县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I级响应之后，1月26日开始，7天来，老
耿每天从早忙到晚。1月31日，老耿在医
院输完液后，医生嘱咐他要多休息，好好接
受治疗，不要外出，他却放不下村里的防控
工作。2月1日清晨，他再次返回工作岗
位，继续着脑子里需要尽快解决到位的“日
程”，11时许，突感身体不适才停下……

“疫情太紧了，一刻也不能耽搁，我
誓与疫病斗到底，只要我们严防死守，我
就不信耗不死这病！”杨春华没想到，那
个乐天派的老耿在撒石灰时一句不经意
的豪言，却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2月4日，立春，本是万物复苏、充满希望的
日子。连续13天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银桥镇
鹤阳村委会副主任张理南，却在立春前夜，倒在
了回家的路上……

从1月22日大理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I级响应，至2月3日突发心梗，整整13天，张
理南每天早出晚归，不是入户排查做宣传，就是
在卡点执勤和巡查。发病当天，张理南心里挂
念的，还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家的生命安全。

疫情防控开始后，张理南摸清鹤阳村情况，
梳理出全村447名返乡人员、147名外来流动人
员。这些人成了张理南工作的重点，每天他都
要时时关注村民动态，并且不定期地对延期、取
消客事宴请的20多家村民再宣传，确保疫情防
控扎实有效。

前两天村里的一位高龄老人去世了，按照
白族的风俗是“白事当红事办”，一定要热热闹
闹。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时
期，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聚餐，无疑是在给病毒提
供传播的条件。从老人去世那天到他自己倒
下，张理南连续多日在该村民家里做思想工作，
终于该村民勉强答应。2月3日下午，张理南忙
完村里的事务后，再次来到该村民家，从村民家
里出来已经是18时多。

原本可以回家休息一下的张理南，又想起
了还在村口值守的工作人员，回家的步伐转向
了村内12个路口卡点。19时多回家途中感到
胸口疼痛，送到医院后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
当天20时永远地离开了，享年57岁。

“进入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按要求，我们
要对外来人员进行统计和排查，封堵12个主要
入村路口，并在每个路口安排专门的值守人
员。另外，取消了头铺街，劝导村民们推迟办客
事，最大程度上减少村民聚集。期间，我们早上
8时到位，对所有的路口进行巡查，张理南在巡
查之后还要负责上报情况，13天下来，我们就天
天这样跑、这样干。”和张理南一起工作了二十

余年的村干部董余香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我
们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他突然离去，对家庭如
同砍掉了顶梁柱，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像是砍掉
了一只手。更令人心痛的是，他78岁的老母亲
还卧在床上。”

作为银桥镇的基层干部，不管是疫情防控
还是殡葬改革，张理南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
个。一直以来，银桥镇都保留着土葬的习俗，就
在张理南带领村民推行殡葬改革的那年，老父
亲突然病重。当他每天对着病榻上的老父亲，
一遍又一遍地讲土葬的危害和殡葬改革的重要
性时，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疼。最后，老人同意
了儿子的想法。2012年，父亲离世了，悲痛万分
的张理南将父亲的遗体火化了。直到鹤云峰骨
灰堂正式投入使用，他才把存放在家中整整2年
的骨灰盒，慎重地存放到了骨灰灵堂中。在殡
葬改革的推行中，张理南开创了大理海西片区
骨灰寄存殡葬改革的先河。

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张理南的家属
遵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取消了客事办理。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大多数已复工生产

杨志铭
严防死守，向村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张理南
立春前夜，倒在了回家路上

李光剑
倒下4天后，女儿呱呱坠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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