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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里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
记者深入探访我市第一个集中医学观察点

市应急管理局调动救援队力量

106名队员参与卡点执勤工作
□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2 日上午 8 时，千喜救援
队队员准时出现在永康南站卡点，
协助公安、应急、医务等部门做好执
勤防控工作，为我市疫情防控筑起
一道坚实防线。

不仅仅是千喜救援队，五菱富新
先锋民防救援队以及雄鹰救援队、红
十字会救援队、农商银行民安救援队
的队员也都出现在全市各个卡点。

随着我市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期，在市
防控指挥部要求增加防控力量的部
署下，市应急管理局主动担当，承担
人员增援工作。据悉，目前该局调动
5 支社会救援队共 106 名队员,在火
车站、永康南站、东永高速路口、永
康互通高速路口、330国道永武交界
处5个卡点参与防控执勤工作。

“在这次执勤工作中，我们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员
干部冲在一线，并且对执勤队员健

康状况进行了仔细筛查，共同筑起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钢铁长
城。”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童安胜
说，本次防控执勤工作遵循“帮忙不
添乱”原则，统一部署，统一调动，精
心组织，切实把最坚强力量夯实到
第一线。同时，为保障队员的安全，
应急管理局紧急采购口罩、防护服
等应急物资配备给每一位队员，并
要求他们在岗要服从相关部门的统
一领导指挥，不能擅自行动。

□记者 李梦楚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来势汹汹，为切断可能的传播
途径，我市第一时间改造了两个集中
医学观察点，对排查到的确诊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橙色预警）采取隔离 14
天的措施。3 日上午，记者深入第一
个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探访。

走进观察点，第一感觉只有一个
字——空。记者了解到，该观察点从
1月23日开始改造，1月26日正式启
用，医护人员主要由市中医院和市疾
控中心抽调，2 日又有市二院、市六
院（骨科医院）及永康医院的医护人
员前来支援。

“人手不足，所以谈不上排班。
所有医护人员吃住在此，24 小时待
命。”观察点负责人、市中医院党委委
员王成达介绍，医护人员在这里身兼
数职，既要承担起检测体温、密切观
察留观人员是否有发热症状等任务，
也要负责心理疏导，还要为留观人员
及家属接送物品，担负起保洁、清运、
消杀等任务。

为减少不必要的接触、节省防护
物资，医护人员专门组建了微信群。
由于不少留观人员是临时入住的，准
备不足，提出的要求也“千奇百怪”：
有要求送牙膏、奶粉、尿不湿、剃须刀
等日常用品的；有嫌弃饭菜淡，要求
送盐的；有觉得冷，要求开空调的；有
饭点吃不下饭，半夜又要求送外卖
的；有在房间里无聊，想要纸笔练字
的；有皮肤过敏，向医生求助的；有出
门拿盒饭，不小心被锁在门外的⋯⋯

“留观人员年龄最小的只有 7 个
月大，最大的 78 岁，每人一个房间

（12 岁以下儿童可由父母陪同），不
能出门、不能串门。我们 24 小时盯
着群里的消息，统一收集大家的需

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采购、配送。
只要不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我们自
掏腰包也会为留观人员送来。”观察
点工作人员梅淮军说，有时留观人员
有就医需求，他们还会联系市中医院
专家进行远程会诊，尽可能地为留观
人员解决问题。

这些天，留观人员从最初的忐
忑、怨恨、暴躁，到后来的平和、理解、
贴心。在观察点值守的医护人员也
从刚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
处理起各项事务来井井有条、头头是
道。例如，口罩、手纸等按医疗废物
处理，盒饭、果壳等按生活垃圾处理，
由专车运送。找不到工人，就自己安
装了220个垃圾桶，送到两个集中医
学观察点。

“有些留观人员因为自己不幸成
为‘受害者’而愤愤不平，在群里大肆
辱骂。其实，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
理解。经过医护人员的劝导，他们很
快就平复了情绪，第二天还反过来在
群里积极安抚他人情绪。”梅淮军说，
经过 14 天的相处，留观人员与工作

人员成为朋友，还有的留观人员临走
前在微信群里发红包，说要感谢所有
工作人员。

记者了解到，截至 2 日，观察点
共解除医学观察 11 例。采访时，梅
淮军还乐呵呵地跟记者打趣道：“他
们开开心心地回家了，我们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家呢。我们一名工作
人员施永跃的妻子也是医护人员，近
段时间他们只能把两个孩子托付给
亲戚照顾。前几天，妻子给他送来了
一口碗和一个过期的N95口罩，说没
时间吃饭的话起码有口碗能热下饭
菜，万一防护物资短缺了，过期的也
能派上用场。我自己也是天天吃盒
饭，还跟家人里开玩笑说，准备过年
穿的新衣服可以留到明年再穿了。”

在观察点，记者真切地体会到，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并非虚言。必
要的食物、照料与有序的应对、保障，
让有形的隔离墙化作无形的关怀。在
守望与被守望间，人们朝着同一个心
愿而努力：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记者 叶宁 通讯员 胡颖端

本报讯 1 月 31 日下午 2 点，市
交投集团双飞公司 13 名城乡公交应
急驾驶员集结到位。接下来的一段
时间，他们将在市卫健局的支持下，
承担起一项艰巨的任务——运送密
切接触及需隔离观察的人员。

为保障应急驾驶员的健康安全，
市疾控中心专家沈健康专门为他们
作了自我防护、车辆消毒通风、防护
服穿戴等方面的专业辅导。在保障

安全运送工作的同时，公司也要求车
队配合医护人员做好体温的检测，落
实专人严格执行“一圈一消毒”，细致
地做好车辆进场清洗和消毒工作。

据悉，此次将有 9 辆城乡公交改
装成应急接送车，兵分三路开展相关
应急运输保障工作。1月30日，集团
领导下达了改装任务，双飞公司紧急
召集机务、城乡公交及修理各单位，
群策群力，克服困难，连夜制定了车
辆隔离方案。

第二天一早 ，双飞修理公司的

师傅们全部上班，绞尽脑汁克服了材
料短缺的困难，饿了就吃方便面、困
了就随便躺一下，加班加点，从接到
任务到完成 9 辆应急公交车辆的改
装工作，仅仅用了24个小时。

面对疫情，不管是临危受命的13
名应急公交驾驶员，还是不辞辛苦改
装车辆的修理师傅们，都是一群在疫
情中“逆行”的人，他们冲在第一线，
站在最前沿，用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
攻坚战贡献交投双飞的力量，以初心
和使命守护广大乘客的幸福安康。

市交投集团积极保障应急运输

24小时完成9辆应急公交车改造

观察点工作人员为留观人员分发物资观察点工作人员为留观人员分发物资

□记者 吕高攀 通讯员 胡励

本报讯“张大哥，这是你昨天跟我们
定购的鸡蛋和瓜子，我们给你带过来了。”
3 日，前仓镇年轻干部黄伟焘来到小王元
村，递给该村隔离对象两个鼓囊囊的大袋
子。

接过坚果和水果的张某感动之情溢
于言表：“本来，今年全家要去厦门过年，
结果却被通知要在家里隔离。厦门没得
去了，年货也一点都没买，说实话，这个年
本来过得不是滋味，多亏了你们提供的服
务和关心，你们真是及时雨！”

收到“及时雨”的并非只有张某一家，
不少前仓镇的居家隔离对象都享受了这
项专门的免费“跑腿”服务。当天，该镇年
轻干部还为隔离对象送去了 1 公斤鸡蛋，
2.5 公斤橙子，1 公斤瓜子，确保每户人家
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给。“有需要，就找我
们吧，通过电话或者微信订购就行。”每次
去送菜，年轻干部们都笑脸相迎，热情服
务，让群众感到十分暖心。

在前仓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工作一线，活跃着一支年轻党员突击
队——暖心“红马甲”，黄伟焘正是其中的
一员。这支由 20 多名年轻党员干部组成
的防控队伍，在疫情面前临危不惧，恪尽
职守，积极应对，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构筑了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打好防控阻
击战。

前仓镇界牌卡点，身着红马甲的突击
队员——前仓镇常务副镇长李文帅一边
帮助做着出入登记工作，一边对每一名路
过的群众念叨着“注意身体状况。”夜逐渐
深了，刚想坐下喝口热水的李文帅，突然
感觉头部隐隐作痛，就趴在了桌上。镇主
要领导知道情况后，打电话命令他提前离
岗休息。挂了电话，他只在班子群里轻描
淡写的回了一句：“我头痛，估计累了”。
转身又投入繁忙的卡点检查工作中去了。

大年二十九傍晚，听到刚下班回家的
爸爸林志敏说要放弃预订的全家春节海
南游，期待了这场寒假海岛之旅很久的女
儿有点失落。不仅取消了和女儿的“约
会”，林志敏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度过了
大年三十，发动督促村干部尽责履职、走
村入户摸排了解、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现在，“年轻干部突击队”领头人王瑞
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次去隔离对象家走
访，都会去厨房转转，看看米箱、冰箱里的
情况。“有些对象不好意思主动开口，之前
在石塘村，要不是我们发现，还真不知道
隔离对象家中已经没有存粮了。”作为荆
州后吴片的片长，王瑞肩负后吴、荆州几
个大村的防疫工作，还要顾及全片工作的
统筹。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王瑞把老婆
孩子“赶”回娘家。因户外待的时间过长，
王瑞双手已长满冻疮，脸部也因戴口罩过
久而红肿变形。

“我是年轻人，先安排我！”“作为党
员，关键时刻我绝不能缺席。”年轻党员突
击队组建之初，这是年轻党员们朴素又坚
定的内心独白。防疫工作，困难重重，从
重点人员的多轮排摸，到不分昼夜的隔离
对象盯梢，每一场都是持久战，需要投入
最大的决心与勇气才能坚持下去。突击
队员们拿出了年青人的闯劲、拼劲、干劲，
主动申请前往任务最重的岗位。

前仓镇“红马甲”
当起免费“跑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