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斯睿：磨刀立马抗新冠，不负南湖曾少年 

 

张斯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8届社会工作硕士毕业，通过选调生考试

就职于武汉市江岸区某街道办事处。2020 年新春伊始，武汉市爆发了新冠疫情，作为一名

基层工作人员，他与同事们连续奋战了 97天。经过事先的简单沟通，我们于 8月 3日晚以

微信聊天的方式采访了张斯睿。 

硕士赴约：与中南大再续前缘 

张斯睿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自然对武汉的各所高校都不陌生。谈起对中南大的印象，

他说：“一般一般，武汉第三。咱们学校作为一个纯文科院校，在武汉地区仅排武大华科之

后已经能够证明实力了。”高考后，张斯睿因为分数原因与中南大失之交臂，最后去了外省

上大学。但他一直有心回到武汉，回到中南大，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本科时，他参加了中南

大的夏令营，切身实地地在中南大生活了几天，把学校的环境摸了个透。考研时，他毫无迟

疑地报考了中南大，后来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方向是非营利组织和养老产业管理。 

回望过去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他说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耐心细致负责的庞明礼老师，并

有幸能够在庞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成长。庞老师除了学术功底过硬，还非常关心学生们的情况。

读研期间每周都会开师门讨论会，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近段时间在学术和就业求

职方面的问题，庞老师会仔细聆听然后进行梳理并给出建议。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或者有什么

想法都可以马上咨询老师，这样密切的师生联系在很多高校都是难得的。最后他总结道：老

师的耐心真诚让人心里踏实。人生中遇到的人和事都会在我们心里打下烙印，随着时间流逝，

这些经历会转化为我们的一部分。庞老师治学严谨、爱护学生、爱岗奉献，学生们每每想到

这样一位好老师他都会觉得内心温暖。                               

 

机缘巧合：在家门口工作 

研究生生活刚开始时，张斯睿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一段时间的深入学习之后，经过

慎重的考虑，他决定放弃学术道路，因为他认为自己“似乎没那个本事”。临近毕业，张斯

睿拿到了两份很不错的 offer，与此同时他也利用寒假准备了武汉市的选调生考试。春节过

后，让他有点意外的是选调生的笔试竟然过了。前两份工作是在外省，而张斯睿的未来规划

是想留在武汉发展。所以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一心一意地准备了选调生的面试，最后拿到

了全省第二的好成绩。分配岗位时，他恰好又被分到了自家门口。采访过程中，张斯睿总会

用“巧”“机缘”“一般”等字眼形容自己走过的路，而对自己努力的过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似乎自己单纯就是运气好罢了。 



选调生有基层服务期，目前他在江岸区某街道工作，主要负责党政办公室的工作。基层

工作一方面要直面群众；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好上级的指令和要求，他说这是挑战也是动力。

除去日常业务和事务性工作外，有时候也会用到一些意外的技能比如修理电子产品、使用

PS、CAD画图软件、进行音视频剪辑等。除了要完成科室的工作，他还需要协助领导协调全

局性工作。工作虽然忙碌，但也能让人迅速成长。他回忆刚入职时，自己对很多业务都不了

解只能自己摸索，也因为办错事感到心理压力大。不过他没有退缩，时间一长，很多事情他

就能提前准备，不至于像当初那样手忙脚乱。因为人员调动，科室里一度只有他一个人，不

过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谈起工作年限，他笑称，自己是这个科室里三年来待的时间

最长的人，是个“老人”啦。 

疫情爆发：连轴转 97天 

1 月 20日左右，武汉疫情爆发。1月 23日，政府作出封城的决定，小区和社区也进行

封闭式管理，全部的商业活动都停止。社区和街道作为直接管辖居民的组织，是联防联控的

第一线，责任重大。张斯睿所在的办公室在疫情期间主要负责上传下达、文件起草、接听和

处理投诉求助热线、物资后勤管理、协调患者转运等综合协调类的工作。但疫情的发展迅速

且突然，加上临近春节，封城之后，武汉市的人力物资都跟不上。张斯睿所在社区在封城后

也遇到了防护物资短缺、人手不够的困难。在对社区内的居民进行体温检测或者做需要隔离

人员的工作时，社区的工作人员仅仅只戴一只一次性口罩，有条件的就罩一件塑料雨衣。 

面对迅猛的疫情，张斯睿坦言，说心里不害怕是假的。虽然有恐惧，但责任和家国情怀

让人更有勇气去面对。一起奋战在一线的同事都秉持着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当单位内有了

确诊病例，并且发现街道工作人员都是密切接触人员之后，所有人接受了一次核酸检测。大

家这样相互鼓励:如果中了就隔离休息十四天，没有的话就继续努力工作，十四天之后说不

定就有希望了。当被问到家里人是否支持自己的工作时，他自豪地表示，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父母也都在继续工作。疫情当前，缺的就是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大家能做的就是各尽

其责，发光发热。在当时很多医院不接收非新冠肺炎的患者的情况下，国药控股汉口大药房

承担了大部分武汉市重症患者的药品保障，例如针对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的药品，也是

这些病人的救命药。张斯睿的母亲是汉口大药房的员工，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

这也与他们的工作时间差不多。 

当问到在接听热线时，是否有群众心急冲工作人员发脾气的情况时，他说遇到过，“人

在家关久了想发泄一下，家里没菜了要批评一下，病人情况危急需要救助，虽然表达的方式

有点急切，但渴望幸福生活的心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能做的就是换位思考和用心理解。



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尽可能地解释给他们听并帮助他们想办法解决。

2月份每天的求助热线日均 150个，大部分人是为了解决床位、物资和出行问题。令人欣慰

的是，到了 3月份，方舱医院建成，床位紧张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最直观的就是求助

热线的数量大幅下降，3月份日均 50个，到了 4月份，日均 20个。求助的重点也从医疗救

治方面转向了民生保供、复工复产。 

4 月 8号解封之后，武汉这座城市开始慢慢复苏，路上开始堵车了。但疫情防控工作仍

然没有放松，小区封控值守、发热患者追踪等一系列工作还在继续进行，这能确保每个发热

患者都排除患上新冠肺炎的可能，做到一旦有新增就启动程序。 

在我们问道：抗疫之后，也是经历过生死了，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张斯睿回答说，

自己或许比较后知后觉，经历过疫情之后，只想放个假能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全身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去，其他的没想太多。 

 

结语 

个人是渺小的，但所有人都发一点光，星星之火，也能燎原。张斯睿只是武汉市千万个

基层工作人员之一，在武汉遇到困难时，他们恰好留在了城内，与医生护士一样，他们也是

在第一线，在排查病患和安顿其余群众的第一线。与疫情抗争最胶着的时候与现在相比大概

就是更累和连续熬夜加上吃泡面导致的过劳肥，可谓是举重若轻。 

他首先是一个社会人，其次是一个从中南大走出去的年轻人。每年从中南大毕业的学子

有数千名，他们散入祖国各地，在社会各界耕耘。学校的校训是：博文明理，厚德济世。落

脚点在济世，是无数的人们和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采访张斯睿不是为了塑造英雄，

只是对历史的一次回溯，是对青年人担负社会责任的一次写照。正如他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般一般”，正是这种平凡踏实乐观才显得难能可贵。他对学弟学妹的寄语是：磨炼专业

技能，锻造吃苦本领，做乘风破浪的 zueler!我想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年轻人，也希望所有

人以此勉励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