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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实 打好疫情防控战

风里雨里 感谢有你
——融媒记者走近坚守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二）

为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打赢外防输入硬仗，我市广大党员干部、医生、志愿者、街道工作人员以扛旗争先的姿态，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他们不仅是党委政府的好助手、疫情防控的践行者，也是防控知识的宣传员、联防联控的先行者。他们在关键时
刻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确保了社会大局平静安静、稳定有序。他们把奉献和光荣写在抗疫一线，为全省的防疫大局
贡献“永康力量”。

战“疫”有你
一 起 守 护

每天分三班参与核酸采样

医务人员接力
守好城市大门

“叮铃铃⋯⋯”12 月 15 日 21 时，在

花街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值班室，医生

吕华章从睡梦中醒来。他起身关掉闹

钟，穿上外套，戴好口罩和外科帽，前往

330国道花街枫树塘服务点。

吕华章是花街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

中医，今晚是他第一次参加核酸检测工

作。几个小时前，吕华章才结束一天忙

碌的坐诊，又赶到倪宅村参与核酸检测

演练。该院院长沈红伟介绍，全院共有

50多名医护人员，大多数都没有核酸采

样的经验，为了配合枫树塘服务点的工

作，他们在经过加强培训后，每天分三班

前往服务点参与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我是夜班，负责23时到次日8时，原

本提前半小时过去换岗就行，但为了了解

工作内容和方法，就提早去了。”吕华章坦

言，参加这次核酸检测工作有些紧张，怕

出了差错，影响全市的防疫工作。

“前方防疫检查，请提前打开车窗

⋯⋯”21 时 50 分，记者随吕华章到达枫

树塘服务点，看到 4 名交警正在对过往

车辆执行“一拦二问三查”流程。不远

处，2 个红色帐篷成了临时服务站，公路

人员、卫健人员在里面严阵以待。

“这是记录本，主要记录过往人员信

息；检测样本都放在这箱子里，每4个小

时会有人来拿⋯⋯”在服务站里，吕华章

向同事金丽荣询问核酸采样工作细节。

他感觉，到了现场，反而不紧张了。

临近换岗点，吕华章早早穿好“战

衣”，准备上岗。另一边，金丽荣脱下厚

厚的防护服，舒了一口气。记者注意

到，金丽荣的脸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印

痕，这些印痕可能要过两天才会消失。

“执勤期间最大的困扰是什么？”记

者问。

“期间不敢喝水也不敢吃东西，最

担心的是上厕所的问题。”金丽荣说，检

测点只有她一个人，如果离开了，来检

测的人员就要等待。

23 时，过往的车辆越来越少，雨却

越下越大。服务站点各个岗位都在换

班，新一拨人接过了抗疫的接力棒，吕

华章也坐在之前金丽荣的位置上。

“在抗疫大军里，我只是微不足道

的一分子，但我得站好自己的岗，这是

责任。”他说，虽然防疫工作并不轻松，

但是能守护这座城市，感到很骄傲。

截至23时，服务点已对200多人进

行了登记检测。从深夜到早晨，从白天

到夜晚，他们用坚强的毅力和行动守好

了城市的大门。

“大爷，在外面一定要把口罩戴

好”“阿姨，你放好这张联系卡，核酸

检测你就直接找这位网格员”“我们

把企业主疫情防控职责通知贴在你

们公司门口了，这段时间多注意一

下”⋯⋯12月16日早上，记者尾随古

山镇世雅下街村的网格员走街串巷，

近距离感受这群“红马甲”的日常防

疫摸排及宣传工作。

众多高大的身影中，一张面孔格

外引人瞩目。只见她拿着厚厚一叠

宣传海报，边走边宣讲防疫知识。她

就是世雅下街村党支部书记夏春茶。

“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给沿街

店铺、居民小区、酒店、托运站派发镇

里配发的‘6 个 1’防疫物资包。”夏春

茶说，这个防疫物资包里有一张任务

清单、一包口罩、一张网格联系卡、一

套宣传海报、一份企业责任告知书、

一套报表。世雅下街村中小企业众

多、外来人口密集，这个防疫物资包

可以实现精准化防疫。

在闹市区，夏春茶和其余 10 多

名网格员分散开来，协助广大店主、

房客填写《古山镇全员核酸检测联系

卡》。

“我们的目标是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有了这张联系卡，村里组织大

家核酸检测就方便多了。如果某个

村民家突发紧急情况，可以责任到

人，及时响应。企业告知责任书的作

用也是如此。”夏春茶说，正因为这份

工作的重要性，村里所有党员干部、

网格员都自发放下手头的活，第一时

间参与进来，不分昼夜地走街串巷，

尽快将防疫物资包送到每位村民手

中。

在我市，像夏春茶这样在防疫

一线日夜奔波的党员干部、网格员

还有许多，他们既是信息员、宣传

员、服务员，也是督察员。他们充分

发挥地熟、人熟、情况熟的优势，用

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村民的健康与

安全，为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贡

献力量。

不分昼夜走街串巷

“格姐”将安心送进千家万户

12 月 15 日 19 时许，天空飘起了

毛毛细雨，记者来到位于紫微南路的

一处隔离点。

“这是您的解除隔离告知书，请

签一下字，回家之后，要按照社区的

管控要求，做好健康管理，加强自我

防护。”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正在为解除隔离的 5 人办理相关手

续，并叮嘱其解除隔离后应该注意的

事项。

据悉，该隔离点此次解除隔离的

人员隔离期间每天体温检测均显示

正常，未出现发热、干咳等相关症状，

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经专业医护人

员检测评估，达到解除隔离标准。

“开始的时候很慌张，觉得被隔

离是件让人害怕的事情，但真正开始

隔离的时候发现酒店各方面做得都

很好，不管是吃喝方面还是住宿方面

都很好。”解除隔离人员林先生说，非

常感谢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辛苦为他

们服务。回去后，他会响应政府号

召，做好健康管理。

19 时 50 分许，记者来到位于九

铃西路的一处隔离酒店。该隔离点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设置了“三区两通

道”，相关工作人员分工有序，酒店内

保障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将有可能存在病毒传播风险的

人员集中隔离，是为了阻断疫情传

播，消除潜在风险。这一点，每位隔

离人员都有共识。”该隔离点工作人

员说。

考虑到隔离人员主要经过中高

风险地区，隔离点实行“14+7”的健

康管理（即 14 天集中隔离加 7 天日

常健康监测）。要在酒店这么多天

不出门，有些隔离人员难免会出现

情绪上的波动。为此，该隔离点工

作人员专门组建了“隔离管理”和

“娱乐隔离”两个微信群。“隔离人员

如果有生活上需求和帮助，就去‘隔

离管理’群，如果觉得无聊想聊聊天

就到‘娱乐隔离’群，这样一来既方

便工作有序开展，又利于隔离人员

互相交流排解苦闷，大家都互相体

谅、互相加油，氛围都挺好的。”这名

工作人员说。12 日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她很感动：“那天我们给隔离人员

送餐，其中有位住 5 楼的隔离人员

的筷子出了点问题。原本工作人员

想做好防护措施后再送筷子上去，

但这名隔离人员很贴心，为了不麻

烦工作人员，他就用房间里两支未

开封的一次性牙刷代替，解决了吃

饭问题。他还拍了一张用牙刷吃饭

的照片发到群里，大家看到开心一

笑，觉得此举甚好。”

当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位

隔离人员，他姓施。谈及用牙刷吃饭，

施先生说：“在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不

容易，我们在房间里其他的也做不了，

尽量不添麻烦就是最好的帮忙。”

疫情特殊时期，隔离观察点不仅

是工作人员的“特殊战场”，更是隔离

人员的“健康港湾”。工作人员与隔离

人员的“双向奔赴”和温情相守，在这

个冬夜汇聚成了隔离不隔爱的暖流。

□融媒记者 马忆玲 吕鹏 徐敏

隔离不隔爱

“特殊战场”的温情相守

网格员走街串巷发放防疫物资包

隔离人员解除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