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8 日 一 早 ，

一缕阳光悄悄爬进了

窗台，以温柔的方式

叫醒了熟睡的我们。

“快来看，出太阳了！”

不知是谁先开口说了

一句。

今天，战“疫”采访党员先锋队可以

全体从石柱镇“撤岗”，原本昨日还在下

着绵绵细雨的天，忽然放晴了。蓝天白

云之下，万物更显勃勃生机：镇政府里，

台阶两旁的花花草草，仿佛精神抖擞的

小朋友在欢快跳舞；来来往往的“大白”，

尽管戴着口罩，每每与我们擦身而过

时，总似冲着我们露出笑靥；听着街头

巷尾广播播放着的欢快曲目，人群中时

不时有人跟着应和⋯⋯

我们一行抓紧洗漱完就直奔市一

医医共体石柱分院，进行属于我们的

最后一轮核酸检测。排队、扫码、检测

⋯⋯明明已经经历了很多次，但这次

每个人的脸上难掩激动之情。

浙政钉群里，核酸检测工作群还

在实时更新着石柱镇全员检测的工作

部署安排。“明天是永康疫情防控核酸

检测的最后一战，也是检验永康速度

的决胜之战，希望‘三区’所有参战人

员再接再厉”“为确保应检尽检、提高

效率，请网格驻点干部提前通知采样

对象，准时到点，过程中及时核验”“下

里溪工业功能分区、下陈自然村增设

防疫装备一脱区、二脱区”⋯⋯此情此

景，无不在传递一个信息——这里，战

“疫”胜利在望，万物无恙。

想着回归的脚步近了，我们纷纷

忍不住向“疫”线外的同事提前分享了

即将重逢的快乐。当踏入市融媒体中

心大门时，我们的快乐与大家又撞了

满怀——“欢迎回归大家庭！”

重新在自己的工位上坐下后，我

开始写下这篇日记。这一系列日记，

自入“疫”线时起笔，将在回归中落笔，

就好似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可不就是嘛，今日阳光正好，何惧

“归期未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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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五化迭代”
编组转运安全有序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遭遇战，集中

隔离人员编组、转运工作首次实战，安

全有序转运成为重中之重，我市创新

“五化”（统筹调度指令化、车辆用储常

态化、细节流程标准化、编组转运数字

化、执纪督查全程化）工作模式，高效

完成各项工作。

在市、县、村社三级指挥调度体系

构建的指挥中心的有效调度下，针对

信息核准、集成编组、接驳转运、接受

隔离等各环节，制定操作规程，画出流

程图，强化培训演练，确保指令畅通、

全程闭环。编组、转运工作指令下达

后，仅过 6 小时，104 辆转运车开展转

运工作。

同时，我市创新上线转运信息

录入平台，动态掌握人员车辆、转运

进 度、隔 离 状 态 等 信 息 ，运 用 隔 离

码、调度单、转运联单等数字工具，

确保 30 分钟完成准备、2 小时完成

隔离。

集中隔离人员编组、转运工作推

动过程，调度中心将指令信息同步推

送纪委监察，做到“指令发送到哪里，

监督执纪就跟到哪里；指令执行到哪

段，监督执纪就跟进到哪段”，确保指

令及时完成、闭环反馈。

快速响应“四制齐备”
隔离管控稳妥规范
我市第一时间成立隔离点建设管

理专班，健全隔离场所、执行标准、服

务团队、应急保障等储备库，以备应急

使用。疫情期间，该市共启用隔离点

27个，总容量1797间。

集中隔离，无缝接驳是关键。我

市创建隔离交接数字化工具，持续完

善场所快速启用、人员快速分配、转运

稳妥交接等制度，在本地集中隔离的

1750人很快进入“角色”。

集中隔离场所内，我市以隔离场

所使用率、规范操作熟练度、健康监测

完成度、医废处置安全性等数据为指

标，绘制 21 个市级隔离场所三色状态

图，强化 24 小时执纪整改，压实安全

责任。

隔离不隔爱，隔离人员需求总能

得到暖心的回应。为了及时满足隔离

人员个性化需求，我市建立“一人一档

案”“一点一专班”制度，实行线上需求

清单报送，及时闭环报送隔离人员信

息。

集中隔离稳妥规范，居家隔离同

样“可感可知”。在江南街道，“门条+

门禁”“人防+技防”，有效筑起疫情防

控的安全屏障。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

领域改革，打破条块分割、条线孤立的

碎片化模式，充分发挥“智控防疫大

脑”在居家隔离点、核酸检测采样点等

多跨场景应用中的作用，提前研判、及

时应对，达到少接触、全覆盖、快反应

的目的。

融媒记者 吕高攀

7300余名市外隔离人员全部返永

“我常向老家人点赞永康的暖心服务”

第三批市外隔离人员回家

本报讯（融媒记者 高婷婷） 近日，

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浙江省农村文化

礼堂‘我们的村礼’”征集活动落下帷

幕。经各地推选、专家评审，20 个项目

从 405 个申报项目脱颖而出，成为首批

“我们的村礼”。古山镇金江龙村送的

“古山木杆秤”名列其中。

“在永康，只要是和木杆秤相关的，

基本上是从我们村流传出去的。”金江

龙村党支部书记应兴进说。

金江龙村是“中国衡器之乡”。随

着市场经济发展浪潮卷起，木杆秤曾一

度退出经济舞台，老一辈人的手艺渐渐

失传。但古艺今昔又逢春。经历了淘

汰、革新、蝶变，木杆秤成为备受人们青

睐的手工艺品。据应兴进介绍，金江龙

村目前仍有一二十户人家从事钉秤行

业，制品供不应求。与此同时，以秤文

化为特色的农村文化礼堂声名鹊起，每

年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文化+旅游+制

造业”，金江龙村开拓了一条乡村振兴

特色之路。

据了解，浙江将深入打造“我们的

村礼”品牌，进一步挖掘地方文化特

色、展示文化礼堂建设成果，为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乡

村力量。

古山木杆秤获评省首批“我们的村礼”

本报讯（融媒记者 应柳依 马忆

玲 程明星）“欢迎你们回家！”1 月 17

日，330 国道胡则路口出现了几辆大

巴，在市转运工作专班落地接收组的统

筹调度下，它们缓缓地朝着石柱镇域内

驶去。大巴上坐着的是该镇原本封控

区被隔离至市外的居民。随着我市疫

情防控工作趋稳向好，一批批隔离人员

终于回家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交警引导车

队到指定接驳停车点后，由石柱镇干部

上车负责核对人员信息，无误后进行接

收，并签署《集中隔离人员转运交接

表》。紧接着，隔离人员下车，由公安民

警负责现场保卫，综合执法人员负责护

送，确保隔离人员按照指定路线回住

地。

“终于回家了。”人群中，不时会有

群众发自肺腑的感慨。记者注意到，有

一名执法人员正帮一名大娘拖着笨重

的行李箱，两人有说有笑。大娘名叫刘

祥荣，是下里溪工业功能分区内某家企

业的员工，刚从东阳回永。

“这几天，我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

车一样。”刘祥荣说，当第二例阳性病例

确诊后，作为下里溪工业功能分区里的

一线员工，他们无疑是最担心的。然

而，这份焦虑很快就被“打破”。我市第

一时间组织力量，带他们前往安全的酒

店隔离观察。

“我这人没什么文化，但我相信政

府。我们能回来，说明这次疫情已经被

控制住了。”刘祥荣眼泛泪光说道。

闲聊中，记者得知，这些天，刘祥荣

和丈夫其实被分开两地隔离的。两人

每天都会视频连线相互鼓励，每每谈起

隔离时候的食住和转运服务，这对在永

多年的老夫妻，还会主动向老家的亲朋

好友点赞永康政府的暖心服务。

在转运的过程中，来自磐安的“新

永康人”周国民一家还发生了一段特别

的小插曲。他们到达石柱镇前锦村下

陈自然村后，按照指引有序排队核对好

登记信息，领取“暖心包”，返回到出租

房时却发现，平日里的开放式大门是紧

闭的。“我们的房东还在金华隔离没回

来。一楼需要门禁卡，我们进不去。”周

国民当即皱起了眉头。

了解到上述问题后，现场负责转运

的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李晓霞

立刻通过联村干部联系到房东，征得房

东同意后，工作人员立马跑去找来开锁

师傅上门开锁。不到 5 分钟，成功解

锁，全程快速高效。

“定制方案时，我们就考虑到了这

种情况，所以我们预先联系好开锁公

司，在每个点位上配备一位开锁师傅。”

李晓霞告诉记者，落地接收组在制定工

作方案时暖心定制开锁服务，主要考虑

到下里溪工业功能分区内部分区域为

新永康人租住密集地，可以及时帮助那

些房东在外的解除隔离人员顺利回家。

据悉，党员干部、网格员和综合执

法人员分组将转运人员送到居住地点

时，第一时间发放了防疫告知书，并在

其家门张贴封条，事后通过发送居家隔

离提醒短信，告知后续注意事项。

除了开锁服务外，落地接收组还

制定了一系列暖心举措：精准分流特

殊人员，针对接驳点位多、行车路线长

的特殊情况，充分考虑转运人员年龄、

疾病、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组织车辆、

调派专人下高速后立即进行分流，优

先确保高龄、体弱人员优先安置到位；

组织各镇街区落地接收组通过张贴欢

迎标语、准备暖心礼品等方式迎接，纾

解隔离人员情绪，提升转运服务工作

质量。

1 月 15 日至 17 日，我市共分三批

次接收 7300余名隔离人员返永。落地

接收组综合协调人员在指挥部提前待

命，随时准备处理突发情况，确保整个

转运接收流程万无一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