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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姣 李然）“ 阿 伯 ，给 您 量 一 下 体
温！”昨天上午，由楼群组长、志愿
者、街道联居（村）干部和机关干部
组成的大榭居民家庭排摸“行动党
小组”，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冲
锋在“疫”线，挨家挨户敲门、量体
温、登记个人信息。预计一天半的时
间内，大榭将完成全区 1.6 万户家庭
的入户排摸。

此次排摸以网格为单位，组建
89 支排摸队伍，每组由楼群组长、
社区工作人员、机关干部等 3 至 4 个
人组成。唐令伟是大榭宣传部的工
作人员，他主动取消休假，请缨前往
疫情排摸一线。昨天中午他匆匆扒
了几口饭，便早早来到了结对的金
色海湾小区，帮助登记每家每户的
信息。他说：“作为机关党员干部，在
疫情面前，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也感
谢居民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63 岁的王佩琴是社区志愿者，
也是一名有着 13 年党龄的老党员。
从正月初三开始，她就志愿参加疫
情宣传、排摸工作。每天晚上王佩琴
还会和社区工作者一起通过高音喇
叭筒在社区内宣传，怕语言不通，他
们通常会用方言和普通话各说一
遍。上午 10 时，她开始对 8 个单元
100 余户家庭进行入户排摸。“中午
顾不上吃饭了，待会排摸完吃个泡
面就好了，因为有部分家庭没人，我
们 还 需 要 进 行 电 话 联 系 ，反 复 排
摸。”话还没说完，王佩琴又走进了
另一栋楼，开始了排摸工作。在采访
过程中，王佩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89支党员队伍冲锋在“疫”线
大榭一天半内将完成1.6万户家庭入户排摸

大榭党员志愿者在进行疫情入户排摸。 （李然 冯瑄 摄）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陈思言 沈海清）“我一定按照
要求，在 14 天内坚决不外出，在
家自行隔离⋯⋯”前天，在家进行
医学观察的返乡人员强伯（化名）
递交了疫情防控承诺书，由结对
党员宋乔坤转交至慈溪市桥头镇
潭河沿村村委会。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感谢桥
头党员干部对我的关怀。”强伯
在电话里告诉笔者，他的降高血
压药吃完后，由于在家自行隔离

无法出门购买，便向爱心党员先
锋队成员宋乔坤发出“求助”信
息。“信息发出不久，他便戴着口
罩上门来为我送药了。”强伯说。

连日来，面对从武汉等地返
乡的特殊群体，桥头镇迅速行动，
通过前期排摸，要求相关人员在
家进行 14 天医学观察，并落实责
任干部管理随访。“在排摸过程
中，我们了解到部分返乡人员家
中缺少日常生活用品。为了让他
们安心待在家里，村里组建了一

支由网格长、网格员、党员志愿者
组成的‘爱心党员先锋队’，与相关
家庭结对，一日两次上门慰问，宣
传防控知识和进行心理疏导。”潭
河沿村党总支书记杜锡高说，只要
在家隔离的返乡人员有需求，他们
随叫随到。

潭河沿村爱心党员先锋队共有
18 名成员。这两天，他们当起义务

“采购员”，为特殊返乡人员送去大
米、蔬菜、口罩、体温计等生活医疗
物资，通过“列清单”方式为他们采

购急需的生活用品。“结对党员干部
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贴心的服务
让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返乡人
员林林（化名）说，为了这份情，他一
定会在家里积极配合工作。

得知潭河沿村爱心党员先锋
队志愿帮助同村返乡人员，桥头其余
各村近期也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
一些热心村民在他们的带动下，也纷
纷出资助力。其间，潭河沿村村民罗
培德取消了过年家宴，把省下的钱捐
给村里用于爱心公益活动。

连日来，慈溪市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利用“村干
部+党员+群众”的模式打好疫情防
控攻坚战。全市共有 7 万多名党员
奋战在防控第一线，用行动诠释党
员的情怀与担当。

慈溪桥头镇潭河沿村爱心党员先锋队

为特殊返乡人员提供上门服务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刘拥军） 疫情期间，废弃口罩处置
是否得当，不仅事关疫情传播，也
关系到环卫工人与居民的自身健
康。昨天，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
生活垃圾处置专项督查，检查指导
疫情期间生活垃圾清运工作。

记者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
到，当前，市民个人日常生活中用
于预防疫情所用的口罩不一定会沾
染病毒，城管部门建议不单独设置
废弃口罩回收桶。市民可按我市生
活垃圾分类标准，将口罩单独放在
塑料袋等密封袋中，就近投放到

“ 其 他 垃 圾 ” 桶 中 。 如 果 条 件 允
许，城管部门还建议喷润一些浓度
为 75%的酒精，消毒后再丢弃。

“疫情期间，我们将严格对照
《宁波市环卫行业作业及设施消毒
规程》 工作要求，确保垃圾投放设
施每天清理，收集点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收集容器每天清洗消毒。”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说，“同
时，我们还将在卫生防疫部门的指
导下，对疑似疫情感染人员所居住
的小区实行垃圾专车、专人收集，
并确保生活垃圾全部进入焚烧厂立
即焚烧。”

疫情期间废弃口罩怎么扔？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密封后投入“其他垃圾”桶

记 者 黄 程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袁潇涵

这几天，居住在江北孔浦街
道红梅社区的一名独居女孩备受
社区书记宋红燕的牵挂。“我父
母暂时回不来，社区宋书记每天
给我送吃送喝，还耐心陪我聊
天、安慰我，把我当自己女儿一
样照顾。”小女孩感激地说。

“大前天下午，女孩的老师
打电话到社区说明了情况，女孩
16 岁，是 1 月 25 日从重点地区

搭 车 回 来 的 。” 宋 红 燕 告 诉 记
者，因为女孩户籍不在本地，社
区在最开始排摸时没有了解到她
的情况，直到 28 日女孩老师主
动联系社区后才得知。

女孩的父母是湖北人，在四
川打工，春节期间没有回宁波；
女孩则在寒假开始后前往姐姐
家，几天前搭车返回宁波，一人
在家。疫情暴发后，女孩父母回不
来，她基本处于独居状态。

“我们当即上门找到了这个
女孩子，让医生帮她做了体温测
量。告诉她，不要怕。”宋红燕

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不要出
门，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一
定帮你解决。”

离开后，宋红燕还是不放心，
每隔几小时，都会跟女孩联系，问
她好不好，有没有需要。为了让女
孩安心在家里自我隔离，她主动提
出帮助女孩储备食物，在超市买完
零食后，又去孔浦菜市场买了蔬菜
等，宋红燕几乎每天定时定点给她
搭配好食物，保障她一日三餐的饮
食。

“前天晚上她说想出门，我就
问她，要买什么东西，我帮她买，

千 万 不 要 出 来 。” 女 孩 毕 竟 年 纪
小 ， 在 家 有 些 待 不 住 。“ 我 跟 她
说，等回头情况安全了，会让你出
去的，不要太担心，在家看看手
机，跟人打电话聊天都好。”女孩
也就听了她的劝。

当记者问起宋红燕是否考虑过
自己的安全时，她表示自己也是一
个母亲，自己的孩子在 16 岁时自
理能力也没有强到能一个人居住，
况且现在是特殊时期，孩子平安康
乐非常重要，“作为一名党员，应
该在关键时刻冲在最前线，和大家
一起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

在家隔离，她多了个社区妈妈
——16岁独居女孩与红梅社区“宋妈妈”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
徐超 金黄璐敏）“体温 36.3℃，
无异感。”昨日，网格员小周收到
了胡先生发送的体温和身体状况
的短信告知。“统一送餐、统一倒垃
圾、统一张贴居家隔离标识和统一
医护人员上门培训指导，胡先生是
用‘四统一’工作法实施管理的居
家隔离人员。”小周告诉记者。

一周前，小周通过社区网格
排摸，发现胡先生有疫区暴露史，
便第一时间联系镇海区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随即由指定的专业人
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认定
胡先生符合居家隔离要求。“你安
心在家，饭菜管够，有啥需求告诉
我。”这是小周对隔离人员说得最

多的话。根据要求，小周还会定期
去隔离人员家送饭、收垃圾等。

居家隔离，是最好的预防措
施，也是最有可能疏漏的措施。镇
海区制定工作手册，明确社区疫
情排查方法、社区网格员排摸流
程图、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工作要
求等，对隔离人员开展居家隔离

“四统一”工作。
“‘四统一’工作法能有效帮

助我们做好居家隔离人员的宣教
和心理疏导。对此，我们及时对网
格员进行隔离人员送餐、垃圾消
毒和日常生活管理的培训，做到
早排查、早发现、早隔离，保护群
众健康安全。”镇海区疾控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

统一送餐、统一倒垃圾、统一张贴标识
和统一上门指导

镇海“四统一”做好居家隔离工作

前天，鄞州东柳街道安居社区的志愿者去隔离观察人员家庭送刚购
买的新鲜蔬菜。该社区有从武汉返甬的留观人员，志愿者每天上下午各
打一次电话询问他们的体温和身体状况，并保障他们生活必需品的供
应。 （丁安 于姗姗 摄）

新鲜蔬菜送上门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高鹏 王冠宇） 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我市爱心人士和单位纷纷捐钱
捐物。截至昨日 16 时，宁波慈善总
会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防控疫情
捐款 6855.67 万元，其中宁波市慈
善总会累计收到捐款 3458.16 万元。

昨日上午，宁波帅特龙集团有
限公司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 200
万元。当日下午，宁波中淳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向鄞州区慈善总会定向
捐赠 200 万元用于鄞州区抗击疫情
防控工作。

当日向宁波慈善总会系统捐款
额度较大的单位有：金田铜业集团
1000 万元，鄞州农村商业银行 130
万元，北仑农商银行公益基金 100

万元，环球广电 100 万元，三生集
团 50 万元，宁波欧琳实业有限公
司 50 万元，慈溪农村商业银行 50
万元，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
50 万元，宁波海洋纺织品有限公
司 10 万元，民进宁波市委会发动
成员捐赠 18.55 万元。

当日捐赠金额较大的个人有：
杨建迪 5 万元，“wang”2 万元；另外，
徐双波等 19 人通过网络通道分别
捐赠 1 万元以上。截至 30 日下午 4
时，共有 1.76 万余人次参与捐赠。

为了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捐赠
情 况 ， 宁 波 市 慈 善 总 会 在 官 网
www.nbcszh.org 上发布相关公告，
市 民 如 有 疑 问 可 拨 打 捐 赠 热 线 ：
0574-87251999。

爱心人士和单位纷纷捐钱捐物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1 月 28 日，余姚
梁弄镇横坎头村召开网上村民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 《横坎头村防控疫
情临时村规民约》。

该村党员们带头作出 防 控 疫
情“我承诺”，带头不聚餐、不聚
会 ， 带 头 管 好 身 边 人 、 身 边 事 ，
带头不信谣、不传谣，带头宣讲
开 展 疫 情 防 控 的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与此同时，村乡贤理事会多
方筹措资金购买 1 万余个医用口
罩，已通过各党建网格发放至每户
村民手中。

记者了解到，在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中，横坎头村运用联村包
片、党员“联六包六”、党员微信
群、村民微信群等载体，精准掌
握联系群众情况，严密排摸重点
人员，做到网格不漏户、户里不
漏人。

召开网上村民代表大会

横坎头村表决通过防疫村规民约

本报讯（记者王岚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干亚萍） 昨
天 8 时开始，江北工业区企业浙江
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物业
公司派出 10 名工作人员，分成 5 组

“全副武装”，开始对园区“邻里”
企业提供免费消杀服务。“目前登
记有消杀需求企业共 48 家，我们
争取尽快完成全部消杀任务。”企
业负责人阮志华说。

“各位企业家，疫情无情人有
情！园区企业浙江宝成机械 （物
业） 组织力量上门为企业免费提供
消毒杀菌服务。”1 月 29 日，江北
工业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在“工业区
企业服务群”微信群发布了这么一
条信息。

原来，几天前，浙江宝成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阮志华悄
悄联系了管委会的工作人员：“隔
壁企业年后复工会不会找不到专
业消杀团队？我们底下的宝成物
业 可 以 免 费 提 供 上 门 消 毒 的 服
务。”

“我们非常需要”“感谢管委会
安排组织”⋯⋯消息一经发出，园
区各企业纷纷留言，表示急需此类
上门消毒的服务。

阮 志 华 于 是 立 即 放 弃 假 期 ，
组织员工开展培训，储备消毒药
水，为上门免费服务做准备。“我
是党员，疫情当前，这是我能为

‘邻里’们做的一点小事。”阮志
华说。

江北一企业
免费为48家“邻里”企业消毒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攀
通讯员 徐红燕

一张手写的大红“喜”字，一
束红玫瑰花，一个腼腆的拥抱⋯⋯
昨天下午，在宁海县西店镇海洋村
茅洋疫情防控值勤卡点，一场短短
几十秒的“极简婚礼”，突然来到
值勤的镇干部魏再芳跟前。

当天原本是魏再芳和未婚夫葛
扬结婚的日子。疫情发生后，魏再
芳和葛扬商量，取消了原定正月初
六在老家强蛟的婚宴，投身防疫一
线。从正月初二起，她吃住在镇
里，连续 5 天在卡点值勤，跟未婚
夫几乎碰不上面。

海洋村外来人口多，目前村里
有 4 户人家在居家隔离。魏再芳挨
家挨户上门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作
为镇领导，她还要奔走各村督查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葛扬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在原
定的婚礼日子跟她办个简短的仪
式，可他没想到，给他的时间只有
短短几十秒，只来得及献上鲜花，
道一声“老婆你辛苦了”。魏再芳
让葛扬赶紧回去，她马上要赶往海
张村的卡点，“等一下还得去看望
4 户人家”。

“虽然只是一束鲜花、一个拥
抱，但有老公和亲友的理解，还有
同事们的掌声，今天我一定是最美
的！”出发前，魏再芳说。

一场几十秒的“极简婚礼”

在临时手写的“喜”字下，一对新人互相拥抱。 （蒋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