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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防控·城市 24 小时③

时间：2月5日1100

地点：奉化大堰镇下旺村

记者 黄合

“临时出入证有没有领？以后
人员和车辆进出必须得带”“今天
出门买菜得多买一点，下一次得
后天才能出门了”⋯⋯

昨天下午，社区网格长王玉
梅、朱刚燕站在小区门口，对进
出的业主细细叮嘱。4 日深夜，宁
波 发 布 疫 情 防 控 “ 十 二 条 ” 措
施，昨日一早，社区就将“十二
条”打印出来贴在门口。

这是一个商业小区，300 多套
单身公寓中，90%是出租的，租
户 多 为 附 近 商 圈 办 公 楼 里 的 白
领。“随着返工时间的临近，40%
左右的外出业主回来了，防疫工
作压力比较大。”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建寅说。

“陈书记，我需要做产检，必
须由老公陪着去医院”“我们小夫
妻家里不开伙，餐餐都到父母家
去吃”“我们银行网点已经开始复
工了，不得不出门”⋯⋯

一整天，陈建寅的两个手机
响个不停，“十二条”措施落地后
业主提出种种问题。他戴着已经
用了 4 天的口罩，一边在社区内

巡逻，一边逐一回答。
从正月初三以来，江城社区

8 名工作人员全面复工。但因辖
区内多是开放式小区，6 个小区
有 11 个 出 入 门 岗 ， 就 算 加 上 物
业公司的力量，人手仍然捉襟见
肘。好几名社工带病上岗，裹着
最厚的羽绒服，小瓶的酒精随身
携带。

“不仅工作强度大，精神压力
也很大。还好现在业主越来越理
解 我 们 ， 有 的 还 主 动 送 来 慰 问
品，陪我们站岗监督。”对王玉梅
来说，这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班

岗。
好在，按照市委要求，昨天

15 时左右，由市委办公厅、市委
政研室、市委机要保密局派出的
干 部 ， 加 入 小 区 门 口 的 执 勤 队
伍，发挥机关党员的表率作用，
进一步纾解持续作战基层人员的
压力。

短 短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站 岗 ，
已 让 机 关 干 部 张 英 俊 体 会 到 一
线社工的辛苦：“外头体感温度
很 低 ， 明 天 一 定 得 多 穿 点 衣
服 ， 才 能 更 好 地 为 一 线 防 疫 贡
献力量。”

连续作战不松懈

记者 金鹭

胡 加 宁 已 经 6 天 没 有 回 家
了。“过几天，返工来甬的人员将
会越来越多，我们一刻也不能松
懈。”昨天下午，在铁路宁波站的
一间临时调度室内，记者面前的
胡加宁仍然精神饱满。

今年 50 岁的胡加宁，是北仑
公交党支部书记。从正月初七开
始，随着北仑公交的全线停运，
他从总经理助理岗位来到一线，
拉起了一支党员志愿服务公交车
队 ， 迎 接 一 群 特 殊 的 “ 客
人”——来自湖北地区、需要去
隔离点的隔离观察人员。

“发车时间不固定，可能凌晨
三四点，也可能晚上十一二点。”胡
加宁说，这几天，他和志愿者都住在
车站边上的酒店内，24 小时待命。
尽管睡觉没有个准点，但大家从不
觉得疲惫，用满腔热情做好服务，只
为让乘客感受到宁波的温暖。

乘客中不乏与确诊病例直接

接触过的“A 类”人员，为车队
司机把好“安全关”，是压在胡加
宁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每天，他
都会仔细检查车厢内隔离带的密
封条，按时做好消毒工作，并协
助司机穿好蓝色的防护服，戴好
口罩、手套。

物资紧张，大家各自发挥所
长，想方设法减少消耗，做好打
长期战的准备。“我们在防护服外
套一次性雨衣，雨衣扔掉后，防
护服消毒还能再次使用。”胡加宁

说 。 从 学 校 实 验 室 借 来 紫 外 线
灯，将一套套防护服摊开，一间
简陋的调度室就“变身”为消毒
室。短短 6 天内，团队已接送了
近 100 名隔离人员。

目前已经进入“战疫”关键
时期，宁波发布的疫情防控“十
二条”措施，让胡加宁感到肩上
的责任与担当更重了。“我和各位
党员干部已经做好了坚守前线、
长期奋战的准备，时刻待命，随
叫随到。”胡加宁说。

“逆行”志愿车队时刻待命

记 者 王佳
通讯员 梅薇

昨天下午 3 时 30 分，记者来
到海曙区泗洲家园小区，发现可
通行的大门已缩减至一个东门。

来自市民政局的党员干部冯
彦彬正在对进入小区的人员测量
体温。“这道人行门，业主刷卡方能
进。”冯彦彬说。一旁的吕亮弯、高
璐正在检查“车辆通行证”，“通行
证上有车牌号、房号，确认无误、
体温正常才能放行。”

经过岗前培训的 3 人已经将
防控“要点”记在了心上。作为
志愿者，他们和其他同事一起投
身社区联防联控战线。

“泗洲家园住户较多，劝导任
务重，有机关党员干部的支援，
相信我们的战斗力会更强。”丽景
社区书记根据小区特点，为这批
志愿者分配了“出入登记”“劝
导”“巡逻”等岗位任务。

为遏制疫情蔓延，自管控措施
升级以后，该小区加紧印制了“出
入证”。记者看到，这张浅粉色纸的

正面印有小区户主居住的楼幢号、
室号，背面印有 2 月 4 日到 2 月底
每 一 天 的 日 期 。“ 我 们 正 分 发 到
户。”社工说，鉴于防控需要，每户
家庭每两天允许一个人持证出入，
并在门岗处登记。

因为规定刚施行，有业主还
不太适应，特别是一些习惯于每
天去采购新鲜食物的老年人。下
午 5 时，有位老人想出小区，因
其当日已用过一次“出入机会”，
加 之 此 次 出 门 并 非 出 于 紧 急 需
要，市民政局党员干部史浩明和

社工极力劝说，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最终打消了老人再次出门
的念头。

据了解，这次市民政局有 20 名
党员干部下沉到段塘街道社区一
线，除了包括泗洲家园和博府的丽
景社区，还分置在华兴社区、南都社
区。之前，该局还派出了由 15 名党
员、团员青年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
入驻机场参与旅客体温检测等服
务。“疫情不息，决不‘离岗’。”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我们一定能够打赢。”

“严”字当头护家园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伊丽 沈珞

“大爷，你要的药我配来了，
够吃一个月的呢。”昨天中午 11
时，奉化区大堰镇联村干部吴思
杰来到村民鲍仁泽家，将一大袋
药连同发票递给老人。

鲍仁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
得定时吃药。因为防疫需要，老人
出不了村，家里备的药眼看就要吃
完，就在他犯愁时，吴思杰及时送
来了“补给”。“药费总共是 287.09
元，扣掉医保报销部分，您只要掏
120 元就行了。”小吴仔细给老人报
账。“真是太谢谢啦，解了我的急
难。”老人连声道谢。

大堰是奉化唯一的全域山区
村。吴思杰联系的董里片下旺、
里车头两个村地处偏远，村里患
慢性疾病的老人多。2 月 3 日，他
在里车头村例行排查时，发现村
里有 3 位老人降血压、降血糖的药
吃 完 了 ， 就 马 上 驾 车 到 镇 卫 生
院，帮忙配来了“救命药”。

“村里老人这么多，面临断药
的可不止这几个。”次日，他组织
村干部，对两个村进行了一次排
摸，发现有 26 位老人、近 60 种药

物面临短缺，其中有 11 人已经停药
了。“大家放心，我去帮忙配药！”吴
思杰收集了一大叠病历本，把老人
们的名单、需要配的药列了张详细
清单。当天下班后，他马上赶到镇
卫生院，和值班医生一起，把所需
药品一一准备好。

昨天早上 9 时多，吴思杰把一
大箱子药品装上车，开车半小时
进村送药。山路蜿蜒，小吴拎着
箱子挨户送药，累得气喘吁吁。
忙了两个多小时，下旺村 26 位老
人的药都送到了。“里车头村还有
一户，赶紧送去，顾不上吃午饭
了。”小吴说。

为了防控疫情，大堰村村设

卡，严防死守。在交通封锁的同
时，老人配药通道也被切断。这
两天，下村排查的联村干部临时
担 负 起 了 送 药 “ 直 通 车 ” 的 职
责。董家岙村联村干部徐力斌甚
至驱车几十公里赶到奉化城区，
自费为村民买来了“爱心药”。

大堰镇卫生院院长蒋成梅告
诉记者，院里昨天已经在统计辖
区各村老人缺药的情况，并组织
好相关药品，今天，“大雁”流动
医 疗 队 的 医 生 将 进 村 为 村 民 诊
病、送药。“根据防疫的要求，我
们规划了巡诊线路，上门服务，
一个个村走过去，解决村民‘吃
药难’的问题。”蒋成梅说。

联村干部翻山越岭来送药

记者 张凯凯

昨天下午 3 时，高速宁波北
出口的车流量迎来了又一波小高
峰。数十辆私家车、出租车、集
卡车排成两条长龙，徐业飞、沈
云等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分散其
中，印有“交通执法”四个字的
橙色马甲格外醒目。

徐业飞是宁波市交通工程管
理中心的高级工程师。作为一名
机关党员，驰援疫情防控第一线
的号召刚发出，他就主动请缨加
入了党员应急队。昨天是他到高
速宁波北出口支援的第 4 天，比
起 2 月 2 日凌晨刚到时的生疏与紧
张，眼下的他已能熟练引导来往
车辆，协助公安、医护人员完成
返甬车辆的防疫检查、应急配合
工作。

“这是作为党员的分内之事，
我义不容辞！”徐业飞充满自豪地
说 。 如 今 ， 这 扇 宁 波 的 “ 北 大
门 ” 旁 ， 越 来 越 多 的 “ 红 色 力
量”正拧成一股绳，牢牢地将疫
情隔于“门”外，市交通执法队

一大队的沈云也是其中的一员。
“防疫前线的工作至关重要，

我 必 须 对 得 起 身 上 穿 的 这 套 制
服！”沈云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当看到工作群里一声号召下无数
党员的报名信息时，他忍不住热
血沸腾，当即申请加入党员应急
队。双手引导、详细问询、仔细
登记，高速出口的工作虽然单调
却容不得半点马虎。沈云告诉记
者，车流量最大的时候，等待的

队伍足足能排七八百米远。“所有
一线工作人员没有一声抱怨。这
样 的 关 键 时 刻 ， 我 们 更 要 站 出
来，不能让老百姓失望！”

所 幸 ， 随 着 宁 波 疫 情 防 控
“十二条”措施的出台，高速宁波
北出口的车流量呈现明显的下降
趋势。市交通执法队一大队副大
队长李峰告诉记者，昨天从高速
宁波北出口通过的车辆数比前几
天降低了三分之一。

城市“北大门”的“红色力量”

记者 黄程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袁潇涵

“师傅，以后出门要带身份证
和这张通行证。明天你们就不能出
去了，今天多带点菜回来。”昨天下
午 3 时，江北区白沙街道白沙社区
砖桥巷小区的人员进出明显减少，
但是前来支援的机关党员干部许
济涛丝毫没有松懈，一边在通行证
上标注时间，一边耐心地对出门买
菜的居民解释。

“小区现在只有这道门能够进
出 ，出 去 的 时 间 不 能 超 过 2 个 小
时，叔叔您不要在外面待太久了。”
看到又有一位年长的居民拎着菜
篮子慢慢朝门口走来，许济涛便上
前几步，凑近提醒。“这个叔叔耳朵
有点背，所以要大声和他说话。”许
济涛笑着说。为了做好居民出入管
理，小区从前天开始实行通行证制
度，出入小区除测体温、询问外，还

要登记时间，居民在外停留时间不
能超过两小时。

在实施疫情防控“十二条”措
施后，许济涛注意到，一些年纪大
的居民对此还不是很了解，面对陌
生的工作人员，他们难免有些疑
虑，因此，许济涛需要向每一位进
出的居民进行详细解释。“习惯于
每天出门买菜的老年人有想法是
正常的，对我这个陌生人也有点排
斥，不过还好，这几天下来，他们对
我信任了不少。”许济涛说。

这已经是许济涛成为白沙街道

白沙社区“编外社工”的第 3 天。“砖
桥巷小区是无物业小区，疫情防控
管理工作量很大，有了区里机关党
员干部的支援，人手紧的状况已大
大缓解。”社区工作人员张超蓉说。

在江北，像许济涛这样的“编
外社工”还有很多，该区 77 个机关
单位主动联系 178 个结对村（社），
安排党员干部做好志愿服务等工
作。区委组织部牵头成立了由机关
党员干部组成的攻坚小分队，到辖
区内无物业小区严格执行疫情防
控“十二条”。

“编外社工”守门记

联村干部进村为老人送药。 （毛节常 余建文 摄）

时间：2月5日1300

地点：铁路宁波站

胡加宁正在检查车厢隔离带的密封条。 （金鹭 摄）

时间：2月5日1500

地点：高速宁波北出口

交通执法人员严守城市“北大门”。 （张凯凯 摄）

悦庭小区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十二条”措施。 （黄合 摄）

“编外社工”许济涛 （左） 正在工作中。（黄程 袁潇涵 摄）

时间：2月5日1500

地点：鄞州区福明街道

江城社区悦庭小区

时间：2月5日1500

地点：江北区白沙街道

白沙社区砖桥巷小区

时间：2月5日1530

地点：海曙区泗洲家园小区

人员进入小区，必须测量体温。 （王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