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丰西西

第 招 核酸筛查，早发现早隔离

第 招 分级防疫，遏制疫情扩散

2021年6月3日/星期四/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卫轶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黎松青 A4

出现了传染病疫情，治疗
端充足的物资储备，软硬件设
施和专家资源的充分，是在为
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抗疫提供
兜底性保障。

在广东，集中优质医疗资
源，全力以赴救治患者，这是
一以贯之的做法——如今，广
东正充分发挥专家组的救治
团队的作用，针对新毒株、新
病症探索有效的诊疗手段、药
物，最大限度减少重症和死亡
病例。截至目前，全省所有确
诊病例都已收治到定点医院
开展隔离治疗。

佛山市的确诊病例、无症

状感染者均收治在定点救治医
院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隔
离治疗，其中，确诊病例梁某某
为 1 岁 1 个月的幼儿，临床分
型为轻型。佛山以省级专家指
导+市级高水平专家护理团队
驻点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患儿
医疗救治和关心关爱措施。截
至目前患儿病情稳定。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
定点收治医院，目前广州市的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皆
收治于此。该院感染病中心
首席专家蔡卫平又开始忙碌
起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蔡卫

平坦言，从临床上看，本轮疫
情的感染者的呼吸道病毒量
比去年接诊的本地感染者更
高，患者病情进展很快，这表
明此次遇到的病毒传染性强、
传染速度快。但他也表示，从
临床治疗来看，广东无论是专
家资源还是软硬件设施上的
储备都非常充足，足够应付当
前的抗疫形势需要。

蔡卫平特别指出，从这一
波次的本地感染者临床反馈
结果来看，只要是接种了疫
苗，哪怕没有按照规定流程完
成两针次的接种，基本上都是
无症状感染者，个别是轻症。

2日上午，羊城晚报记者实
地走访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的广
州荔湾区中南街海南村，看看
这里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如何
——

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南村
的各个入口处均设有卡口，实
施严格的封锁措施，每个卡口
都有数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
员值守。区域内所有公共场所
均已关闭，禁止人员进出。

“现在不允许随便进出，有
紧急情况要出入的，我们会核
查他的身份，了解具体的需
求。比如居民要出去看病，我
们会进行指引，比如帮忙拨打
120 等。”杨鑫是今年刚入职的
一名新警，当天他正在靠近中
南街道办事处的卡口执勤。他
表示，中南街调整为高风险地
区后，对执勤人员的要求更加
严格，例如必须身穿防护服，同
时加强对路面的巡控，提醒大
家不要随意出来走动。

在该卡口，一个临时搭建起
来的超声雾化消毒通道格外引
人注目，只有持工作证的人员才
能进出，进出时必须通过该通道
进行全身消毒。一旁的海南村
更新改造展厅如今被改造为工
作人员的临时休息处，人员进出
时也需要通过消毒通道。车辆
出入，也会有工作人员拿起消毒
喷雾设备对车体进行喷洒。

“我们早上7点就到岗，最近

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正在
对车辆进行喷洒消毒的梁小存
说，他是荔湾区城管局垃圾压缩
站的一名操作工，疫情发生后，
他被安排至海南村卡口负责消
毒工作。谈及工作是否辛苦时，
他表示，“多少会有点辛苦，但还
是值得，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时
间里，不时有外卖小哥送来粮
油米面等食物，以及各类生活
用品。所有物资只能存放在卡
口处，再通知收件人出来拿，过
程中双方不直接接触。

“这一单是送顾客从网上超
市购买的食材。”外卖小哥刘先
生说，他从新闻中了解到这一片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但他不害
怕，“来工作嘛，搞定就尽快走。”

沉着应对 连出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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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钢新城打通
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图/受访者提供

记者实地走访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的荔湾
中南街海南村——

所有进出人员车辆严格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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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
苗苗……”今年 3月，一首自深圳唱
响的“洗脑神曲”火遍网络，也唱出
了广东加快推进全民新冠病毒疫苗
的决心。

送“苗”上门、定点接种、设置共
产党员突击队先锋岗、穗康码为接
种疫苗群众加上“木棉花”……位于
祖国“南大门”的广东，不仅拥有超1
亿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还
是疫情期间入境人员最多的省份，
防控任务艰巨。

为了筑牢从国门到家门的防线，
国家部署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以来，广
东始终将疫苗接种作为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重要措施，加快推进全民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进度，在与病毒的对决
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
24时，广东省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 5888.13 万 剂 次 ，累 计 接 种
4584.01万人。

此外，广东还创下了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的其他多项全国纪录：

4月 20日珠海市率先成为全国
首个18-59岁目标人群接种率超过
80%的地级市；

4月27日广东接种123万剂次，成
为全国首个单日接种量破百万的省份；

5月 14日广东接种近 150 万剂
次，再次创下全国单日接种量最高

纪录。
广东迄今累计接种量、累计接

种人数、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均稳居
全国第一。

既要“快”，又要“稳”。在构建
群体免疫屏障上，广东跑在全国前
列。面对突发状况，广东也科学分
类、精准施策。

自5月21日以来，广州陆续出现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面对市民群众高涨的接种疫
苗意愿，以及各接种点人满为患的现
象，广州当机立断，于5月31日宣布
暂缓新冠疫苗的个人预约、暂停社会
接种，但针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
团体预约和集体接种没有停止。

“从人力统筹、避免人群聚集造
成传播风险、抗体起效时间对疫情
防控所起作用三方面研判，我们认
为，当前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投入疫
情防控战，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控
制并扑灭疫情。然后再调整资源，
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广州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解释道。

与此同时，面对盐田疫情，6月1
日起，深圳各接种点全面实施疫苗接
种预约服务，不再接受现场预
约和未预约接种。广东其他各
地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正积极
有序推进，为市民群众筑起“免
疫”长城。

“ 让 我 来 ！”“ 我 也 可
以！”……5月 30日傍晚，广东
省第二人民医院接到上级任
务，需要派员支援海珠区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仅 20 分钟，
51 名省二医核酸检测采样应
急队队员集结完毕。队伍里
有 90 后年轻护士，也有护龄
30 年的资深护士长。有的护
士已经下班回家，有的护士刚
刚从手术台下来，有的护士刚
刚结束院内核酸采集工作，刚
换好衣服准备下班……

5 月下旬起，广东多地陆
续报告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大规模核酸检测工
作随即开展。广大医护人员、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迅速集
结，不惧风雨、不畏艰苦，奋战
在核酸检测点。

据介绍，广东本轮疫情传
播的病毒与国外发现的新冠
变异株高度同源，传播速度快
是其一大特点。针对变异株
新的流行特点和当前的疫情
形势，广东主动出击，扩大核
酸检测范围，提高病例早发现
的能力和潜在感染者早隔离
的速度。

据统计，从5月 26日核酸
大排查开始，至6月1日12时，
广州市全市核酸大排查累计检
测样本 347 万份。截至 6月 1
日13时，佛山市禅城区累计采
样149.4万人，南海区第一轮核
酸检测161万人。截至5月30
日14时，深圳已完成登记重点
场所从业人员22.3万人核酸检
测，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司
机13万人核酸检测。

短短几日，完成数
百万份核酸检测，背后
是广东的科技和医疗实
力。据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主任段宇飞介绍，截
至 2021 年 4月，广东全
省共有740家医疗卫生
机构具备核酸检测能
力，按照单采单检计算，
现在单日最大检测能力
达到了228万人份。

不仅如此，广东深
知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关键是
要提升检测能力。为了进一
步有效扩充广东核酸检测能
力，6月2日凌晨，四组“猎鹰”
气膜方舱实验室在广州体育
馆初步搭建完成，将于 3日正
式开始核酸检测，日检测产能
可超12万管。

自 6 月 2 日
起，广州市荔湾区白
鹤洞街、中南街由中
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
险地区；番禺区洛浦
街锦绣半岛社区锦绣
东区(16栋、17栋、18
栋)，海珠区瑞宝街南
洲名苑棠阁(A 栋、B
栋、C栋)由低风险地
区调整为中风险地
区。至此，广东共有
高风险地区 2 个，中
风险地区7个。

面对疫情的来势
汹汹，广东沉着应对，
把疫情应对处置作为
当前全省的头等大事
来抓，连出四招，打出
一组疫苗接种、核酸
筛查、分级防疫、集中
收治的疫情防控连贯

组合拳。

这场与病毒的“硬仗”，仍
在持续。面对“狡猾”难缠的
病毒，广东人沉着应对，并不
恐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按照科学防
疫、精准防控的思路，坚决落
实好分级分类的防控要求，按
风险级别和范围落实措施，严
控人员流动聚集，毫不松动、
决不手软。

6 月 2 日，广州市荔湾区
白鹤洞街、中南街地区调整为
高风险地区，番禺区洛浦街锦
绣半岛社区锦绣东区（16 栋、
17 栋、18 栋），海珠区瑞宝街南
洲名苑棠阁（A 栋、B 栋、C 栋）
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
地区。这是 5 月 21 日广州发
生本土疫情以来，再一次对部
分重点区域的风险等级再一
次上调。把风险范围缩小到
每一栋楼宇，背后体现的是广

东求真务实、科学防控、精准
施策的防控思路。

根据疫情形势的不断变
化，广州、佛山等地开展起了
分级分类防控，力争在现有条
件下尽快阻断病毒传播途径，
遏制疫情的扩散蔓延。比如，
广州市发布分级分类防控通
告后，荔湾区迅速对海龙、白
鹤洞、中南、东漖、冲口等 5条
街进行封闭管理；佛山市实行
分级分类防控后，部分区域实
行封闭管理措施，相关区域人
员确保“足不出户”。

与此同时，广州还发布了
交通防疫新举措，要求通过辖
区内机场、铁路、公路客运站
等地离穗的旅客，须凭健康码
绿码，并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方可离穗。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张周斌指出，提出分级分类管

控策略，是根据本次变异病毒
传播快、感染力强的新特点，
结合实际而开展的，对于传播
风险高的重点区域，实行的是

“内防扩散、外防输入、严格防
控”的剿灭策略；对于存在一
定社区传播风险的次重点区
域，采取的是“内防扩散、高效
防控”的围堵策略，重点在于
避免聚集和降低感染；对于暂
无病例报告的其他区域，仍需
警惕出现散发病例的风险，因
此，在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基础上，加强了场所限流、
控制聚餐、严格查验等防控措
施。

可以说，此时的广东，正
以“快、严、实”的硬措施，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
制疫情扩散蔓延，全力打好打
赢这场硬仗，全力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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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警察，你不
上，谁上？”

“这几天都没有睡觉！”中
南派出所所长邬松君曾是全
国有名的打“飞抢”英雄，是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手
臂上与犯罪分子搏斗时留下
的疤痕仍在，声音却已沙哑，
白头发也多了。

邬松君的战斗，从 5 月 20
日开始铺开。

5 月 20 日起，他率队连续
支援荔湾区彩虹派出所、白鹤
洞派出所；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变化，他又带队撤回中南派出
所，守好中南街。

中南街道面积大，辖内居
民主要集中居住在海南村、海
中村，管控难度很大。为了守
好这条街，广州市、荔湾区调
集力量前来支援，组成了一支
600多人的安保队伍。

“你是警察，你不上，谁上？
你不维护辖区秩序，谁去维护？”
邬松君说，“这是我们的天职！”

守卡口、巡逻防控、应急
处突、劝导群众、派“三人小
组”、维护秩序……邬松君打
开手机说：“这是我从警 20 多
年来电话最忙的时候，一天至
少接300个电话！”

这几天，中南派出所“90
后”辅警卢永祥的一天经常是这
样度过的——早上8点半开工，
9 点穿上防护服开始巡查。白
天，他协助维护核酸监测点秩
序，严密管控重点路段及场所，
协助走访涉疫重点人员；晚上，
还要协助对辖内居民开展电话
回访，做好防疫宣传和信息核查
登记。这些忙完已是凌晨 1点
多。深夜，他又继续挤时间梳理

办案材料，等到躺到床上，已是
凌晨3点多了。再睡4个小时，
又开工了……

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南街
人，5 月 25 日开始，他便扎在
所里，每天平均步行3万步，衣
服干了湿湿了干。“我最希望
疫情快点过去，老百姓的生活
回归常态。”卢永祥说。

“刀山敢上，火海
敢下，有什么怕的？”

在中南街各个卡口，还有一
些年轻的面孔，他们是一个多月
前刚加入广州警队的新警。

新警夏守济和杨鑫驻守在中
南街增南路口，这里是进入海南
村的重要卡点。5月29日清晨5
点半，原本在警训部培训的他们，
突然收到支援中南派出所的紧急
通知。“原本以为是一次紧急拉
练，没想到来真的。”杨鑫说。

连日的暴晒和暴雨，让两
个小伙子的皮肤变得更加黝
黑，他们却说：“这份特殊的经
历，会让我们变得更有胆量。”

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
派驻中南派出所纪检专干林绍
宽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了。疫
情一来，他二话没说，套上防护
服就上了一线。孩子还有几天
就要高考了，而他至今还没有
回过家。“大家都在干，当警察
几十年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
员，我也不能退！”林绍宽说。
每天穿上闷热的防护服，热！
但他更怕的是弟兄们的防疫工
作没有做好，他的主要任务，就
是监督大家守好卡点，保护好
群众，也保护好自己。

“刀山敢上，火海敢下。
这个时候，有什么怕的？只要
需要，我还可以干！”他说。

第 招 集中收治，开展隔离治疗

再行动
广东
战疫

统筹：林洁 彭启有

守护中南街
他们已奋战12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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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起，广州荔湾区中南街海南村实施封闭式管
理；5月29日起，中南街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6月2日起，中
南街被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中南派出所是这个高风险区域
内唯一的一个派出所，5月 28日起，全所民警辅警都开始吃
住在所，坚守疫情防控一线，与辖区约6万群众共进退。

至6月2日，他们已经守了整整120个小时。

直击

直击
从下单到收货不用

24小时

浏览、接龙、送货、分拣、配
送 …… 一 份 价 值 50 元 的 物 资
包，从下单到家门口收货，只需
不到24小时。

姚小姐住在中海花湾壹号，
5 月 31 日，防控进一步加强，中
海花湾壹号居民被要求足不出
户，居民日常必需物品由属地街
道、社区和物业管理公司负责送
货上门。一开始姚小姐还担心物
资短缺、物价上涨，在业主群中，
她找到了几个买菜群的链接，匆
匆加入，发现无论是数量、品种，
还是价格都和往日别无二致。

6月1日，她见家里的菜准备
吃完了，于是在业主群里接龙了
一份价值50元的物资包，里面包
括两个白萝卜、两个包菜、200g
金针菇、一板鸡蛋、一斤上肉。

6月 2日下午，门铃响起，姚
小姐走到门口，等待物业人员离
开后，打开门，拿到了物资包。

“说实话，我还是满意的，肉菜看
起来还挺新鲜，而且也不贵。”姚
小姐说。

一位物管每日对应
67户业主

那这一份物资包是怎么从
生鲜店来到姚小姐手上的呢？

中海物业工作人员韩
依玲向记

者介绍，物业主要负责生活物资
和社会快递的接收和配送。

生活物资方面，政府统一指定
的广百、友谊等商家统一供应运送
点，为业主提供肉菜、粮油、日用品
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物业管家每
天在业主群发起接龙，业主付款
后，由商家统一配送到小区内的接
收点。物业人员对物资进行分类
分区分楼栋分拣后，运输到各区大
门口（花湾壹号划分为四个区），再
分楼栋运输到楼栋大堂，最后由物
业人员或业主志愿者身着全套防
护服，上到每户，按门铃后把物资
放在业主门口，再一次喷洒酒精消
毒，物业人员走后业主自行出来
取，做到无接触。

社会快递和病人长期服用
的药品等，也是经过上述的分
拣、消毒后，送到业主门口。

据了解，中海物业平均每位
员工每日至少需保障 67 户业主
的物资运送。工作人员的辛苦，
业主都看在眼里。6 月 2 日，上
门派送的工作人员意外发现，很
多住户大门上都贴上了各式各
样的小纸条，有的写满了感谢物
业人员的话语；有的是小业主们
精心描绘的画作；有的贴上了一
面小国旗，为工作人员加油；还
有的业主在门把手上挂上环保
袋，装上了零食、饮料等，希望能
给辛苦付出的物业工作者补充
一点能量……“居家隔离期间，
我们就是待在家里，其实危险
性、辛苦程度远比不上在外面奔
波的工作人员。他们太辛苦了，
向他们致敬！”姚小姐说。

“请大家不要出门，更不要使
用电梯，我们管家将运送物资上
门。”6月 2日上午 10时许，锦绣
半岛敏捷物业负责人黄璐拿着扩
音器，在楼下大声提醒小区居
民。在随后的 2 个多小时内，她

“全副武装”的四位同事，把食
物、快递等生活物资派送到17栋
124户居民的家中。

6月2日凌晨，广州市新冠肺
炎防控指挥办医疗防治组发布的
通告中，将番禺区锦绣半岛社区
锦绣东区(16 栋、17 栋、18 栋)由低
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疫情发生以来，已经好几天
没怎么睡的洛浦街道锦绣半岛社
区书记卢锐辉一直忙碌在战疫一
线。他告诉记者，锦绣半岛小区
有超1.6万的常住人口，具体包括
东区（约 7200 人）、西区（约 4600
人）、南区（约 5000 人），目前西
区、南区已解封，被列为中风险地
区的东区还在严格管控中，“其
中，目前两例病例均出自东区17
栋，该栋被列为广州市新冠疫情
封闭管理区域，要求严格居家，足
不出户。该栋有 20 人已运走集
中隔离，现在居家隔离了 124 户
318人”。

记者6月2日来到锦绣半岛东

区看到，该小区已实行封闭管理。
其中，除重点楼栋以外的小区居
民，可派一名代表下楼到小区门口
领取购买的物资或快递。对重点
的栋楼，则由居委会、物业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区“摆渡人”，
接力完成生活物资的运送。

为避免小区居民与外界直接
接触，该小区门口特意设置了隔
离区。由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护
手套的社区“摆渡人”，从小区门
外的快递小哥或商家老板那接过
物资，然后穿过隔离区，运送到小
区内的物资领取点，居民则在物
资领取点排队等候领取。卢锐辉
介绍，“我们建立了小区业主的微
信群，也特意找了商家供货，小区
居民可在微信群接力下单，购买
他们需要的生活物资。”

黄璐告诉记者，目前，包括医
生、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物
业工作人员在内，每天共有约400
多人对锦绣半岛东区进行保障。
对于 17 栋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居
民，他们所需的生活物资需经过
三批工作人员的手，才能到达他
们家中，“首先是小区门岗处的工
作人员代收，然后由工作人员的
三轮车转送到楼下，再由穿着防
护服的物业工作人员送上楼”。

高风险地区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是否畅通？物资选择
是否多样？2日，记者采访了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中海花
湾壹号的业主、物业人员了解情况。

番禺区锦绣半岛东区

社区“摆渡人”接力
把生活物资送到家门
文/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图/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在 锦 绣
半岛东区 17
栋 门 口 ，物
业工作人员
全副武装运
送生活物资

2 日，在广州荔湾
区中南街道海南村，工作人员
为进出人员严格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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