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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通讯员 张林霞

截至 3 月 23 日 24 时，宁波已
连续 32 天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零增
长。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宁
波各大医院是否已恢复正常医疗服
务？各医院的门诊量、住院量多不
多？各大医院的诊疗秩序是否已恢
复正常？昨日，记者走访了宁波市
区的几家大医院。

门诊、住院病人数恢
复七成以上

昨日上午 9 时，记者来到宁波
市第一医院一号楼门诊挂号大厅，
与前期相比，大厅里的患者明显多
了。进口处，几十台自助机上患者
在忙着取号、结账；6 个取药窗口
上的屏幕在不断显示患者姓名，患
者有序等着拿药；在门诊综合服务
中心，2 个现场预约服务台各有 10
余位老年患者在排队。

正在门诊挂号大厅指导患者自
助服务的一名医生助理告诉记者，

从 3 月初开始，来医院的患者渐渐
多了起来。

据宁波市第一医院门诊办主任
谢浩芬介绍，目前，除口腔科洗牙
外，宁波市第一医院的门诊已经正
常 开 放 ， 日 门 诊 量 为 4000 多 人
次，恢复七成以上。住院病人的外
科手术也开始正常开展，上周的日
手术量为 70 多台，23 日的日手术
量已上升至 88 台。

记者采访了解到，其他大医院
的门诊也已经正常开放，基本上恢
复了正常的诊疗秩序。

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的门诊已
恢复到疫情前的 75%，日均入院
150 余人，日住 院 量 、 日 手 术 量
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宁大医学
院附属医院门诊量、住院量已为
疫 情 前 水 平 的 80% 至 90% ， 消 化
内科、肛肠外科、胃肠外科等科
室 就 诊 人 数 已 基 本 与 疫 情 前 持
平，手术量在每天攀升，肛肠外
科 、胃肠外科等科室甚至出现一
床难求的情况。自上周起，国科大
宁波华美医院门诊诊疗全面恢复，

门诊人次、在院患者人数已经恢复
了平时的七八成，其中日均手术近
120 台，部分重点专科的手术量已
与疫情前持平。市妇儿医院门急诊
已恢复正常，3 月 22 日，门急诊量
达 3736 人，已恢复到疫情前的七
成；住院人数 970 人，也恢复到疫
情前的七成。

全面分时段预约，仍
有相当部分患者做不到

在宁波市第一医院，记者注意
到，尽管门诊量已恢复了疫情前的
七成以上，但是在医院内候诊的病
人数明显少了，以往拥挤的候诊大
厅，现在空着很多座位，电子屏幕
上不断地显示着患者的姓名，整个
大厅秩序井然。

“我们医院实行实名全预约分
时段就医 1 个月 以 来 ， 预 约 率 在
85%左右。”谢浩芬告诉记者，越
来 越 多 的 患 者 习 惯 了 分 时 段 预
约，会按照预约的精准时间前来
就诊，这使得医院内候诊的患者

大大减少，从而合理地分流了院
内人流。

不过，谢浩芬告诉记者，仍有
15%左 右 的 患 者 做 不 到 分 时 段 预
约，“每天有患者未提前预约就来
医院看病了”。

为了给这部分患者提供人性化
服务，宁波市第一医院特别在门诊
综合服务中心设置了 2 个现场预约
服务台。记者了解到，未预约的大
多为老年患者。从采访看，这些未
预约的患者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不
知道要预约，还有一部分是不知道
该如何预约。

据了解，为帮助更多的患者了
解、学会预约，宁波市第一医院每
天在门诊挂号大厅安排了 30 位志
愿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各大医
院已陆续开展全预约分时段就医，
但是仍 有 相 当 部 分 患 者 做 不 到 。
有业内人士认为，实名全预约分
时段就医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相信
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认识到这一就医
模式的便利。

医院基本恢复正常诊疗秩序
门诊、住院病人数恢复七成以上

本报讯（记者黄程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吴天云） 线
上线下促销、发放百万元消费红
包、活跃夜间经济⋯⋯昨日，江北
区“江北有礼 只等你来”助力消
费专项行动正式启动，旨在通过发
挥政府和市场双引擎作用，提振消
费信心、促进消费增长、提升消费
能级。

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分
为激发网络消费、引领商圈消费、
升级休闲消费、激活夜间消费、健
康体育消费以及助力工会消费六项
行动，涉及商业综合体、文化旅
游、汽车服务、体育场馆、农特产
品等多个消费领域，整个专项行动
将持续到年底。

随着夜间经济的活跃，江北依
托老外滩、达人村打造出了极具特
色的月光经济品牌。在此次专项行
动中，夜间消费经济的激活成为一
大亮点。今年，老外滩街区通过时
尚表演、酒吧文化演艺等品牌活动
逐步恢复人气，并将以“三江夜
游”码头改造提升工程为契机，丰
富“三江夜游”服务内容，打响夜

游品牌。据了解，江北将进一步培
育提升时尚国际泛老外滩商圈、田
园风光达人村、乡村休闲洪塘湾、
文创复古民权路等载体平台，活跃
夜间经济。

在复兴旅游经济方面，江北将
进一步加大相关奖补力度，推出文
旅消费优惠券，推动休闲消费升
级。同时，江北正在加大力度包装

“旅游好产品”，提升区域旅游产品
设计能力，通过推出古建文化游、
研学修学游等主题产品开发和线路
策划吸引游客。

对于各大商业综合体，江北发
放百万元消费红包，组织七大商业
综合体和老外滩步行街、民权路文
创复古街区、星街坊等重点商业街
区及限上餐饮企业等开展联合促
销，进一步放大乘数效应。

此外，江北还通过龙头电商企
业线上促销活动，推动“体育+商
业”模式引入体育一人一技培训
与赛事，鼓励广大职工会员参与
其中等形式，让广大消费者享受
红利的同时，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
潜力。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江北启动
助力消费专项行动

昨日，在海曙区鄞江镇清
源村的一片桃园中，桃农崔师
傅穿梭在桃树间，将木屑均匀
地撒在树下。崔师傅是一名木
工师傅，因为经常在家接手木
工活，会产生很多木屑。依据
他 10 多年种植桃树的经验，
木屑可以废物利用，是很好的
桃树肥料，还有保温保湿的作
用。

（徐能 张昊桦 摄）

木屑护桃

记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邵滢
通讯员 袁洁

“小马，防止境外疫情输入和
扩散是近期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两天，你们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
一定要仔细⋯⋯”前天晚上，慈溪
市疾控中心主任叶建杰制定完下阶
段防疫工作计划后，提醒流调组负
责人马建明加强对境外来慈人员排
查力度，重点关注同航班病例密切
接触者。

像这样的“碰头会”，慈溪市
疾控中心每天会举行一次。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组
建抗疫团队，设立专家指导组、流
调组、实验室检测组等 6 个工作
组，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越是
风 险 高 的 地 方 ， 越 是 我 们 的 战
场。”叶建杰说，两个多月来，慈
溪“疾控人”通过流调探明“敌

情”、检验精准定位、隔离点防扩
散等，为群众筑起坚固的“防疫
墙”。

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控制的关
键，而疾控流调人员就像战“疫”
中的“侦察兵”。慈溪市疾控中心
抗疫团队成立后，流调组成员迅速
进入“战斗”状态。“为了摸清传
染源，队员们经常穿着防护服去隔
离病房了解情况。面对疫情，大家
没有丝毫退缩。”马建明说，流调
工作不仅要快还要细。如果漏掉一
个密切接触者，就多了一个潜在的
高危风险。

24 小 时 是 每 一 场 新 冠 病 毒
“追踪战”的时限。其间，疾控流
调人员要从患者基本情况、发病和
救治经过、接触人群中“抽丝剥
茧”，得到相关信息。“遇到想不起
时间、细节的患者，我们就借助信
息化技术了解其生活轨迹，排查出
潜在的密切接触者，及时送至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马建明说，自
1 月 26 日接到首例新冠肺炎疑似病
例报告以来，他们已下达 58 份防
控任务书，指导完成 316 例密切接

触者的集中管控。
“侦察兵”打前站，“扫雷兵”

紧随其后。1 月 22 日，慈溪市疾控
中心检验科微生物检验团队采购
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后，承
担起核酸检测工作。“疫情防控期
间，6 名检验员分两组在实验室工
作。每天，大家要从上午一直忙
到深夜。为了确保检测结果准确
无误，我们对每批送来的样本要
进行多次复核。”实验室检测组负
责人岑迪说。

由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存在高
风险，微生物检验员进入实验室前
都要“全副武装”。从样品信息核
对、预处理，到核酸提取、扩增、
分析等，他们每次要连续工作 5 小
时以上。检测员孙叶丹说，“在实
验室，我们不能喝水、上厕所，几
小时下来衣衫湿透，脸上会留下深
深的印痕。两个月来，我们与病毒
面对面‘交锋’，已检测 2810 份样
本。”

对新冠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进
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是防止疫情
扩散的关键环节。1 月 27 日，慈溪

市委党校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启用
后，慈溪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徐
建 国 立 即 带 领 医 护 人 员 开 展 工
作。“下午，我们紧急开展业务培
训，制定工作流程，当晚就接收
了 17 名 密 切 接 触 者 。” 徐 建 国
说，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防
疫工作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如果发
现有人出现感染症状，必须立即送
医院治疗。

采访中，50 多天没回家的徐
建国向记者展示一张手机图片，“3
月 10 日，湖北荆州的江先生结束
隔离期后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每
次看到这张合影，我心里就感觉暖
暖的”。

3 月 9 日，慈溪最后 1 例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确诊病例
实现“清零”。战“疫”上半场，
慈溪市疾控中心抗疫团队众志成
城 ， 疫 情 防 控 取 得 阶 段 性 战 果 。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叶建杰
说，面对境外疫情呈现快速扩散态
势，他们将严防疫情“回流”，落
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织密织牢防
疫“安全网”。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记慈溪市疾控中心抗疫团队

最美战疫人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如何让“公筷公
勺”行动更加规范，实施起来更有
可操作性？日前，慈溪在我市率先
推 出 《公 筷 公 勺 实 施 导 则 （试
行）》（以下简称 《导则》）。到 5
月 30 日前，慈溪将努力实现三星
级以上宾馆、机关事业单位食堂合
餐场所、农村文化礼堂集体聚餐代
办点等 100%配备公筷公勺。

据悉，该 《导则》 规定了 3 个
统一动作。首先是统一在就餐场所
显著位置设置公筷公勺宣传标识；
其次，餐桌上统一提供公筷公勺，
样式、颜色要明显有别于普通餐
具，有条件的在显著位置印烫明显
的“甬城公筷”“甬城公勺”等字
样；将公筷公勺配置纳入日常管理
环节，设计适当的服务用语，持续

引导、提醒用餐者使用公筷公勺。
餐桌举止非小事，一勺一筷显

文明。按照分类实施的推进原则，
慈溪针对不同的就餐场所制定了不
同的公筷公勺配置要求。“我们将
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商务局、文广
旅体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强化监
督检查，对餐饮单位实施公筷公
勺情况进行暗访监督检查，及时督
促未落实单位进行整改。”慈溪市
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自 1 月下旬以来，慈溪市文明
办联合多部门先后发出 《“公筷行
动”倡议书》 和 《关于开展公筷行
动的通知》，制作了一批生动形象
的公益广告、宣传制品和慈溪方言
短剧，积极倡导广大市民和餐饮单
位使用公筷公勺，助推新时代“好
习惯、践文明”活动深入推进。

一勺一筷显文明

慈溪推出公筷公勺
行动实施导则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任
宁 李少锋） 清风摇曳，哀思绵
绵。昨日，青山绿树掩映下的宁波
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
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代表烈士亲
属和广大市民，在此举行统一祭扫
活动。

仪式现场，祭奠代表向革命烈
士纪念塔敬献花圈，鞠躬默哀；为
烈士擦拭墓碑，敬献鲜花。绽放的
黄菊花、白菊花，寄托着对革命烈

士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根据统一部署，我们采取了
代祭扫、网络祭扫等方式，缅怀革
命英烈，弘扬民族精神。”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说。

据悉，我市县级以上烈士陵园
中共安葬了 1304 位烈士。在今年
清明节期间，全市各级烈士纪念设
施将陆续举行温馨、简朴、庄重的
统一祭扫仪式。

清明忆先烈 鲜花寄哀思

樟村烈士陵园
统一代祭扫仪式举行

宁海县住建系统提前谋划、提前准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按照“分类管理、逐步复工”的原则，积极、细致地做好复工指导工作。
截至昨天，全县 190 个房建、市政项目 100%复工，进场人员共计 12047
人，达到当前施工所需人数的 100%。图为施工人员正在南门大桥改建工
程现场进行打桩作业。 （严龙 邵映菡 摄）

宁海住建系统
190个项目满员复工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2019 年度，我市新引进大学
生超过 13 万名，较上年增幅高达
65.2%。今年，我市将推出七大行
动，吸引全国各地青年英才来甬就
业创业。“根据人才市场发布的岗
位数和对企业的调研预判，2020
年度，我市依旧有望吸纳超过 13
万 名 大 学 生 前 来 就 业 创 业 。” 昨

日，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在多举措鼓励和帮助

企业更好地稳定和开拓岗位的同
时，我市将打包推出包括高层次人
才招引、湖北高校云聘、全国巡回
招聘、事业单位选聘、万名大学生
实践、毕业生就业服务和大学生职
业指导等七个方面的专项行动，全
方位促进和保障高校毕业生来甬就

业。
2 月 7 日举办的第 31 届网上毕

洽会，我市的 995 家企事业单位推
出岗位总需求人数 1.5 万人，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同时，对比正月
初七之后的一个月内发布在中国宁
波人才市场官网的在线数据可以看
到，去年同期在线岗位数为 21057
个，今年同时段内的在线岗位数则

是 21726 个。这表明我市用人单位
岗位需求并没有明显变化。

受疫情影响，当下部分大学生
感到就业压力大。对此，人社部门
分析原因认为，校园“春招”以及
各类现场招聘活动尚未恢复，一定
程度上影响签约，此外，前阶段我
市企业更多关注于接返老员工，尚
未转到大学生招引上。

2020年有望吸纳13万名大学生来甬就业创业

我市出“组合拳”吸纳青年英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