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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新群体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陈福良 何彦浩

“ 您 辛 苦 了 ！ 加 油 ！ 为 人 民 服
务”“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出门戴
口罩”⋯⋯夜深人静，张兴园在办
公室看着 11 岁的女儿塞到他行李箱
中的略显稚嫩的图画，眼眶不禁湿润
了。

张兴园是余姚泗门镇西大街社区
党总支书记。自 1 月 24 日起，他就坚
守在社区防疫一线。为了及时应对疫
情变化，从 2 月 1 日开始，张兴园从
家中拿来被子、衣服、洗漱用品等，
白天奔波忙疫情防控，晚上睡在办公
室的简易床上。

2 月 3 日深夜 11 时多，忙碌了一
天的张兴园正准备休息，突然手机铃
声响起。“有一家五口刚从河南返回
社区⋯⋯”接到居民反映后，他立即
赶去详细询问情况，并做好登记，要
求这家人从即日起接受为期 14 天的
居家医学观察。

“我们会全力做好你们的生活后
勤‘管家’。”张兴园言出必行。一
天，这户人家提交了一张买菜“清
单”，上面列出的玉米、五花肉、饺
子皮、葱等食材多达 23 种。当时疫
情形势严峻，要买齐这些食材实属
不易。为此，张兴园和社区干部王
强跑到超市，花了一个半小时才买
齐。“社区干部工作这么辛苦，还贴
心照顾我们，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
安心居家隔离。”这户人家在微信中
留言。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党员
就是战斗员。张兴园组织社区党员志
愿者等 60 多人，佩戴党徽亮身份进
网格，通过排摸人员、卡口执勤、联
系居家观察人员等一系列工作，共同
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张兴园十分关心社区“党员先锋
岗”值守人员，每天晚上会去卡口探
望慰问。元宵节那天，他挤出时间，
和其他社工一起包馄饨，煮好后送到
卡点，让值守人员暖胃暖心。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是目前的工作重点。张兴园每天
在商会会员微信群里及时发布相关政
策信息，为需要复工的企业和店铺

“解惑”。看到来社区办理复工手续的
人员逐渐增多，他还专门成立了工作
窗口，开辟绿色通道，提高办事效
率。

顺诚电子加速器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是辖区一家规下企业，专业生产用
于一次性医疗用品辐照消毒的电子
束。前段时间，该企业尚未复工，但
接到战略合作伙伴发来的信函，紧急
要求为对方生产的一次性真空采血管
等防疫物资提供电子束。

获悉这一情况后，2 月 12 日，张
兴园和联社干部等第一时间上门服
务，帮助企业次日复工。2 月 21 日上
午，该公司负责人特意来到社区，送
上了一面“平安复工，真情帮扶”的
大红锦旗，向张兴园等人表示衷心感
谢。

为了满足辖区海州家园模具一条
街加工店铺的复工需求，张兴园还在
模具街设立流动办公桌，与联社干部
一起，就近为企业和店铺办理复工手
续，并深入企业调查用工情况，检查
防疫物资。

口罩紧缺也是企业复工后面临的
问题之一。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后顾
之忧，张兴园积极发挥社区商会资
源 优 势 ， 用 商 会 会 员 、 社 区 乡 贤 、
爱 心 人 士 的 部 分 捐 款 购 买 了 7000
余 只 口 罩 ， 一 一 送 到 36 家 会 员 企
业。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张兴园连续
24 天没有回家，而他儿子出生才三
个多月。为此，泗门镇党委于 2 月 24
日下午下发了一张有“温度”的强制
回家令，要求张兴园当天下班后返回
家中，陪家人吃一顿饭，给女儿讲一
个故事，抱一抱儿子⋯⋯“作为社区
书记，我一定要起好带头作用，这样
才能对得起全体居民！”张兴园动情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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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病毒赛跑，跑在病
毒传播前面

上午 8 点不到，杨雯君就来
到办公室。还没等坐下，她就急着
打开电脑。

杨雯君向记者介绍，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疾控医生作为基
层疫情防控网格化、地毯式排查
的第一道防线，每天要面对来自
公安、教育、轨道交通、社区等不
同部门及单位的联防联控信息，
摸清辖区疫情总体情况、上报疾
控数据、排查核实疑似病例，这是
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面对电脑刚坐下，突然一条
信息跃入眼帘：“白云辖区有两名
居家隔离人员可能离开隔离区
域，请确认。”

看到信息，杨雯君立即拨通
了两名居家隔离人员所在社区的
电话，请求社工马上协助调查。

“病毒来势汹汹，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每天都在和病毒赛跑，一定
要跑在病毒传播之前。”杨雯君
说。

在 等 待 社 区 信 息 反 馈 的 同
时，杨雯君开始一边浏览一份“丽
园尚都大厦复工应急演练预案”
电子文档，一边飞快地敲击着键
盘。记者看到，这份预案中，标注
了模拟对象出现发热症状后，楼
宇企业、街道以及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人员的相关岗位职责，其中
转运疑似人员、隔离密接人群、流
行病学调查、疫点终末消毒和健
康宣教等环节有条不紊。

“近期辖区各企业陆续复工，
返工人员大量增加，这给疫情防
控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制
订了预案，准备在辖区商务楼宇
开展一次防疫应急演练，全流程

模拟疫情出现后的处置工作，让
大家更好地掌握应对措施和操作
流程。”杨雯君介绍，平时针对突
发传染病、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时
候，区级疾控、街道和社区三级相
关部门及单位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应急演练，为的就是确保一旦疾
病真正来临时，各个部门及单位、
各个环节毫无纰漏。

这时，杨雯君面前的电话铃
声响起，社区核查结果反馈来了：

“两名居家隔离人员只是将生活
垃圾置于家门口，并未离开。”杨
雯君再三确认细节后，立刻将情
况填入信息反馈表，上传给上级
相关疾控部门。

在 记 者 采 访 的 一 个 多 小 时
内，办公室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对此，杨雯君表示，这是一个多月
来的工作常态。“这次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从 1 月 23 日开始，疾控
科 11 名同事被分成数据、调度、
社区、消杀、后勤五组，每天两班
轮换，从早上 8 点到半夜 12 点，已
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

■与病毒面对面，隔离
防控万无一失

10 点，杨雯君和一名同事穿
上防护服，离开办公室前往联北
社区。路上，杨雯君告诉记者：“今
天 有 3 户 居 家 隔 离 人 员 解 除 隔
离，按规定，必须由疾控医生上
门，确认被隔离对象体温正常，没
有咳嗽、胸闷、腹泻等临床症状，
才能发放《解除医学隔离观察告
知书》。”

当记者询问杨雯君为何没有
戴上隔离眼罩等防护装备时，杨
雯君笑着解释，上门解除隔离只
需一级防护即可，而为疑似病例
采样、为确诊病例家庭及周边环
境消杀，则必须采取二级防护措
施，需要口罩、眼罩、鞋套、连体防
护隔离衣等全副武装。

杨雯君告诉记者，她前一天
刚应辖区一企业要求，和检验科
医生一道，上门为该企业 55 名复
工上岗人员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
酸检验采样，而此前白云街道的
居家硬管控人员的核酸检测也是
由她们一起上门进行咽拭子标本
采样。

“采样过程必须万无一失，不
仅要注意瓶口消毒、保持容器无
菌，而且要准确无误地填写标签、
冷藏转运到指定医院。采样结束
后，还要对用过的棉签、试纸、隔
离装备等医疗垃圾打包集中处
置。”杨雯君介绍。

杨雯君说，基层疾控医生必

须 体 现 较 高 的 专 业 素
养，不仅保护自己免受病
毒侵袭，而且要守护群众的
健康和平安。她清楚地记得 1
月 31 日白云街道首例新冠肺炎
病例确诊后，中心主任带队全副
武装消杀的场景，“根据消杀对象
和环境的不同，消毒药水的比例、
浓度和消杀方式不一样，一般室
内消杀采用气溶胶雾化方式，室
外则用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

此前的消杀作业一般是在台
风天过后，对辖区浸水严重的低
洼地段进行，而面对凶险的病毒，
这是比较少见的。当天，大家按照
二级防护要求装备好，分别对确
诊病例家里和所在楼道的电梯、
车棚等外环境进行消杀，“多亏平
时的消杀作业和应急演练积累的
经验，15 层的楼道一个小时就结
束了‘战斗’。”杨雯君回忆道。

■流行病属地管理，责
任重于泰山

11 点半，杨雯君和同事完成
了居家隔离人员的解除隔离确
认，赶回办公室匆匆吃了从食堂
打包的盒饭后，又面对电脑忙着
输入疫情信息。

“下午已经预约 1 点半到辖
区某复工企业，对近日外地返甬
人员进行流行病学摸底调查，时
间紧张，前几天的排摸数据分析
和档案汇总必须见缝插针进行。”
杨雯君说着，依然目不转睛地盯
着电脑。

此次疫情暴发后，白云街道
卫生服务中心抽调 30 多名医生
组成排摸小组，每天通过上门随
访、电话询问、社区巡查等方式，
拉网式排摸了 1000 多名涉及有
相关流行病学史的人员，最后确
定需管控隔离 700 多人。

“排摸中，对所有确诊或疑似
病例的密切接触人群，除了询问
其有无发热等病症外，还要详细
了解其前 14 天的活动轨迹、是否
去过高风险地区等，工作量之大
可想而知。”杨雯君表示。

此次防疫期间，白云街道有
区、街道两级集中医学隔离点各
一个。按照要求，基层疾控医生必
须一天随访两次。“主要是面对面
确认隔离人员是否出现临床症
状，并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医学服
务，如带来高血压、胃病等各类常
用必备药物等。”

而一旦有病例确诊，或者有
高危密切接触人群需要集中隔
离，社区疾控医生还承担着监督
转运工作的职责。“记得 2 月 21 日

那天，我们跟着转运车一趟趟来
回，转运了 40 多人，忙到次日凌
晨 1 点半。”杨雯君记忆犹新。

一个多月连轴转的忙碌，防
控疫情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在
疫情暴发前，杨雯君每周有两个上
午要在门诊坐诊，为适龄儿童进行
预防接种，还要和疾控科同事分工
协作，有序开展流行病信息管理、
卫生监督、计划免疫、慢性病管理、
国家法定传染病调查、突发传染病
防控等各项工作。

杨雯君所在的疾控科除了每
月两次为辖区职工、居民、中小学
生举行健康讲座和健康咨询外，同

时还承担着国家级、省级公共卫生
部门下发的“居民伤害调查”“城市
癌症早症早治”等科研项目。

杨雯君坦言，相比区、市级中
心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公
共卫生管理、突发疫情处理的第
一道关口，承担着流行病防控属
地化管理职责，“尽管工作繁重，
但这关系到辖区每一个家庭的安
康，唯有勇挑重担，尽力将工作
做好。”

记 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张天叶
通讯员 王纯纯

3 月 1 日深夜，慈溪市新浦镇
防疫值班室内亮起灯光。完成接送
村民任务回到“家”，王光海泡了一
碗方便面犒劳自己。“今天，我当了
9 回专职司机，接送村民或去看病，
或从医院回家，或去隔离点。现在
是 防 疫 关 键 期 ，工 作 不 能 掉‘ 链
子’。”交谈中，他侧身看了看手机，
怕一不留心错过了紧急任务。

王光海是新浦镇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老家在湖北
省黄冈市红安县。春节前，他原打
算带上妻儿回老家与父母团聚。然
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他
停下了回家的脚步。1 月 29 日，新
浦镇成立疫情防控应急小组，任命
王光海为应急处置组组长。接待疫
情信访投诉、处理举报信息、处置
突发情况⋯⋯接到任务后，他迅速

“转战”到防疫一线。

王光海告别妻儿住进镇值班
室。上午 7 点左右到办公室，处理信
访、防疫工作信息；8 点左右出门到
结对村排查走访，提醒从重点地区
返回的务工者做好居家隔离⋯⋯
从大年初一开始，王光海一直忙于

工作。
2 月 12 日，新浦镇组建海韵疫

情防控护送车队，王光海担任队
长。除了做好日常防疫工作，他还
要接送全镇发热、咳嗽病人去市级
定点医院看病。2 月 17 日晚上，忙

了一天的他刚准备吃晚饭，口袋里
传来手机铃声。当时，镇卫生院有
一名发热病人急需去市级医院看
病。接到电话后，他放下碗筷，赶紧
开车去卫生院接人。很少有人知
道，此前他一直饿着肚子，已经来
回护送 7 位村民。“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服务百姓是我职责所在。”王光
海说，一个多月来，家人一直默默
支持他，“每隔几天，妻子会将洗好
的衣物放在楼下储物间。夜深空闲
时，我就去拿一趟。”

调 解 矛 盾 纠 纷 、维 护 村 庄 秩
序，是疫情期间王光海的一项重要
任务。2 月 2 日，他接到一起投诉，
浦沿村有辆武汉牌照汽车，村民
们希望车主马上开车离开。“当时
是晚上 11 点左右，海哥正准备睡
觉。听到消息后，他二话没说立
即赶往现场处置。”新浦镇干部陈
叶冲说。经调查，这名车主是武
汉人。去年以来，他一直住在慈
溪 ， 没 有 回 过 湖 北 。 了 解 情 况
后，王光海向村民耐心解释，及

时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三返”高峰来临，王光海肩

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除了当好
防疫“守门员”，他还成为企业复
工复产的“联络员”。上月，慈溪
出台企业复工管理实施细则，王
光海忙完手头工作后第一时间联
系对接企业慈溪市美奇车业有限
公司。其间，他与镇发展服务办
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指导企业做
好防疫复工工作。美奇车业总经
理邢新旺说，从填写各类表格，
到制订 《企业复工防疫方案》，王
光海一直悉心指导他们。现在，
企业已经复工复产。

1 月 25 日以来，王光海共办
结各类群众投诉 68 件，实地处理群
众应急警情83起，接送发热、咳嗽病
人136人次。经过前期与慈溪市委组
织部联系沟通，新浦镇上月召开镇
党委会议，一致表决同意火线提拔
在本次战“疫”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王
光海为新浦镇综治办主任。“感谢组
织对我工作的肯定。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群众健康平安。”他说。

王光海:
坚守在第二故乡防疫一线的“红色尖兵”

近年来，随着我国基层卫生服务标
准化体系的不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保健体
系重要的基层网络。由此，社区疾控医
生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他们在基层慢
性病管理、传染病调查、卫生监督、预
防接种、健康宣教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

随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社
区疾控医生走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科普
宣教、摸底排查、消杀防控、发热筛查、隔
离观察、病毒采样、转运病患……他们
冲在一线，在阻击疫情扩散、缓解医疗
压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月26日，记者来到海曙区白云街
道卫生服务中心，跟随 37岁的疾控科
副科长杨雯君，体验基层疾控医生在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的辛苦与忙碌。

记者手记

社区疾控医生和众所周知的临床医生不一样，虽然不是直面疾病救
死扶伤，但是他们的工作同样举足轻重。

正如大家看到的，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区疾控医生克
服人手少、任务重的困难，夜以继日坚守阵地，及时做好发热病人和疑
似病例的隔离和转诊，同时深度下沉，排查疑似病例，落实综合防控措
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遏制了
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如果说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社区疾控医生无疑就是
这第一道防线上的“守门员”。然而，与社区疾控医生的较大需求相
比，目前社区疾控医生从业人数比例相对较低。以海曙区为例，该区从
事疾控相关工作的只有220人左右。

专业人士指出，这与医科大学重点培养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人才，而
培养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力度小相关。

在 2月 27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指出，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个短
板，就是疾控中心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显然，加大预防医学
人才培养力度，提升疾控医生地位，社区疾控医生必将能在自己的岗位
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陈朝霞）

▲杨雯君
在进行消杀作
业。

▶杨雯君
（前） 在整理
疫 情 防 控 信
息。

（陈朝霞 摄）

图为王光海为村民测量体温。（王纯纯 陈章升 摄）

张兴园 （左） 为卡口人员包馄
饨。 （陈福良 沈孙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