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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疫情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
个寒冬因疫情而更显寒冷。但是，疫情打
不倒永康人民。在这场全民抗疫战争中，
有爱的永康人民或奔赴“疫”线逆行而上，
或成为志愿者筑牢防疫墙，或捐款捐物贡
献力量⋯⋯每个人都在各自岗位上，给这
个寒冬带来温暖和感动。

从严从紧从快 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战

融媒记者 胡锦 应柳依

1月7日上午10时许，石柱镇下里溪工业功

能分区科博尔大道 3 号服务点来了一名女子。

女子称自己和丈夫是安徽人，5 日夫妻俩来到石

柱运货，本想装上货物就走，没想到下里溪成了

封控区，两人离不开了。因夫妻俩不是本地住

户，没有被及时纳入配餐范围，只好在货车内将

就过夜，食物和饮用水也成了问题。

得知情况后，民警陈凯和陈天祥将自己供

给包里的牛奶和面包收集起来送给该女子，并

为两人联系配餐。据了解，配餐将会一直配发

到这对夫妻离开封控区。

滞留货车司机就餐有了着落

“疫”线互助
传递温暖

1 月 7 日下午，石柱镇江瑶村热心村民为正
在防控服务点执勤的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块防风
雨布。

“这么冷的天气，没日没夜地守在这，为了
我们的安全，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这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市民说。

雨布虽小，却挡住了冬日的寒风，也坚定了
工作人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心和信心：“我们将坚守岗位，守牢卡点防疫‘小
门’，用实际行动回馈群众的关心。”

小小防风雨布 浓浓警民之情

本报讯（融媒首席记者 陈晓苏）

“大概30多岁，不知道叫啥，也不知

道来自哪里，但是只要他得到及时

救治，这就够了。”1 月 9 日一早，说

起头天晚上的惊险一幕，电话那

头，象珠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陈颖慧

长舒了一口气。

陈颖慧是象珠镇支援石柱镇防

疫的一员。1月8日傍晚，他和象珠

镇人大主席高南江等人按惯例在该

镇负责的封控区第 13 网格巡查。

巡查至某酒店内时，一男子上前求

援，他的同伴疑似突发心脏病，人

出不去、药进不来，需要帮助。

高南江、陈颖慧等人立刻进入

该男子同伴的房间，只见疑似发病

男子脸色发青，已经说不出话来，

且没有随身携带任何药品，无法进

一步了解相关情况。情况紧急，他

一方面及时上报疫情防控指挥部，

一方面迅速拨打 120，经过各方高

效协调、有序衔接，指挥部指令发

出后不到 5 分钟，疑似发病男子被

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据悉，该男

子有心脏病家族史，经救治后情况

良好。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已抽调

各镇街区、各机关部门近 1200 名

像高南江、陈颖慧这样的党员干部

支援石柱镇，并将该镇封控区划分

成多个网格，由各镇街区领衔包干

1 个至 2 个网格，全面负责封控管

控措施落实。每个网格既有属地

干部、社区工作者，又有下沉干部、

志愿者和党员群众，大家共同参

与，构建起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的

疫情防控责任体系。

区域封控了，不会用智能手机

的老人有需求怎么办？突发疾病

的群众看病就医怎么办？隔离人

员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怎么办？

面对这些问题，我市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关注共性需求、不忘个性需求，

按照“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

门”要求，精准打出严管厚爱组合

拳，将规范管理和暖心服务一同送

入封控区里的千家万户。市委组

织部每天电话连线“三区”内的村

企党支部书记、党员，关心询问防

疫过程中的防控力量、物资配给等

问题，有力推动了责任强化在一

线、精力集中在一线、问题解决在

一线。

男子在封控区里突发心脏病

救护车不到5分钟抵达

本 报 讯（融 媒 记 者 程 明 星

应柳依）“我啥也没点，怎么会有

外卖呢？”9 日 14 时，石柱镇枫林村

村民李加胜接过该村党支部书记

任武送来的一袋“暖心套餐”时，感

到有些莫名其妙。

身处管控区配送通道不畅，加

之自己也未曾下单，这“暖心套餐”

从哪儿来？李加胜疑惑间，袋子上

的一串熟悉号码和名字及时解开

了谜团。原来李加胜儿子怕“疫”

线的家人们吃不好，得知政府特意

为“两区”（封控区、管控区）居民上

线了“永康华联商厦优选”小程序

后，第一时间下了一单。

儿子的孝心让李加胜心里暖暖

的，同时他也忍不住为政府及时推

出这一惠民举措点赞。他说，有了

生活物资保障，“两区”人员又少了

一些后顾之忧，他们必将自觉做好

自我隔离，争取早日摆脱疫情阴霾。

“疫情遭遇战未打响前，村里

就已专门设置物资统计人员，方便

调度筹集物资，这下‘老伙计’搭上

新做法，灵活度更高啦!”任武说，尽

管这次村里仅下了 5 单，但尝试过

的村民都对这一模式赞不绝口。

同在“两区”的石柱村村民任

鑫献也收到了这份“暖心套餐”。

记者通过视频连线他时，他忍不住

对着镜头竹筒倒豆子似地秀了起

来：“里面有猪肉、四季豆⋯⋯满满

一袋，东西还不少。”

这么一堆新鲜食材，重量超过5

公斤，价格却不过40元出头。“政府

对平台上的订单承担了 50%的费

用，‘两区’人员半价就可购买。一

般在每日16时30分前的订单，次日

即可收到。”市商务局局长章幽悠介

绍，目前平台的物资储备充足，供应

渠道畅通，现在单份的套餐基本可

满足三口之家两天所需。为避免造

成资源浪费，她建议大家酌情购买，

两天采购一次即可。

当天上午，华联商厦溪心店的

菜场外，5 辆货车早已等候多时，该

商厦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清点昨

晚线上订购的订单，然后通过专车

配送到“两区”指挥部，再各自分拨

给石柱镇各配送网格点，最后由防

疫网格员或村干部送至村民手中。

“两区”人员切身感受到这一

福利，是我市通过启动“保供专班

—镇—供应主体”三级联动机制实

现的。据悉，目前我市已将 1800

余份暖心套餐送至“两区”内，接下

来还将不断打通各环节间的壁垒，

实现更高层次协同，为“两区”人员

做好更全面的后方保障工作。

来自市融媒体中心战“疫”采访党员先锋队的报道②

“两区”群众
你的半价“暖心套餐”到了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雨。果

然，从凌晨开始，雨就淅淅沥沥地

下个不停。

如果在往常，撑一把雨伞，走

在石柱老街，听着工匠叮叮当当的

敲打声，想必非常诗意。可惜，一

场疫情让这份诗意变冷清。

凌晨 1 点多，我和同事李一正

行走在石柱街头，寻找雨夜里的那

些温暖。

在百佳乐大道，一顶折叠雨棚

在黑夜中格外显眼。在灯光下，守

夜人在翻看着工作信息，边上是晃

着身体打瞌睡的战友。见到我们

上前，他赶紧比了一个“嘘”。

“让他再睡会。”

“你不困吗？熬夜太辛苦了。”

“我不困，还能再坚持一会。”

⋯⋯

这是石柱雨夜里简单的一段对

话。但我坚信，这样的对话肯定也

重复在疫情期间永康的各服务点。

我和李一正举着相机往前走，

继续搜索雨夜中的温暖。我们遇

到了穿着一次性雨衣稳坐在雨中

的守夜人；也遇到了紧缩在睡袋或

者小帐篷的防疫人⋯⋯我们小心

翼翼地用镜头记录这一个个画面。

从石柱街头回到办公室，毛毛

细雨还不停歇。石柱的雨夜有些

冷，但我们的内心是火热的，任何

困难也阻挡不了我们战胜疫情的

决心，相信阴霾终将在前赴后继的

无数逆行者的努力下逐渐消散。

永康加油！

程明星

W 我的“疫”线日记③

雨夜里，天很冷心很暖
1月9日 小雨

1 月 7 日晚，一辆大型货车驶进市卫健局。

待车停稳后，市慈善总会雄鹰救援队队员连忙上

前搬运纸箱。据了解，纸箱里装的是省慈善联合

总会为我市紧急采购的5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

与此同时，市慈善总会分会在市委、市政府

的号召下，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

遭遇战中。

宏伟慈善分会会长李晓庆紧急筹措80箱防

疫物资来到东城街道办事处，为保障疫情防控提

供有力帮助。

市慈善总会雄鹰应急救援队成立临时战

“疫”队，在统一安排部署下，投身一线，参与到搬

运防疫物资、封控区生活日常必需品运送、装卸

以及应急物资发放和现场秩序维护中。

瑞金医院分会火速集结 69 名核酸检测人

员、7 名后勤人员，对疫情采样点进行消杀。分

会会长潘梨儿又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送到

龙山养老院、十里牌安居院、经济开发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等地。此外，瑞侦医院院长王红政等

医务人员通过视频为石柱养老院的老人进行线

上问诊。

此外，新永康人义工队组织队员进行夜间巡

逻；爱心顺风车的队员发挥所长，主动联系；心理

咨询师协会推出线上热心接听，为广大市民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等。

省市慈善总会齐心抗疫

““暖心套餐暖心套餐””配送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