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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挂出“四色预警地图”对表作战早日清零
东城街道全员发力筑牢疫情防控墙
□记者 胡颖

本报讯 1 月 30 日，记者在东城街道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联动中心门口，

看到在一张“四色预警地图”上标识了该街

道辖区内 15 个行政村、8 个社区“四色预

警”管理人员的分布情况。通过这张地图，

每个工作人员都能清楚地知道疫情的防控

重点在哪里。

前期，我市实行了“四色预警”工作机

制，将预警对象划分为红色、橙色、黄色、蓝

色进行分类处置和管理，“四色预警地图”便

是东城街道在疫情防控工作上的又一创新

监管方式。它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筑牢了疫情防控墙。据介绍，

自1月26日起，东城街道“四色预警地图”每

天会在晚上8点，根据疫情统计上报情况进

行更新，一日一更的频率让疫情一目了然。

“通过‘四色预警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东城街道防控压力较大的集中在8个社区，

这是因为社区工作人员少、人口密度大、人

员流动多等。”东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周江

说，针对目前“四色预警”管理人员的分布

情况，街道已分派 30 余名干部下沉到各社

区内，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各项防疫工

作。与此同时，该街道还发动了网格员、楼

道长、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确保宣贯不留空

白、排查不留死角、防控不留余地。

除此之外，东城街道针对预警对象，实

行“6 对 1”处置模式，即街道责任领导、联

村干部、责任医生、责任民警、村党员干部、

亲邻全部到位，做好隔离者必要的生活保

障工作。

“没有誓师大会，没有请战书，更没有

豪言壮语，我们社区人放弃了与家人团聚

的时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工作岗位，成为

抗疫逆行者。”日前，东城街道许码头社区

居委会主任姜月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确

实，疫情当前，基层的工作人员成了防疫工

作的中流砥柱。当我们每天微信步数只有

区区几百的时候，这些天，他们的步数保持

在每天 2 万左右，通过他们脚步的丈量，织

密了疫情防疫的安全网，守护了千家万户

的平安梦，口罩的勒痕也成了他们脸上最

美的印记。

若能护你岁月静好 我们甘愿负重前行
——记奋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疾控人

□记者 童英晓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让人避之不及，但在我市，有这

样一群人，天天和病毒“在一起”。他

们有从流行病学调查，到密切接触者

摸排、随防，疫点的消毒，病毒核酸检

测，他们动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无

一不做到极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失防万一，绝不为病毒的传播留下任

何一丝可能。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疾控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对市疾控中心全体干部职

工来说，就是进军的鼓声、冲锋的号

角。自我省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应急响应以来，疾控中心全体人员放

弃休假，舍小家顾大家，冒着病毒感

染的风险，彻夜无休、无怨无悔的奋

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责任和专业

守护永康人。1月29日，记者走进市

疾控中心，聆听他们讲述在这个不平

凡的春节里发生的一幕幕。

党员干部带头冲在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接到疫情防控工作指令后，市疾控中

心迅速行动，制定技术方案，成立了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并下设七个工作

组，24 小时保持应急状态。同时，该

中心还设立 24 小时疫情应急值班电

话，并通过不同平台，开展多种形式

的健康宣教。至此，疾控中心拉开了

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阻击战的帷幕。

市疾控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胡

云卿说，中心现有职工 59 人，在职党

员 32 人。去年中心支部被市委组织

部评为“红旗支部”。“一直以来，党员

干部都发挥模范先锋带头作用，特别

是面对这次疫情防控战，不怕累，不

怕苦，更不怕危险，纷纷带头冲在一

线。”

说话间，迎面走来了一位疾控

人，她就是检验科科长陆月敏。

陆月敏，中共党员，是一名外地

嫁到永康的媳妇。当被问及这几天

工作经历时，在永康工作 25 年的陆

月敏操着一口不算流利的永康话和

记者开起了玩笑：“收获最大的就是

瘦身减肥成功，其他的都还好吧！”她

说，自从腊月廿九开始，体重明显下

降，到今天为止足足减了 6 斤。“黑眼

圈、满脸憔悴，体重下降，几乎成了女

同事的标配。”忙里偷闲的陆月敏一

边走一边对记者说。

为了尽快获得检测结果，使临床

一线第一时间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经多

方努力，1 月 28 日，我市核酸检测正

式上线，而进入实验室工作是一个难

度和危险性都极大的岗位。“陆月敏

主动请缨，第一个走进了实验室，也

为接下来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很好的

带头作用。”胡云卿向记者透露，陆月

敏本来春节回老家，但是面对疫情，

她偷偷退掉了早已订好的车票，一直

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不仅仅是陆月敏，同科室的杨柳

桦也一样，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前结束休假，从昆明返回到了

工作岗位。

实验室一呆四五个小时
疾控中心 5 楼，这里是外人的

“禁区”。因为这里接收的是来自各

个医院发热门诊患者的样本。从房

门口走进实验室核心地带，一共要穿

过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三个区

域。检验人员必须“全副武装”才能

开始工作，记者透过窗户看见，实验

室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口罩、眼

罩、正压防护面罩。

陆月敏说，穿着全套装备进实验

室，十多分钟就湿透全身，而她们一

次要在里面待四五个小时，出来的时

候，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鼻涕，反正

整个脸都是黏糊糊的，怪难受。

消杀组的金骥品说，平时也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演练，但没想

到，第一次进入真正消杀现场时，还

是蛮紧张的。他坦言，穿上防护服的

那一刻，心跳都加快了。快速让自己

平静下来，金骥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别人视若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

及的疫点，金骥品和消杀组的同事们

却毫无畏惧，及时、精准杀灭病毒，消

除了潜在的疫情扩散风险。

“消杀工作也是一个体力活，每

次都要背着 20 多斤重的喷雾器来回

消毒。像今天的这个疫点，就有 10

多个房间和 10 多个卫生间需要消

毒，等脱下防护服后，才发现双手都

发白了。”金骥品说，

在一个办公室角落里，记者看到

了几只方便面的空箱子。传防科主

任医师吕梅斋说，这几天太忙了，大

家都没有回家吃饭，饿了就啃块面

包，或者泡上一碗方便面，今年的年

夜饭大家一起享用的就是方便面加

火腿肠“大餐”。“方便面最近成了我

们的心头爱，每天换着口味的来，但

即便这样简陋的聚餐也成了战斗之

余唯一的乐趣。”

首例确诊病例公布时，他们已经

不眠不休三天了；平日寂静的大楼，

现在直到深夜还是电话铃声此起彼

伏；即使戴着防护手套的双手被汗水

浸得发白，双脚在毫无保暖可言的雨

靴里僵得没有知觉，却从没有一句怨

言⋯⋯这就是疾控人。

每天高负荷工作
传防科承载着整个疾控中心各

项数据的排摸、汇总，以及与上级各

部门衔接沟通等大大小小事项，可以

是说整个中心抵御疫情的“心脏”，特

别是面对复杂的防控形势，工作量之

大、之烦琐，更是一般人所无法想

象。“科室总共 8 个人，大家都是忙得

团团转，毫不夸张地说，都是在满负

荷的工作。即使这样，也没有人喊

累，喊苦。”传防科科长鲍巍巍边敲着

键盘边对记者说。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采访时间里，

鲍巍巍桌上的电话和手机铃声此起

彼伏。“前几天接的电话次数，这辈子

都不会破纪录了，短短 5 天时间里虚

拟网通话时间就达到 1000 分钟，还

不包括固定电话，后来声音都嘶哑。

与别人对话时，说轻了，对方听不见，

后来干脆用来喊，结果又被误解说我

态度差。”鲍巍巍说，这两天电话还算

比较少的。

其实，对鲍巍巍来说，这些都不

算什么，最让他自责的是接到四岁的

女儿电话。“爸爸，你这上的是什么班

呀，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

“从腊月廿八开始，基本上都是

在单位里度过的，就连年夜饭，也是

趁空隙回家随便扒了两口。”鲍巍巍

说，单位里每个同事都辛苦，不要只

宣传他，他只是尽到一个医务工作者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每个科室、每个工

作组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

每一个人都是不顾个人安危，全身心

投入忘我工作中。比如，检验室的人

员披星戴月到市一医指导采样并运

送样本、消杀组及应急小分队成员不

分昼夜地对外环境进行终末消毒、流

行病调查组深更半夜还在看数据赶

报告⋯⋯

若能护你岁月静好，我们甘愿负

重前行。正如传防科方吴妤倩所说，

当她大年初二下班时突然看见单位

门口的“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横幅时，眼角忽然

有些湿润，“这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

正是全体疾控人正在日夜奋斗的事

业。”

全副武装的疾控人。

许码头社区与共建单位
率先开展防疫人员排摸

□记者 胡颖

本报讯“你怎么在这里呀？”“作为党

员的我这时不挺身而出，那我当初入党又

是为了什么？”这一段对话发生在 1 日下

午，东城街道许码头社区组织开展的重点

防疫人员摸排工作中。

原来，当天下午，许码头社区在全市率

先召集了市市场监管局、市委党校、永康日

报社等共建单位的党员干部一起开展重点

防疫人员摸排工作，身为党员的杜远军得

知后第一个报名参加，并在他的带领下，十

余名居住在该社区的党员也申请参加此次

工作。这支摸排队伍逐渐壮大到121人。

“目前，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我们

社区人口密集，开展摸排工作比想象中更

累更复杂，共建单位的党员干部及党员志

愿者的参与可谓是雪中送炭。”刚爬完一幢

8 层高楼的许码头社区居委会主任姜月娥

气喘吁吁，这是因为她刚挨家挨户地敲门

询问发放宣传单。

当天，许码头社区共完成重点防疫人

员摸排142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