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入“三区”以

来，每天的生活忙碌

且充实。

因 为 想 要 更 直

观了解“疫”线内的

人和事，我和同事们

常常在没有头绪时，

选择挨个走访服务点。

“你们工作时遇到特别的事吗？”

当我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时，他们一一

给了我回应。

“值守的时候遇上爸爸算不算？

还有姑丈、表哥、表弟······他们都

是来‘疫’线支援的。”

“对我来讲，耽误透血液析随时

都可能有危险，没想到在管控范围内

也能及时得到帮助。”

“这是他加入警察队伍以来过的

第一个生日，我们想让他有一个难忘

的记忆。”

⋯⋯

防疫工作对整个城市来说都是

巨大的考验，但城市不是一架冰冷运

作的机器，而是一个个温暖个体编织

起来的网，越是在危难面前，这些人

与人之间的羁绊就闪现出光辉。

采访完毕回到我的临时住所开

始回忆，我把这个问题也抛给自己。

在“疫”线的我们能够顺利采集这些

新闻报道的背后，离不开“疫”线外整

个团队的支持。

“房门打开了吗？解决不了的话，

我过去看看。”13日，当我正在紧急完

成一段采访时，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女

儿不小心将自己反锁在房间内。

邻居、同事、社区工作者······
大家轮番出动，大家嘴里几乎说着同

样的话：“你放心好了，我们会解决

的。”这个小小插曲，让在“疫”线的我

感到格外安心。

这段时间以来，我和伙伴们将精

力给了“三区”，而“三区”外的你们，

将力量传递给我们。谢谢你们，因为

有了你们，才让永康成为一座温暖的

城市。

永康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应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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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建行永康支行得知市一医

医护人员需要充电宝，就紧急调配

100 个大容量充电宝，送至医护人员

手中，为奋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送上

满格的能量。 通讯员 蒋俊丽 摄

本报讯（融媒记者 应柳依） 1月12

日18时许，一辆救护车在石柱镇下里溪

村口停了下来，两名装备齐全的医护人

员迅速下车，找到村民章先生和他的妻

子林女士，在协助其做好防护工作后，载

着他们朝着市中医院驶去。

原来，章先生因患糖尿病引发肾衰

竭，近四年来始终保持一周三次的血透

频率。“疫情发生后，下里溪村被划为封

控区，我们一下子急了，致电村干部，请

他们想想办法。”林女士回忆起当时的情

况仍十分激动。

事关“三区”群众的生命安全，下里

溪村村干部迅速将情况上报给石柱镇，

经过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后，120 急救

中心、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等相关

部门单位有序联动，给类似有特殊需要

的病人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在严格做

好防疫工作的同时，为他们守好“生命

线”。

“请出示健康码、行程卡······”10

余分钟后，救护车到达市中医院，在医护

人员陪同下，这对夫妻先后进入专用电

梯、专用通道，到达该院血液净化中心。

市中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长林叶

介绍，此前，该院原本晚上不提供透析治

疗，因“三区”群众有需要，特开辟夜间透

析时间段，并根据“三区”具体划分做好

排班表，将身处同一区的病友安排在同

一夜，按照“一人一区”的原则进行隔离

治疗。每次透析完，他们都对会对环境

和物品进行全面消毒。

“多亏有了你们，不然后果真不敢想

象。”章先生说，疫情发生以来，他没落下

一次血透，随着下里溪村由封控区转为

管控区，他更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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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三区”血透患者的生命线

我市开启“空中课堂”教学
中小学生宅家停课不停学

本报讯（融媒记者 徐敏） 1 月 14

日上午，高镇小学六（1）班学生朱一曼

打开“掌上永康”App，登录“空中课

堂”。

“‘空中课堂’的课程表设置非常合

理，孩子操作起来很方便，在家也可以

紧跟教学节奏,家长不用担心孩子课程

会落下。”朱一曼的爸爸朱先生说。

据悉，为确保疫情期间宅家的孩子

停课不停学，市融媒体中心和市教育局

推出“互联网+教育”的线上教学模式，

由市传媒集团网络运营部提供技术支

持，通过“掌上永康”App 和数字电视

开启“空中课堂”教学。

“空中课堂”共开通了 6 个直播频

道，覆盖了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初中

七年级到八年级的学习课程。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手机、平板或是

电视上进行学习。

“‘空中课堂’的教学内容由市教育

局统一定制，一般在前一天将教学的相

关视频传给我们。我们再将相关视频

转码、上传到服务器，编辑成节目单。”

市传媒集团网络运营部技术运维室主

任吴佩强说，“空中课堂”播出期间，技

术人员会在线关注播出情况，确保出现

状况可以第一时间解决。

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

同舟共济 合力抗疫
本报讯（融媒记者 何悦 见习记者

王佳涵 通讯员 叶竞婷） 连日来，我市

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和爱心人

士纷纷捐款捐物，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战。

1月10日和11日，市建设部门组织

人员将口罩、米、油、肉、方便面等防疫物

资、生活物资分别送到了石柱镇的后项

村和后郎村。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市建设局积极

联系对接有捐赠意向的爱心企业。截至

11日下午4时，该局共收到来自房地产、

燃气、工程咨询、房产中介等近百家企业

以及个人捐款累计30多万元，还有价值

约 10 万元的物资 2000 多箱，包括医用

口罩 8460 个、N95 口罩 1 万多个、防护

服3665套、方便食品342箱。

1 月 12 日，市科技局携手市工业设

计协会，慰问市红十字会和始终坚守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并向市红十字

会捐赠帐篷 60 个、折叠床 400 张。此

外，工业设计示范基地入驻机构大业设

计联合宁波灭霸康美科技有限公司向市

红十字会捐赠紫外杀毒净化器50件。

1 月 13 日下午，永康总商会前仓商

会向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退役军人

送上水果和慰问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带领退役军人以行

动践行承诺，以大爱保卫家园，坚持抗

疫，永不退缩。同时，也会时刻关注在一

线抗疫的退役军人，为他们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

1 月 13 日，新永康人李光文带着一

车防疫物资来到城西新区管委会。这一

车物资里有 1 万个 KN95 口罩、500套防

护服、900 双医用手套等。李光文是湖

北恩施人，来永康已经有 20 年左右，目

前从事快递仓储工作。他说，从报纸上

看到许多志愿者日夜守在服务点，非常

辛苦，所以捐赠了这些防疫物资，为打赢

疫情防控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动态调整转运线路 筑牢末端防线

“三区”实现涉疫医废日产日清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明星） 1 月

13 日，在石柱镇政府门口，身着防护

服的环卫工人王跃明对两排橙色垃

圾桶一一进行清洗消毒。接着，他用

力将塞满废弃医疗物品的垃圾桶拽

上车，送到位于石柱镇牛筋岭的医废

中转站。

据悉，自疫情发生以来，“三区”

涉疫医疗垃圾陡增。为规范快速地

处置涉疫医疗垃圾，构筑疫情防控的

关键防线，连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环卫处的环卫工人坚守在一线岗

位上，对“三区”涉疫医疗垃圾做到日

产日清。

记者了解到，每天凌晨 6 时开始，

环卫工人就会换上白色防护服，奔赴

各服务点、核酸检测点收集转运涉疫

医疗垃圾。在看不见硝烟的“疫”线背

后，他们就像是默默无闻的“工蚁”，做

好涉疫医疗垃圾的安全处置。

“目前我们共有 3 辆换桶车，出发

前，单位都会设置专门的转运路线。”

王跃明说，一趟下来，三辆换桶车行驶

的路线能将“三区”的各个服务点、核

酸检测点连接起来。同时，考虑到运

送队伍可能会遇到某服务点涉疫医疗

废弃物骤增的情况，市环卫处事先制

定了应急预案，实行“交叉式”的应急

处置收运办法。一旦某支队伍来不及

转运，另外两支队伍的路线会及时改

变，协助转运，进一步提高全域范围的

转运效率。

在牛筋岭医废中转站，金华市生

态环境局永康分局的相关负责人周卓

告诉记者，环卫工人每天都会将转运

的涉疫医疗垃圾统一送到这里。“这些

涉疫医疗垃圾送进来后，我们首先进

行全面消杀，再分拣装袋，装入医疗废

物处置公司准备的专门储物箱，最后

再次消杀送出，筑牢防疫末端防线。”

周卓说，这些涉疫医疗垃圾将由金华

莱逸园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特

殊处理。

截至 14 日，牛筋岭医废中转站共

送出涉疫医疗垃圾3924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