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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发布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
措施通告后，海曙区段塘街道雄镇社
区的流调量从日均30多条，下降到了
多日来只有一条。此前最多的时候，
一天就要打600多个电话。

雄镇社区是一个年龄结构老龄化
的社区，除了玉棠雅苑这个高层住宅，
其他小区都是老旧小区。社区总人口
约4500人，外来人口占了30%。目
前，社区里还有不少工地，流动人口给
社区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社工王妃妃说，之前疫情下的每
一天，社工们一上班就是查看数据，以
最快的速度追溯源头、排查密接，将一
个个可能的风险人群排查并立即落实
管控措施，从而斩断传播链条。“最多

的时候，我们一天要接打七八十个电
话，有时甚至半夜也会接到街道打来
要求核实的电话。”

而这几天，社区只有一个流调电话，
涉及一名密接的居民。按照原来的政
策，这名居民也要到集中隔离点去隔离，
但现在只要在家居家观察就可以了。

“现在，居民来问的都是我能到哪
里接种疫苗，或者是老年人有慢性病，
能不能接种疫苗等专业性比较强的问
题。”王妃妃说。

最近，王妃妃还发现一个明显变
化，就是社区居民自觉戴口罩的越来
越多。“面对调整，大伙儿更加意识到
自己才是健康第一责任人，做好个人
防护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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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条”发布
宁波人的生活
悄然改变……

目前，我市正在持续优化服务，强化
动员，多措并举为老人接种疫苗提供便
利，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
提高60-79岁人群接种率，帮助更多老
年人筑牢免疫屏障，守护老年人的生命
健康。

12月7日下午开始，江北区8家预防接
种门诊每天为市民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记者走访发现，各接种点的接种人数都有明
显增加，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
人数增加更为明显，其中大多数是来接种
第三针的，少部分之前一针也没打过。

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北区共接种
1140多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近
600人。

洪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
时间原定下午1点半开始，可到下午1点
左右，接种大厅里就已排起了长队，医护
人员于是提前开始了接种工作。

记者看到，前来接种的人群中，老年
人占了绝大多数。“我73岁了，今天过来
完成第三针。”一位阿婆在完成接种后告
诉记者，她有高血压等基础病，仔细询问
了医生，医生告诉她可以接种。前两针打
完了也没啥反应，这次就自己过来了。

78岁的王老伯当天来打第一针。他
说，自己身体不大好，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多种基础疾病。之前一直认为平时很
少出门，就没来打。现在通过那么多宣
传，知道了老年人免疫力和抵抗力都大
大不如年轻人，接种疫苗不仅能预防感
染，关键是可以避免感染后出现重症的
几率，所以就来接种了。

在慈城镇中心卫生院，预防保健科
科长齐桂香说，随着居民自我保护意识
的增强及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昨
天新冠疫苗接种量也明显增加。

家住公有村、现年83岁的陈阿婆以
前一直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这几天，经
过儿女轮番劝说，终于在昨天打上了第
一针疫苗。

齐桂香说，有些老年人深居简出，觉
得接触病毒的机会比较少，没有接种的
必要。其实，老年人虽然很少出门，活动
范围相比年轻人较为局限，但也会通过
家里的小辈、周围接触的人感染病毒，所
以不管是不是常出门，还是尽早接种疫
苗更安心。

针对行动不便的接种人群，一些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续将组织开展上
门接种服务。

记者 薛曹盛 林伟 陶倪 程鑫
实习生 陈思燕

通讯员 张珂宁 庄涵予 岑文文 史俐俐

宁波发布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
施通告以及“新十条”的发布，对社区工
作者带来了新的“烦恼”：面对居民形形
色色的问题，如何解答？

记者走访了江北区多个社区，社工
们表示，每天的咨询电话只增不减，以前
主要集中询问隔离政策、赋码等问题，现
在问题变得愈发五花八门。

例如，“新十条”明确，不按行政区域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进一步缩小核酸检
测范围、减少频次。那现在核酸检测还
要不要做？做的话，附近哪里能做？“除
了医院外，目前江北的每个街道（乡镇）
都设立了一个便民核酸采样点，时间段
为8:00-18:00，我们街道的点位设在九
万里。”江北区庄桥街道天合社区社工朱
丽娜这样回答居民的疑问。

又如，“新十条”规定，要保障群众基
本购药需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没

有新冠相关的药可以配？网上买药还要
做核酸吗？

“网上买不用核酸证明，目前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有些药品短缺，但会尽快补
齐，我们向居民提供电话以便咨询。”朱
丽娜说。

关于疫苗接种的问题最近特别集
中。居民根据自身及家庭成员的身体情
况，询问各种疾病是否能正常接种疫苗、
最新的吸入式疫苗的禁忌人群有哪些等
等。

此外，绿码有效期多长，需要多久测
一次才能保绿，非绿码是不是就不能让
同住娃上学了，外地回来返甬码还需要
填写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要求社
工对政策的理解认知及时透彻，“网上的
信息太多了，我们要辨析，要深刻领会，
而且还得快，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社
工们坦言。

他们依然有困惑
咨询量有增无减，社工坦言读懂“新十条”不容易

12月4日深夜，宁波发布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施通告；12
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简称“新十条”）。一石激起千层浪，
短短几天，宁波人的生活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曾经静悄悄的业主群里开始热闹了，大家讨论的话题都是如何
防疫；措施优化以后，社区不再需要深夜打流调电话了，但每天要
直面居民的各类问题。社区是城市的最小单元格，记者从我市的
一些社区入手，去感知居民生活的点滴变化。

位于鄞州区钟公庙街道的泰安社
区，人口基数较大。辖区内有8个小区
和2个单身公寓，外来人口占三成左右，
一度给社区带来不小的疫情防控压力。

杨嫦娇进入社区工作刚满半年，
就碰上好几波宁波本土疫情。“数据量
大的时候，一个社区就有几百条管控
人员的信息需要一一核查，再落实管
控措施，常常忙到深夜，这几天，数据
一条都没有。”杨嫦娇笑称，没有数据
下发的日子，都有些“水土不服”了。

这两天，她所管辖的网格群里变
得“热闹”了，400多人的大群每天都
有不少居民咨询“今天哪里能做核酸”

“我们小区还能做核酸吗”等问题。“以
前，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核酸点位发布
在网格群里，现在反倒是小区居民追
着问点位。‘新十条’发布以后，小区的
核酸检测点位不再开放，但看到居民
群里每天都有人询问，我们就把就近

的核酸检测点位告诉他们。”杨嫦娇
说，这两天私信加她微信的居民明显
增加。不光来询问核酸检测点位，还
有来问打新冠疫苗以及买药的。

让她感觉温暖的是来自社区发布
的防疫小视频，比如如何调整心态，如何
正确佩戴口罩，外出如何做好自身防护
等，内容相当接地气。“这些恰恰就是我
们最关心的话题，社区真的太贴心了！”

“新十条”发布以后，泰安社区就
在辖区各个小区和物业办公室张贴

“新冠肺炎日常防护温馨十要点”。“日
常防护要注意什么，上有老下有小，该
如何防护，居民很关注这些话题。明
州医院就在我们辖区，我们特意邀请
明州医院副院长和鄞州妇女儿童医院
院长范琦慧给大家录制系列防疫小视
频，希望让大家多一份安心。”杨嫦娇
说，这些系列防疫视频在业主群里广
泛传播，引来一片点赞。

市民在接种新冠疫苗。通讯员供图

网格群里的变化
接地气的防疫短视频，引来居民一片点赞

新冠疫苗接种点
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人数明显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