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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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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有你

11月1日，得知自己身处海珠区的有

地方变中高风险区，我便和一汽巴士三分

公司其他24名党员、公交车长一道，第一

时间向所在街道报到，就地转化为志愿

者，服从社区调配，参与社区抗疫。

我已和家人在海珠区华洲街道居住

了二十多年，这里的一切，我都非常熟

悉。作为志愿者，便充分发挥自己“活地

图”的作用，送药送物资、上门帮做核酸

……有的住户被赋了“红码”，居家隔离

中，我便带领医务人员入户为这些居民

做核酸。同时，顺路将配送给这些邻居

的物资一一送到他们手中。

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居民分

发、派送物资。一天需派送上门的住户

少则几十户，多则上百户，从早到晚，风

雨无阻。有时，还紧急帮忙送药上门。

从 1日到 8日，穿着防护服走街串巷，基

本每天行走2万多步。

志愿工作中，有一位被我服务过的女

士来找我，感谢我人性化的安排，当得知我

午饭都还没吃，而且一直在淋着雨维持队

伍秩序，就主动给我送来水和面包。我解

释说，穿着防护服不能吃喝，这位女士只能

作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心里挺感动

的，非常开心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非常

感谢大家能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工作。

回想起这几天在社区的志愿者生

活，让我越发感受到基层工作者的不

易。虽然我做的都是些民生小事，但也

是需要有人去做，而且还要努力做好，为

大家为社会出一份力。

■徐文杰上门

核酸采样。

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在“握手楼”中努力穿行

11月8日，广州举行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通报称11月7日0至
24时，海珠区单日新增2212例感
染者。海珠区新一轮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区内机关、村社、企业
党员干部、医务人员、公安干警、基
层干部、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志愿
者、快递小哥、居住地在职党员、

“两新”党员等凝聚起共抗疫情的
强大合力，与海珠人民同心战

“疫”，最美“逆行者”用行动诠释守
护海珠，战“疫”有我！

■文图：新快报记者 王彤 黎秋玲 庄嘉宝 通讯员 龙锟 江庆新

人物：徐文杰
职业：财务

抗疫工作：赤

岗街道客村社区

第三网格协助核

酸检测

“铃～”早上，

徐文杰与陈鹏在差

不多的时刻醒来。他

在公司主要负责财务工

作，今年30岁，年轻力壮，想尽

自己的一份力。10月 31日，他与陈鹏

到达客村成为了第三网格的志愿者，负

责协助核酸检测。昨日8:30，徐文杰坐

大巴来到现场，等待名单。11时许，徐

文杰从陈鹏手上接过名单，穿上防护服

准备出发。

志愿者们分为核酸组和物资组。

徐文杰所在的核酸组包括15人，其中3
人值夜班，剩下12人每两人一队，每队

再搭配一位医护工作者组成新的小队

伍：医护工作者负责采样；一位志愿者

拿着名单敲门询问居民的身体情况；另

一位负责扫码。徐文杰三人小队这天

要负责100人左右的核酸采样工作。

村内的巷子很窄。徐文杰看到，超

市的小推车也进不去某些小路，负责运

送物资的同事们扛着大米上楼。每天，

徐文杰要步行约6公里，爬楼约百层。

11 月 2 日，广州入秋，天气微凉，

“大白们”开心极了：“我们平时就穿短

袖短裤。因为防护服还是很闷的，穿上

去密不透风，不到半小时就出汗，天气

凉我们会好受一点。”近两天下起了雨，

护目镜起了一层水雾，雨稍微大的时

候，影响视线。徐文杰听说，有“大白”

不小心滑倒，摔了重重的一跤。他也有

站不稳的时候，所幸自己紧紧抓住了楼

梯扶手，没有跌下去。

下午四五点钟，徐文杰一行完成了

核酸采样的任务。这个时间有时是下

午两三点，有时候是晚上七八点，那天

还算顺利。他脱下防护服，倒出一身汗

水，甩甩发白的手指。八九点钟，徐文

杰到了酒店收拾，向女友报平安。

徐文杰是佛山人，出发前与父母刚

过了周末。“目前，只有女朋友知道我来

了这里（管控区）。”徐文杰说。11月 4
日，徐文杰度过30岁的生日。这次，他

许下了最朴素的愿望：希望疫情快点过

去，大家可以好好生活。

人物：陈鹏
职业：人力资源

抗疫工作：赤岗街道客村社区第三

网格组长

10月 30日，海珠区赤岗街道客村社

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区。10月31日，陈鹏

和所在企业一行60人来到客村支援抗疫

工作，他担任第三网格的组长。截至11月

8日，陈鹏已在高风险区服务了9天。

39岁的陈鹏是广州建筑属下建材集

团党员。当公司发来号召时，陈鹏没多想

便报名了。“我是党员嘛，以前在低风险区

参与过很多志愿工作。这次还是第一次

进入到高风险区，紧张肯定是有的。”

客村是传统的城中村，楼高、无电

梯，巷道狭窄，处处都是“握手楼”。按照

当地的工作部署，它被划为了六个网格，

陈鹏因丰富的工作经验被任命为第三网

格的小组组长。彼时，第三网格约有

150人，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志愿

者组成，对近3000人负责。

陈鹏的任务是沟通协调居民的吃饭

问题、核酸采样问题以及转移问题。

每天早上7:30，陈鹏醒来。8：30，点
对点接送的大巴将一行人拉到办公点。

戴着N95口罩的陈鹏从街道的网格长那

里拿到当日的数据，开始安排本企业志

愿者的工作。

“这些数据是居民信息，包括他是否

采样、核酸是否正常等，每天数据都会更

新。我每安排好一队，这一队就穿上防

护服进入管控区，挨家挨户上门采样。”

马路上，陈鹏帮助同事们一个个穿好防

护服。同事大多20多岁，陈鹏在人群中

年纪算大，但此刻，他看着这些或背着消

毒水、试管，或背着蔬菜米面甚至煤气罐

的小年轻的背影，心里充满敬意。

中午，安排妥当的陈鹏可稍微喘口

气，他拿起水咕嘟咕嘟灌下去，“冒烟”的

嗓子终于有所舒缓。

与此同时，手机上，还有很多工作等

待他完成。“能不能尽快安排我们转运？”

一位居民问起进度，陈鹏将最新的情况

一一告知，耐心安抚。“组长，这个路怎么

走？找不到啊。”“大白”徐文杰发来消息

说找不到路。陈鹏收到消息后，赶紧请

教街道负责人，查明路线。

下午，所有队员陆续回来后，陈鹏开

始查漏补缺，统计数据，解决留下来的问

题。

凌晨前后，陈鹏快速冲了一个热水

澡。他身处相对后方的位置，不用穿成

“大白”的样子，看似轻松，其实他的手

机一直在响，每天的睡眠时间维持在五

六个小时。陈鹏觉得目前状况还可以，

不舒服的喉咙每天一个含片可以缓解。

“希望这轮疫情早点结束，大家都能平平

安安的。”

看着这群小年轻的背影 他充满敬意

“只有女朋友知道
我来了这里”

我的抗疫日记 45路线公交车长白朗文：
充分发挥自己的“活地图”作用

■陈鹏（中）

正安排工作。

日前，海珠区发布了《海珠区关于

加 强 社 会 面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的 通 告

（八）》。昨晚，海珠区围绕大家关切的

居家隔离如何做好个人防护等问题进

行答疑。

问：临时管控区解封后，是不是就没

感染风险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答：“解除”不等于“解防”。目前，

解除临时管控的区域，周边仍有一些

高、中风险区，而且与海珠交往密集的

市内其他部分区域仍有散发或聚集性

疫情，市民朋友还是要时刻保持风险

意识，不要急于往区外活动，严

格执行足不出区和错峰取

物的措施，坚持做到不串

门、不聚集、不扎堆。

问：海珠区加强

社会面防控措施期

间，出入物业小区，

需要注意哪些防疫

规定？

答：一户一卡，凭

卡外出，每户每天安排 1
人分时有序外出购买生活

物资或领取无接触式配送物资，

尽量缩短外出时间。进入小区请配合

测温、扫场所码和查验 24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等防疫措施。

问：集中隔离后转为居家隔离，个

人防护需要注意什么？

答：不论您的家是在风险区域内

还是非管控区的，都一定要严格居家

不外出，取快递、丢垃圾这些日常家

务，也建议由家人代劳，采取无接触式

的方式。另外，在居家隔离期间，一定

不要下楼做核酸检测，必须致电社区

人员，保证上门单采单检。

问：管控期间，可以户外运动吗？

答：市民除购买生活物资或领取

无接触式配送物资、接受核酸检测和

紧急就医等，原则上非必要不外出，可

转为居家锻炼。

问：高风险、中风险区和临时管控

区孕妈妈如有就医需求，应该怎么办？

答：孕产妇主动完成“穗好孕”小

程序居家建档和孕期情况登记，完成

后请注意接听医务人员的联系电话，

告知相关孕情与就医需求，医务人员

也会定期进行线上孕产保健指导、远

程心理疏导等

服务，长按识

别 二 维 码 进

入。隔离期间

就医需上报社

区三人小组，

也可拨打海珠

区孕产妇医疗

保 障 专 线 ：

84401945 （ 白 天 9:00- 17:00） ；

19157436538（夜间 17:00-次日 9:00），

医疗救治组 24 小时值班热线电话：

18998822336，紧急情况拨打120。

“解除”不等于“解防”

■白朗

文在进

行物资

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