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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里是宁波疾
控。有什么可以帮您？”

电话那头一阵咳嗽声后，
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
开了口。接线员慢慢了解了
这个女孩的处境。小丽是湖
北人，几年前来宁波打工，寻
思在春节多挣点钱，找了一份
酒店清洁工的工作，没想到一
场疫情彻底打乱了她的计
划。大年三十晚上，小丽和几
个湖北老乡一起吃了个团圆
饭，年后就开始出现畏寒、咳
嗽等症状。小丽有些心慌，主
动跟辖区疾控报告了自己的
情况，随后辖区疾控上门采
样，核酸检测报告为阴性。老
板让小丽不要再干了。

“这工作找得急，当时说
好的包吃包住，合同都没来得
及签，现在老板工资也不给
我，还让我走人，这让我怎么
办？”小丽越说越急，又在电话
那头咳了起来。

接线员一边安慰小丽，一
边确认小丽的基本信息，答应
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后会及

时反馈。接线员拨通了卫健
专班的电话。

“这属于劳动纠纷，建议
打人事局劳动仲裁电话，如果
无法解决，建议她向工会及社
保局申请协助；至于安置居住
的问题，建议向辖区防控办反
映落实……”

接线员得到答复后，拨通
了小丽的电话，把各个联系电
话一并告知了她。

晚上7点，热线来电里又
传来了那个湖北女孩的声音，
她说劳动仲裁已经帮她解决
了工作的问题，自己也找到了
暂时的落脚点，再次来电向宁
波疾控表示感谢。

“我是武汉来的，现在酒
店不让我住，怎么办？”

接线员经仔细询问才搞
明白，小刚是年前从武汉到宁
波来找朋友玩的，结果到宁波
没多久就传出了武汉封城的消
息，自己也被带到了隔离点观
察了14天。现在隔离解除了，
朋友家也不能长住，宾馆酒店
一看他的身份证是武汉的，都

对他摆手。小刚拿着一张解除
隔离的证明，不知何去何从。

接线员向上级部门反映
了小刚的处境和困难，收到回
复建议联系商务部门协商解
决。负责的接线员又拨通了
商务部门的电话，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他
的酒店。

热线咨询的内容五花八
门，从疫情开始阶段的高度恐
惧、个人防护、口罩难买，到疫
情高峰时期的返甬证明、隔离
升级、管控加码、监管缺失、有
家难回、莫名隔离、高速被卡，
以及疫情后期的三返指导、复
工流程、核酸检测、交通运输、
健康证明。最近一段时间则
是对境外返甬人员的管控，还
有 来 自 12345、81890000、
110以及114转接的电话，自
荐各种神药处方，投诉劳动纠
纷，捐赠防控物资等。

接线员的一天，除了吃
饭，睡觉，不是在岗接线，就是
研究文件，解读政策。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王锋

“春暖花开，等她回家。”陆嘉社区党总支
书记吕洪的丈夫姜老师告诉记者，这段时间，
他最大的成就是修炼成全能的“家庭煮夫”。

“他知道我身体不好，为了确保营养，每
天都是变着花样做菜。”吕洪疲惫的眼神里透
出藏不住的幸福。自年三十开始，家里洗衣
拖地、做菜洗碗、收拾整理的活全由丈夫承包
了。

为了让妻子安心在一线抗“疫”，姜老师
和吕洪的父母每天通一次电话互报平安，隔
两天订菜送到老人住处，以及各种水果、日用
品等；女儿在家上网课，他备好设备，在一旁
监督辅导。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把我们所有社工当
成自家人一样照顾。”吕洪说，春节那几天当
得知社工们吃不上热饭，姜老师就做起爱心
餐配送到社区；当得知社区要轮流值夜班，他
又特意送去了新的毯子和杯子，确保大家能
睡得舒坦。“我知道，他是和我并肩作战！”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沈默

26名接线员接了1.2万多个电话
防控咨询热线背后的故事都很暖心

疫情初期，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第一时间开通了防控咨询热线，26名成员经过
紧急培训火线上岗，中心开通四部电话，24 小时不间断接听。截至目前，已接听热线
12000多个，其中咨询电话9000多个，投诉、建议电话3000多个。在疫情高发时每天接
听电话达600多个。

每一通热线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一家三口返乡记

中午时分，熟悉的电话铃
声又响了起来，“你好，是市民
热线吗？”一个焦急的年轻男
声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你好，这里是宁波疾控，
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现在车子在高速路
口，想要下高速，被拦住了
……”

接线员问清了他的状况，
原来小李一家三口春节回老
家过年，眼瞅着复工日子近
了，疫情仿佛也控制住了，这

就打定主意想要回宁波。出
发前打听好了宁波高速路口
的开放情况，还在网上获取了
健康码中的“绿码”，本想着万
事俱备，没想到还是在下高速
路口的时候被拦住了。原来，
宁波高速路口放行需要两样
法宝：绿色健康码和辖区内居
住所在地的社区开具的接收
证明。小李一家缺接收证明。

“我这时候也没法找社区
开证明啊，我连宁波都进不
去。”小李吐着苦水。

“您别着急，您居住所在
地是哪个社区？我们帮你联
系。”接线员耐心地回复着。
挂下电话，接线员马上联系社
区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
并将小李的联系方式一并告
知。

没过多久就接到了小李
的回电，他已经同社区人员联
系上了，高速路口的工作人员
也通过社区的证明，对他们放
行了，电话里原本焦急的声音
变得有些欣喜。

劳动纠纷协奏曲

“你在前线战疫，我在后方守家”

爱的力量
让她们坚定战“疫”

“你在前线战‘疫’，我在后方守
家！”鄞州区福明街道社区书记们能毫
无后顾之忧投身抗“疫”，全心全意守
护居民的家门，是因为，她们身后有一
支硬核“亲友团”，这股爱的力量，让她
们坚定战“疫”。

再晚都要求妻子回家吃饭

“红膏炝蟹、香煎带鱼、可乐鸡翅……哇
噻，书记好口福呀！”“这手艺和摆盘，和大厨
不相上下。”看着徐芳云时不时在朋友圈晒幸
福，新城社区的社工们都一脸羡慕。

“让我每天一定要回家吃饭，这是老陈对
我唯一的要求。”徐芳云告诉记者，抗击疫情
以来，作为社区负责人的她开启了早出晚归
模式，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有的事。

“好身体才是战斗的资本。”徐芳云丈夫
老陈时常说。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开始
钻研各式菜色。“忙的时候喜欢吃点重口味
的，摆盘好看，食欲就会好一些……”老陈的
碎碎念里，都是对妻子的心疼和呵护。

得知社区在招募宣传车队，老陈第一个
报名参加，全力支持妻子的工作。

曾经甩手掌柜升级“超级奶爸”

“这段时间，我从过去的甩手掌柜升级为
超级奶爸。”丈夫胡先生这样自我调侃。

他的妻子是波波城社区主任郭颖颖，每
天奔波在一线，即使下班回家还在忙工作。

他们的儿子今年5周岁，正是最调皮的
年纪。非常时期，陪儿子玩游戏、哄睡觉、安
抚儿子的“小脾气”，胡先生从手忙脚乱练到
了得心应手。从前连葱和韭菜都分不清的

“大男人”，为了妻子能吃上一口热饭，学会了
买菜做菜，现在已经能轻松做出一桌菜。

“女王未归，饭菜已准备完毕，静等！”胡
先生的朋友圈里，总是冷不丁“撒狗粮”。

修炼成全能“家庭煮夫”

防控咨询热线接线员正在接听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