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0 日晚上 10 点半，忙碌一天

的九三学社社员、市二院检验科主任

路丽影回到家后还惦记着工作，紧紧

盯着电脑屏幕，通过远程系统了解

PCR实验室的工作情况。

新一轮疫情发生后，检验科的担

子更重了，大批样本源源不断送来。

11 日上午 9 时许，第一批样本送

来。这一天，他们要完成 6 万份核酸

样本检测任务。

核酸检测，“取”是第一步，“检”

是重头戏。一个咽拭子样本需要经

过录入、提取核酸、配置试剂、加样、

上机检测等多个环节，才能得出最终

结果。

为提高效率，检验科昼夜不休，

每 6 个小时轮一次班，每组 3-4 名医

务人员，两台机器同时运转。但是因

为样本太多、人手不足，有时医务人

员要连续轮班，手臂累到抬不起来。

张春阳是实验室负责人，不仅要

参与核酸检测，而且要监督整个操作

流程的生物安全管理，盯紧每一个环

节，把好质量关。

“颈椎病和腱鞘炎几乎是每一个

检测人员的职业病。”张春阳说，他负

责提取核酸环节，大拇指每天要按压

移液器数千次，经常犯腱鞘炎，他常

常打封闭针缓解疼痛。

作为距离病毒最近的医务人员，

每次进入实验室前，他们都要花十几

分钟穿戴防护装备，穿好已是汗流浃

背。而一旦进入实验室，就要进入 6

个小时的封闭状态。为此，他们进去

前不敢喝水，还买了尿不湿备用。

每次从实验室出来，湿透的衣衫

和疲惫的面容都在默默诉说着他们

的艰辛。尽管如此，检测结束后，他

们还不忘擦拭所有检测设备，细细拖

地，打开紫外线灯，为实验室消毒，迎

接下一次“战斗”。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检测室一待就是 6个小时

“明天与西市场街道办事处对

接 …… 三 环 佳 苑 400 多 人 ，乔 燕 晓

和王甜甜负责；安坦戎负责凌云大

厦 280 多人……”5 月 8 日凌晨 2 点

多，在光明路一宾馆内乔燕晓开着

小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写着第二天

的工作安排，这里是她和同事们的

临时安置点。

44 岁的乔燕晓是市第二人民医

院优诊室护士长。5 月 6 日，她带领

29 名同事在中兴社区为 26000 多名

居民做核酸采样。晚上 7 点多，她和

12 名同事被临时安排在宾馆。第二

天早上接到通知，她们要去天润花苑

和西市场街道封控区。

“我们算是咱市第一批进入封控

区的医护人员。由于人手不够，7 日

早上，院里又派来 7名同事支援，大多

是 90后。”乔燕晓说。

到达封控区后，乔燕晓被临时任

命为组长，带领 7 名同事为西市场街

道 9 个封控区 1600 位名居民做核酸

采样。51 岁的心内四科护士长孙秀

月为副组长，带领 12名同事为矿工路

街道 3 个封控区 1500 多名居民做核

酸采样。

每个小区或每栋楼由 1-2 人负

责。每层居民错时下楼，在单元门口

核酸检测点采样。针对密接和次密

接，医护人员还要上门采样。为了提

高效率，每个医护人员身上都绑着两

个黄色垃圾袋，一个放医疗废物，一

个放采集标本。

8日晚上 9点，乔燕晓接到通知，

乐福小区在 20合 1混采中筛出阳性，

需要紧急对 61 栋楼的居民逐一进行

抗原检测。众人一直忙到 9日凌晨 2

点多。

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乔燕晓说：

“穿上白大褂，我们就没考虑那么多。”

截至 5月 11日，市二院一行 20人

已在封控区里日夜坚守 120个小时。

（本报记者 王亚楠）

封控区“大白”坚守 120个小时

本报讯 （记 者 程 颖）5 月 10

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连日来交通运输系统把疫情防控

作为深入推进能力作风建设的重

要战场、重大考验，全力以赴做好

保通畅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建立市县两级

联动协调机制，聚焦全市重点高速

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和交通防控卡

点 ，及 时 协 调 ，保 障 货 运 物 流 畅

通。印发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做好农资、农产品、生活必需

品、能源物资等运输服务保障。截

至目前，省发我市省级通行证 520

张，市级发放通行证 2910 张，建立

“白名单”，保障重点企业 15家。

同时，该局通过重点运输车辆

联网联控平台及时掌握车辆运行

状态，向拟返平货车司机发送最新

防控政策提醒；为全市高速公路

26 个疫情交通防控卡点配备了

169 部专用手机终端，大大提高信

息识别效率，把好“外防输入”关。

为了应急需要，市公交公司组

建了应急保障车队，40台车、40名

应急保障驾驶员随时待命；每天派

出 7台定制公交，用于接送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核

酸检测医护人员。承担货运职能

的交通运输公司准备了 100 台应

急车辆，分为 5 个车队，做好主城

五区防疫物资运输。市客运管理

处准备了 50 台出租车，为有特殊

需求的乘客提供出行保障。

联动协调 随时待命

交通运输系统做好运输服务保障

“社区工作人员在哪儿？我家孩

子生病了！”5 月 11日中午 12 点左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路街道龙

翔社区常绿大阅城 9号楼居民小买来

到小区南大门志愿者登记处，隔着隔

离线问道，情绪很激动。社区党支部

书记刘晓琪放下正在整理的志愿者

信息，急忙询问情况。

小买是名 90后新手爸爸，家里一

岁男宝这几天上吐下泻，起初通过社

区医生线上诊疗，症状有所减轻，但

近日气温骤降，孩子再次着凉腹泻。

“孩子拉了几天，滴水不进，必须

去医院。”小买急切地说。

“别着急！你先签订承诺书，我

帮你向街道报备。没有私家车的话，

街道派专车送你们过去。”刘晓琪说。

小买立马签了“接受闭环管理，

不私自接触他人，不造成疫情扩散”

的承诺书。刘晓琪联系街道，派来专

车。

10分钟后，小买夫妇和孩子顺利

到达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此时，

孩子意识模糊，出现休克现象。

“幸好送来得及时，否则可能危

及生命。”护士小陈说。下午 3 点左

右，孩子经过治疗已经脱离危险。

常绿大阅城小区 33号楼和 35号

楼为封控区，若无特殊情况，居民实

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管理。而包括 9号楼在内的其他楼栋

为管控区，若无特殊情况，居民实行

“人不出区、严禁聚集”管理。

“ 小 区 面 积 大 ，常 住 人 口 近

5000 人，难免会有居民出现紧急情

况。若有居民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出

小区，可以签订承诺书，乘坐由街道

提供的专车，闭环运输至目的地。车

辆每出动一次便消杀一次，且司乘人

员都要穿上防护服，杜绝运送途中产

生疫情传播风险。”刘晓琪说。

（本报记者 曹晓雨）

管控区内有孩子生病了

5月 11日早上7点，天气有些阴凉，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华大队大队长尹成学

来到位于市区建设路与稻香路交叉口执勤。

“10 日晚上，在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谢书军，交警支队支队长朱平生的带

领下，我们会同新华区委区政府、相关局委

负责人，一条一条勘查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直至凌晨时分才确定封控区范围和执

勤卡点点位。”尹成学说，自从 5月 6日我市

出现疫情以来，虽然路面车辆、人流量大幅

减少，但是他们的工作不减反增。

“根据防控要求，我们不停地调整封控

区域和管控区域，执勤点也随之调整。”尹

成学说，目前新华区共有 10个 24小时交警

执勤点。执勤点的调整要提前实地考察，

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正说着，尹成学接到市公安局 110指挥

中心的电话，一名住在封控区的女士要把

胰岛素送到独居母亲的手中，需交警协

助。“这样的事儿每天都有几起。”他说。

从 6日下午到 11日，新华大队 128位交

警连续奋战在一线，尹成学默默关心着大

家：替同事站岗，让他们吃口热饭；送防护

服，提醒大家做好防护……他说，工作的时

候最牵挂的就是手底下的这帮兄弟。

下午 1点半，安排妥当所有执勤点，新

华大队副大队长韩永刚和尹成学终于吃上

了当天第一口饭。

“这几天忙起来经常忘了吃饭。”韩永

刚说，虽然很累，但是看着执勤点设置得越

来越规范，他们感到一切都值得。

“我现在最想吃的，是家里的炒青菜和

清粥。”尹成学说，这几天顾不上喝水，他嗓

子又哑又疼。他住在市区中兴路北段，虽

然这几天数次路过，却没有时间回家看看。

12 日凌晨 1 点，尹成学拖着疲惫的身

体回到新华大队，又忙了一会儿工作后才

回到宿舍。临睡前，他定了 6 点 15 分的闹

钟。 （本报记者 刘蓓）

数次路过家门而不入

疫情防控，是阻击战，也是持

久战。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市迅速

行动，果断高效处置，党员干部纷

纷下沉一线，筑起一道道坚固防

线；群众自觉遵守各项防疫规定，

有序配合核酸检测，坚持非必要不

外出。

病毒虽然狡猾，但是我们不必

过于恐慌。两年多来的疫情防控

实践充分表明，我们的防控措施是

科学有效的，只要坚定必胜的决心

信心，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保持

定力毅力耐力，从严从紧从细、有

序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就

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疫情防控这场

硬仗。

同病毒较量，跟时间赛跑，比

的是毅力更是耐力。当前，我市疫

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

所有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和

广大志愿者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

作战的作风，继续绷紧防疫之弦，

把责任扛得再牢一点、把措施落实

得再细一点；要争分夺秒做好重点

人员流调排查管控，以最快速度实

现人数清、人头清、位置清、管控

清；要对所有密接者、次密接者应

隔尽隔、应隔快隔、应隔必隔，坚决

切断疫情传播链条；要未雨绸缪，

千方百计解决好市民生活物品、就

医用医等需求。

圈住封死捞干扑灭疫情，需要

全社会的支持与配合，共同织密严

防严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网，让

病毒无处躲藏、无处可遁。居家隔

离的市民朋友要严格遵守防疫规

定，胸怀大局、听从指挥，不出门、

不聚集，待在家里作贡献，做懂规

律的好市民；要根据安排做核酸检

测，戴好口罩、自觉排队、间隔两

米，做守纪律的好市民；要理性上

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多宣

传市里“硬举措”、多发现身边“真

善美”、多传播社会“正能量”，做讲

文明的好市民。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只要我

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

一股绳，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坚持

到底，就一定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圈

住封死捞干扑灭疫情，迎来云开雾

散的明天。

朱丙强

坚定信心 坚持到底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我们

为高新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送点

物资，表达一下感激之情。”5 月 11

日，平顶山汇成气体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红亚为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捐赠矿泉水 100 箱、方便面 50

箱，这是尼龙新材料产业园区第 3

家为疫情防控捐赠爱心物资的企

业。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尼龙新

材料产业园区科学研判、周密部

署、合理安排，成立疫情防控服务

专班，狠抓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在为辖区企业提供一流营商环境

的同时，为企业员工生命安全筑起

防护墙。“园区领导经常来企业给

我们送政策、解难题，工作人员更

是贴心服务、有求必应，我们企业

稳定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支持。”

王红亚说。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亚对

平顶山汇成气体有限公司的捐赠

表达了感谢，同时对尼龙新材料产

业园区的企业服务工作表示肯定，

要求园区持续聚焦企业全生命周

期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

发挥“店小二”精神，为企业办实

事，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爱心企业为高新区捐赠物资

新一轮疫情来袭，鹰城各行各业闻令而
动、奔赴“疫”线、守护家园。他们有的直面病
毒，与实验室里数千份核酸样本相伴；有的前
往封控区，爬楼入户为居民做核酸采样；有的
为社区居民化解急难愁盼；还有不分昼夜奋
战在执勤点的交警、为保障垃圾日产日清吃
住在单位的环卫工作者……哪里有需要，哪
里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用温暖的守护
点亮了城市闪亮的精神坐标，构筑起坚不可
摧的安全屏障。让我们由衷地道一声：谢谢
您！辛苦了！

编者按：

5月 11日凌晨 5时许，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 5个环卫中转站责任人赵小枫离开家

前往福佑路环卫中转站。“预计今天垃圾有

100 吨，我们提前 1 小时上班，确保垃圾日

产日清。”赵小枫说。

同样是凌晨5时许，卫东区黄楝树环卫

中转站班长祁晓军也离开家前往自己负责

的岗位。黄楝树环卫中转站所负责的辖区

有大型医疗机构，在做好医疗废弃物妥善

处置的同时，中转站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

护，每车次进出前后都对垃圾中转站卸料

口、墙体、地面、压缩装置及周边环境消毒。

5时20分许，新华区垃圾清运车队司机

班班长李方从平郏路西果店环卫中转站驾

驶装有医疗废弃物的车辆前往市垃圾焚烧

发电厂。一路上，李方小心驾驶。“这些‘特

殊垃圾’要认真对待、安全处理。”李方说。

为安全处置“特殊垃圾”，市区各环卫

中转站采取增加清运次数、垃圾直运焚烧

厂等方式进行专项处置，400 余名工作人

员全部吃住在单位。

早上 6 时 10 分，李方驾驶车辆到达市

垃圾焚烧发电厂后身穿防护服，佩戴口罩、

面罩的工作人员，按照“一车一消杀”的要

求对转运车进行了消毒。

“来自不同区域的垃圾转运车辆要停

留在不同的区域，驾驶员不能相互交谈。”

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负责人程向阳说。针对

垃圾渗出液，该厂采取对卸料大厅及卸料

口进行消杀等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连日来，主城五区各中转站及垃圾填

埋场、垃圾焚烧厂每天有值班人员 500 余

人，清运中转站生活垃圾约 900吨。

（本报记者 王孟鹤）

一天清运垃圾约900吨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
张旭长）5 月 10 日上午，市德信泉

超市仓储中心内，各类食材一应俱

全，20 余名工作人员正按照订单

忙碌而有序地配备装袋，里面有蔬

菜、肉、蛋等群众生活必需品。

这些物资打包后分别被贴上

收货地址、收货人联系方式，由送

货人员利用电动车、三轮车或货车

分别送到小区门口。

这是疫情当下湛河区为所有

居民提供的“线上下单、线下配货”

生活物资点对点供应服务。为了

让居民安稳居家，湛河区把保民生

供应作为头等大事，由区商务局牵

头负责，以辖区 16 个大型商超为

主、72 个便利店为辅，备足蔬菜、

肉类、粮油等生活物资，引导群众

通过小程序线上选购食材，商家线

下配送，实现了零接触购物。

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

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湛河区各

小区自发招募志愿者 700余名，由

志愿者充当“代购员”和“送货郎”，

上门用自己的手机帮助网上下单，

并将商超配送的物资送到他们家

中。

“我们超市已入驻周边 10余个

社区70余个小区的业主群，每天接

到网上订单 3000 余单，售货量 10

吨以上。”位于湛河区轻工路街道

锦绣小区的金篮子超市负责人说。

“每次下单后，东西很快就送

来了，很方便。”湛河区荆山街道华

悦小区居民李益民说，他已经线上

下单 4次了，各类食材价格和平时

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当前阶段，不仅要保供应，更

要让居民吃上放心菜、平价菜。”湛

河区商务局局长赵永强说，在货源

方面，该区要求各商户提前上报供

货地点信息，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综合评估后，再决定是否采购。在

价格方面，该区要求各供货商超、

便利店严格遵守物价规定，平价销

售。区商务局、区发改委、区市场

管理局、区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每天

不定时到各供货点明察暗访，走访

居民，调查了解物价水平，确保疫

情期间物丰价稳。

湛河区确保群众吃上放心平价菜

线上下单线下送 严把质量价格关

5月 11日，湛河区河滨街道郭庄村核酸检测志愿者刘晓庆与女儿打招呼。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5月 11日，“大白”上门做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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