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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旻 通讯员 乐琪波

1 月 5 日中午，大碶街道湖塘
村党支部书记、主任乐瑞华收到了
北仑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心
关爱工作组发来的 《强制休息通知
书》，“命令”其立即停止工作，休
息半天。

收到组织的关心关爱，乐瑞华
很是感动，“但下午还有更艰巨的
任务，我不能休息！”

湖塘村村域面积大，外来人员
多，是大碶街道 33 个村中常住人
口最多的一个村。接到疫情防控命
令后，乐瑞华第一时间安排部署，
并与村干部、志愿者们一起奔忙在
一线。疫情宣传、人员排查、核酸
采样、居家人员关爱⋯⋯每个服务

岗位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乐瑞
华就像是连轴转的陀螺，始终不肯
停歇。

不分昼夜持续 5 轮的全村全员
核酸检测累计采样 22639 人，全覆
盖式“扫村”行动排摸重点人员，
并 落 实 好 居 家 隔 离 管 控 和 服 务 。
乐 瑞 华 平 均 每 天 只 睡 3 个 小 时 ，
村干部多次劝其回家休息，他收
拾几下又投入了工作。“群众需要
我们，我们一定到岗到位，坚定
不移打好这场疫情防御战。”乐瑞
华说。

其实，乐瑞华只是大碶街道抗
疫大军的一个缩影。自今年第一
天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以
来，不知不觉，大碶街道两千余名
机关干部、村社工作人员、志愿者

已 经 在 抗 疫 最 前 线 持 续 奋 战 了 5
天。

“疫线就是战场，每一分每一
秒都无比珍贵。”

“疫情当前，我还能多撑一会
儿，以后有的是时间休息。”

⋯⋯
这是收到 《强制休息通知书》

的“疫线战士”们给出的回复。
短暂的休整不是退缩，而是为

了在工作岗位上更好地战斗。“首
批收到通知书的有 7 名同志，后
续我们还将继续传达区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关心关爱工作组的
关心和慰问，分批向抗疫一线的
战 士 送 发 这 份 特 殊 的 ‘ 命 令 ’。”
大碶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说。

请你立即休息！

大碶7名“疫线战士”收到特殊“命令”
本报讯 据“北仑发布”公

众号消息，宁波市北仑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通报关于封控区第
六轮核酸检测结果。

在广大市民朋友的积极配合
下，2022 年 1 月 6 日，宁波市北
仑区对封控区开展第六轮核酸检
测，共检测 41906 人，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北仑封控区
第六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 陈敏 林旻
通讯员 杨梦圆

自 1 月 1 日北仑发现疫情到 1
月 6 日，北仑区人民医院已迎接了
39 名“抗疫宝宝”的出生，其中
在隔离单元里出生的有 6 名。

妊娠期高血压、瘢痕子宫，工
作地点在封控区需居家隔离，丈夫
在外地出差⋯⋯2022 年元旦、北
仑新冠疫情发生的第一天，怀孕
35 周+的罗女士陷入了焦虑，早

产、大出血、胎儿死亡，不论哪个
风险，鲁女士都承担不起。思来想
去，她希望住院待产。

疫情期间，北仑区人民医院作
为区域内最大的医疗机构，承担全
区产妇分娩和高危孕产妇救治工
作。经过协调，罗女士被送至北仑
区人民医院隔离单元进行隔离待
产。北仑区人民医院产科在人员紧
张的情况下，立即调派一名医生、
两名护士进驻隔离单元，专职负责
封控区的临产产妇、高危孕产妇的

诊治。
之后，隔离单元的其他病房又

陆 续 住 进 来 几 名 产 妇 。 1 月 4 日
晚，北仑第一个“抗疫宝宝”在隔
离单元的临时产房里呱呱坠地。医
生周蕾为产妇做完医疗处理，又马
不停蹄地为另一名产妇做剖宫产术
前准备、防护转移、手术⋯⋯

在北仑第一个“抗疫宝宝”出
生大约 3 个小时后，另一名隔离单
元里的产妇剖宫产分娩下一名健康
的新生儿。

在此次疫情前，医院改造了几
个负压手术室，这次的剖宫产手
术就是在负压手术室进行的。负
压 手 术 的 难 点 在 于 术 后 的 消 毒 、
清洁。手术室护士长林玲说，工
作繁杂、穿着防护服打扫体力消
耗大是一方面，“负压手术室一台
手术一次消毒，每次使用后消毒
流程得 3 个小时起步。”1 月 5 日，
3 名隔离单元里的产妇在这里接受
剖宫产手术。这个平时不起眼的角
落，在这一天，几乎没有空下来的
时候。

为保障全区产妇、血透病人、
慢性病病人、急危重症病人等特
殊人群基本医疗需求，北仑区人
民 医 院 医 务 人 员 时 刻 在 院 待 岗 。

“自己辛苦一点，只要患者安全、
健康，我觉得很值得。”助产士刘
金花说。

6天里39名“抗疫宝宝”
在北仑区人民医院出生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石璐瑶

在这场北仑疫情阻击战中，涌
现出无数的平凡的英雄。父子、母
女、夫妻⋯⋯齐上一线，只为守护
那一份平安。而这其中，有这样一
个“硬核”家庭，一家三口全扑在
了抗疫一线。他们的“团聚”也与
众不同——都在北仑，但只能通过
电话“云”团圆。

“好的，我马上出发！”1 月 1
日清晨 6 点，一个紧急电话打破了
沃朝辉一家宁静祥和的节日气氛。
老爸刚接完电话，女儿沃潇潇的手

机也响了，单位通知她紧急归队。
与此同时，沃朝辉的妻子章嵩燕也
接到了电话，要求作为医护工作者
的她紧急返岗支援。

就这样，一家三口默默地开始
收拾自己的行李，然后相互告别：

“元旦快乐，注意安全！”
沃朝辉是宁波市公安局港航分

局交警大队的教导员，是宁波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半个
多月前，他参加了镇海的疫情防控
工作，长期驻扎在蛟川街道的卡
点，最久的一次在岗位上待了整整
18 个小时。

因长时间工作，他腰椎痛的老
毛病又犯了，厉害时疼得直不起
腰。卡点上的同事好不容易将他劝
回单位休息，谁知道第二天的早
班，他又来了。

这次，他又主动请缨，第一时
间赶赴北仑。“我家住北仑，在家
门 口 抗 疫 ， 当 仁 不 让 了 。” 这 些
天，已 50 岁的沃朝辉在招宝山大
桥卡点值守，和其他人一样日夜颠
倒地坚守在寒风中。

“在镇海抗疫时，我为他们父
女打 call，现在轮到我们全家齐上
阵了。”沃朝辉的妻子章嵩燕也在

默默地支援这场战“疫”。因身体
原因，她不方便穿防护服，便被安
排坚守在后方做好物资储备工作，
为一线的医护人员把好“第一道
关”。“很遗憾不能在一线支援，但
我也有我的战场！”

沃朝辉的女儿沃潇潇也有自己
的使命。疫情开始后，她就被临时
调派去开展流调工作。小小的办公
室里，沃潇潇忙的像陀螺一样，此
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和电脑键盘的敲
击声，见证了她的付出。

“爸爸是我的榜样。现在我们
一家三口都在为北仑防疫作贡献，
我觉得很光荣。”沃潇潇说，每天
的工作很多也很累，但想到在外执
勤的父亲和留守医院的母亲，她就
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喊累的资格。

就这样，一家三口，三条战
线，以守护之名，他们并肩作战！

这个家庭很“硬核”

一家三口全扑在北仑抗疫一线

通讯员 沈琼云 沈媛
记 者 张凯凯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志愿
者会等到血透结束再送你们回来
的，你们在医院也要做好防护。”
昨日，即将把两位老人送往医院
时，北仑梅山街道金创工业社区党
支部书记顾赟赟在车外一边叮嘱，
一边不断地宽慰他们。

1 月 5 日晚上，梅山美的蝴蝶
海小区居民欧阳阿姨焦急地联系到
社区：“家里老伴需要定期血透，
原本每周一、四前往北仑区人民医
院，因为疫情管控公交车停运，女
儿女婿也在抗疫一线无法来梅山，
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已经错过了一
次血透，周四再错过，老伴身体就
吃不消了。”

社区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为
患者准备好就医出行所需的证明，
同时迅速通过线上线下多条途径召
集志愿者成立“红色车队”，专为

有特殊就医需求的居民提供服务。
接到此次任务的志愿者王博是东海
航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的一名入
党积极分子，在宁波大学梅山校区
参加培训的他因为疫情滞留梅山。
得知“红色车队”招募消息的他一
早就联系社区主动请缨要求参加这
次“红色行动”。王博将患者按时
送到医院，等待患者做好 4 小时的
血透后，他又将患者搀扶上车，安
全送回了家。

“我女儿女婿都在一线抗疫，知
道你们的辛苦。我们这一来一回加上
等待时间，起码7个小时，要不是情
况紧急我们是真的不想麻烦你们。真
的很感激，也很感动！”欧阳阿姨说
着说着不禁眼眶红了。

在金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志愿
群，持续有新的志愿者加入，护送
队伍不断壮大，这群身着红马甲冲
在战“疫”前线最特别的“护航
者”，以“红色”为“舟”，助力跑
出一条“生命护航线”。

北仑“红色车队”
护航血透老人

记 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周羽琛 顾焯惟

昨天是今年学考选考的第一
天，也是北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以来的第一次“大考”，更是宁波
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各县 （市） 区
局驰援北仑的第一仗。

上午 7 时 30 分，由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主要负责人带队，北仑区
和各县 （市） 区执法力量组成的

“蓝色先锋队”出发前往各考点进
行学考选考保障工作。

在北仑中学考点附近，几名
大 妈 一 大 早 聚 在 河 埠 头 洗 衣 服 ，
敲打衣服的“砰砰”声不断，由

于一河之隔的北仑中学考点正在
准备考试，执法队员邬显圣赶紧
上前将其劝离，同时叮嘱她们遵
守防疫规定，不要聚集，戴好口
罩。

“您好，最近三天正在进行学
考选考，请您把音响关掉，为考
生营造安静的考试和休息环境。”
部分商店门口的喇叭播放着促销信
息，执法队员立即督促商家关掉扩
音器，让整个环境“静下来”。

疏散聚集的人群、劝离流动
摊贩、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整
个 上 午 ，“ 蓝 色 先 锋 队 ” 高 效 运
转 ， 保 障 学 考 选 考 的 顺 利 进 行 ，
为学子们保驾护航。

为考生保驾护航

“蓝色先锋队”驰援北仑考点

通讯员 徐丹丹
记 者 苟 雯 厉晓杭

“北仑加油！”“老板，我是集
卡司机，这是我的行驶证。”

“收到！”物流园区辖区内职
工大食堂负责人黄灵从保温箱里
快速拿出一份“一荤两素”的盒
饭给集卡司机黄师傅，黄师傅连

声道谢。
昨天早上 10 点 30 分，滞留物

流园区的集卡司机不约而同地到职
工大食堂领取免费盒饭。每天的盒
饭都不一样，红烧鸡肉、清炒扁
豆、红烧茄子、清蒸鲳鱼等供司机
们选择。

因疫情防控，很多集卡司机行
动受限，只能把车停在园区内各条

主干道及辅道上，在方便司机“医
食住行”上，物流工业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携手物流园区总工会链
接 资 源 ， 在 宁 波 市 交 通 运 输 协
会、宁波市交通运输协会国际集
装箱堆场仓储分会的大力支持下，
与园区大食堂协调，每天免费为滞
留集卡司机提供 200 份盒饭。

“ 滞 留 集 卡 司 机 也 是 受 疫 情

防控影响，大家都希望疫情尽快
结束。所以，就想到了这样一个
约 定 ， 只 要 出 示 集 卡 司 机 驾 照 ，
大 喊 一 声 ‘ 北 仑 加 油 ’， 就 可 以
领 取 一 份 免 费 的 盒 饭 。” 物 流 工
业社区党委书记、工会主席丁慈
英说。

据了解，这样的爱心盒饭将持
续发放，直至疫情防控结束。

每天200份

物流园区滞留集卡司机吃上免费盒饭

通讯员 应志平 王珊
记 者 张凯凯

“自 1 月 1 日疫情发生以来，北
仑区医疗废弃物急剧增加！从平时
每天三四十吨，一下子增加至六七
十吨，相当于增加了二分之一的
量！”昨天，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天军在接受采访
时告诉记者。“为保障正常运转，
目前公司 5 条生产线已处于满负荷
运转状态，24 小时不停歇，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

1 月 1 日以来，作为全市医疗
废弃物终端处置点，北仑环保固废
处置有限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企
航先锋”党员模范作用，全力保障
医疗废弃物正常处置。得益于翔实
的应急预案和镇海疫情的实战经
验，企业对北仑此次疫情的涉疫废
弃物处置工作信心十足。

陈天军告诉记者，为应对封区
后出现人员紧缺、排班困难等问
题，疫情发生的当天下午，80%的

生产一线工作人员就放弃休假赶赴
公司，其他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也克
服种种困难到岗到位。由于固废公
司地处郭巨长浦，进出十分不便，
百余名工作人员克服生活上的不
便，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全
都住在原本只能容纳 50 人的宿舍
和办公区域内。

“相较而言，涉疫医疗废弃物
的处置比普通医疗废弃物的处置要
求更高。普通医疗废弃物只要消毒
一遍，涉疫医疗废弃物要消毒好几
遍，同时还要对车辆、人员等进行全
面消毒，确保一线工作人员防护工作
做到位，绝不能有一丝疏忽。”陈天
军坦言，虽然有信心，但安全压力也
着实不小。为了守住安全底线，北仑
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班子成员从1
月 1 日起，就不分昼夜检查人员、
车辆的防疫情况，统筹解决医废处
置各类问题，确保生产线安全运作。

据统计，1 月 1 日至 5 日，固
废公司共处置医疗废弃物 308 吨，
其中涉疫医疗废弃物 73 吨。

医疗废弃物急剧增加

北仑固废公司满负荷运作

“不少社区防
疫工作者放弃休假
回到自己岗位上，
保障居民的安宁和
健康，所以我也想
在这个特殊时期尽
一 份 力 。” 5 日 ，
海曙区西门街道老
教授裘成源写了百
余幅“福”字赠予
日夜坚守在岗位上
的 社 区 防 疫 工 作
者。
（徐能 张昊桦 摄）

送
福

固废处理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