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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林如敏

岁岁高考，今又高考。
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人，都

有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高考
记忆。

个体记忆具体而微，但是它
有着粗粝真实的质感。一个个
个体经验汇聚在一起，就足以勾
勒出当时当下的时代风貌、时代
特征。

比如我们读过太多 1977 年、
1978 年高考当事人的“口述实
录”。边工边读、刺股悬梁、突击
复习、徒步赶考，山穷水尽而柳暗
花明、曲曲折折而其犹未悔，每一
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那种
欣喜若狂、枯木逢春的感受却又
高度一致。从那一代人的高考故
事里，我们知道，复苏与希望是那
个时代的表情。

对于广州考生来说，2021 年
夏季高考同样将成为刻骨铭心的

记忆。那些全力提供交通保障的
交警、司机，那些全力保障考场安
全的医护人员、志愿者，那些为每
一个细节殚精竭虑的教育工作
者，如护堤大坝，撑起了这一场非
常时期的高考。那些坚守在抗疫
岗位上放弃送考的家长，那些反
过来安慰父母安心工作的考生，
都是这座城市动人的光泽。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首往
事，书写关于 2021 年夏季高考的
历史笔记时，也许有一篇访谈会
是这样开头的：“那一年我参加高
考，有一个陌生的叔叔专车接送
了我三天……”

健康、平安、暖心，这是疫情
中的广州倾全城之力给学子们送
上的定心丸。让我们一起为高考
中的少年加油，同时也祝愿这座
城市早日打败疫情——战疫归
来，你依然是那座最美的花城。

加油吧，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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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疫情期间，我主要负
责宣传工作，用键盘‘战斗’。
今年我响应单位号召，冲上前
线。”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教育
培训处文体科副科长夏雨说。

6月 2日晚，夏雨与政治部
其他 11 名支援民警奔赴荔湾
区。根据工作安排，3日，他所
在支援队伍和广州市第十二人
民医院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
者组成12个“三人小组”，对口
支援白鹤洞街山顶社区。此时
白鹤洞街已是高风险地区，当
日主要对高考学生、监考老师
以及次密接者进行检测，他作
为机动组成员协助处理了一天

的突发情况。4日起，他们随即
上门对重点社区居民全员检
测，并承担次密接者核酸检测
采样任务。

“要和病毒赛跑，我们必须
更快一点。”夏雨介绍，采样前，
需在小程序上录入被检测者的
信息，由于在线登录的人数太
多，扫码速度很慢，为加快进
度，他们只能手工录入。一天
下来，他们完成了近30户 84人
核酸检测。

由于交通管制，夏雨和同
伴们每天只能步行前往各个社
区，单程就需要半个小时，然后
再穿上防护服、逐门逐户走

访。一天下来，要走 2万多步，
因为防护需要，一天甚至穿脱
防护服达三四次。

令夏雨感动的是，群众对他
们的支持和鼓励。一些居民提出
为他们搬板凳、送水果，虽然他们
谢绝了，但群众的这份关心让他
们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夏雨的妻子也很理解他。
6月 5日，夏雨在朋友圈发布了
身穿防护服的照片，妻子转载
附语，“You are my hero”。

夏雨表示，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疫情早日结束，能早点回
家看看妻子和 7 个月大的孩
子。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
道：6日，广州市招考办倡议，高
考期间家长不要在考点门口聚
集；市民尽量减少驾车出行，给
考生赴考创造“绿色通道”。

广州市招考办倡议，有住
宿条件的中学，考生统一在校
内住宿，直至高考结束。未在
学校住宿的考生应注意个人卫
生和防护，避免去人群聚集的
场所，尽量避免在外就餐。考
试期间，请家长配合考点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不要在考点门
口聚集。

高考期间，请各位市民尽
量减少驾车出行，尽量选择步
行、自行车或公共交通等绿色
方 式 出 行 ，为 考 生 赴 考 创 造

“绿色通道”。确需驾车的，请
尽量在9时之后再出发，尽量避
开考生集中赴考和离考的时段
（7:30—9:00 和 11:00—12:
00，13:30—15:00 和 17:00—
18:00），错峰出行。

新华社刊发“宣言”署名文章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详见A5

逾3000个“三人小组”奋战广州抗疫一线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日行上万步与病毒赛跑
近日，在同新冠肺炎病毒赛

跑的紧要关头，“三人小组”再次
站到了广州抗疫一线。

6月 3日起，在广州荔湾芳
村的封闭区域和封控管理区域，
一支由属地社区基层干部（志愿
者）、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组成的
社区“三人小组”开始运作，主要
承担开展健康监测、上门核酸采
样、落实隔离监管、协助转送排
查、配合疫情处置、协助物资配
送、反映群众需求等多项职能。

“三人小组”是广州社区疫
情防控中的一项“实用发明”，曾
在去年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巨
大威力。其中，社区居委工作人
员和派出所民警熟悉当地社情
民情，有利于做好全面入户排查
工作，确保不遗漏人（户）；医务
人员能够发挥对疾病诊断、判断
的专业优势，有利于及时排查，
及时判断，防患未然。

据统计，广州已有社区“三
人小组”逾 3000 个，人数上万
人。目前，在广州荔湾封闭封控
区域开展工作的社区“三人小
组”，按照高风险地区 200 户左
右一组、中风险地区400户左右
一组、其他地区800户左右一组
配备。

6月3日下午，广州荔湾区
芳村片区实施封控管理。当
晚，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30
名医护人员来到白鹤洞街支援
核酸检测，“90后”周翠环就是
其中一位。5日，羊城晚报记者
跟着她“暴走”三小时，记录“三
人小组”一天的工作。

9时许，在白鹤洞街山顶社
区居委会二楼生活区，“三人小
组”队员们在这里集中，分配当
天的任务。周翠环的任务是给
5户16位次密切接触者（以下简
称次密接者）上门进行医学观
察并检测核酸。

第一户和第二户次密接者
住在鹤洞路同一小区，距离白
鹤洞街山顶社区居委会约1.5公
里，由于白鹤洞街属于疫情高
风险地区，公共交通停运，他们
只能走路前往。

约15分钟后，大家来到第
一户次密接者小区楼下，这是
一栋老楼，没有电梯，次密接者
住在三楼。在34℃的高温下，
穿上防护服，戴上N95口罩、手
套、鞋套、护目面屏……周翠环
和队友们上楼。

“请问有人在家吗？我们
是来上门检测核酸的医护人
员”。周翠环轻轻敲了敲门，
不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位

阿伯。
核对完信息后，周翠环拿

出体温枪对他进行测温，同时
问老伯，“最近有没有喉咙痛？
或者手脚没劲不舒服？”阿伯均
表示没有，随后周翠环拿出标
签，不到1分钟，核酸采集完成。

接着，他们又马不停蹄赶
往下一户次密接者家中……

完成两户次密接者核酸检
测后，周翠环又进行洗消，并脱
掉防护服。“下一户次密接者距
离这里有1公里左右，为避免交
叉感染，我不能穿着防护服在
街上随意走动。”周翠环说。

当日，她所负责的5户16位
次密接者分散在三个小区，所
以她需要更换三次防护服。当
检测完最后一位次密接者，周
翠环脱掉防护服时，里面的衣
服已经湿透，脸上被N95口罩勒
出的痕迹也清晰可见。

回到居委会已是下午3时
多，此时，她和队友们还没有吃
午饭。而这，对他们而言也是
常态。

“这边大都是老楼，没有电
梯，一天下来，要走上万步。”周
翠环说。不过让她感到欣慰的
是，居民很配合，也很理解他们
的工作。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李钢）

经历过去年的疫情，如今
统筹安排社区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时，荔湾区花地街恒荔湾
畔社区居委会主任曾豪更加
娴熟。

恒荔湾畔社区共有 9 栋居
民楼、2090间住房，常住人口超
过 4000 人，属于大型密集型社
区。“去年社区内有 3例确诊病
例，所以现在我们更加不敢掉
以轻心。”曾豪说。

5月 21日荔湾区报告本地
新冠肺炎疫情后，恒荔湾畔社区
便进入备战状态。26日荔湾区
发布全区全员核酸检测的通告
后，曾豪和同事随时待命出发。

“作为‘三人小组’，我们主

要对接上级下发的密接、次密
接者名单，深入社区进行排查，
同时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和流行
病学调查。”他说。在社区居委
会工作的 13年来，他每天都和
居民打交道，因此上门走访时，
居民也更加信任和配合。

走访过程中，“三人小组”
也会帮忙处理居民遇到的各种
难题。曾豪介绍，近日就有一
位90多岁的阿伯在家做饭时不
小心摔倒，他的孩子因各种原
因无法赶回，只能打电话给居
委会求助。于是，“三人小组”
及时上门，将阿伯送上救护车。

作为社区“一把手”，曾豪
除了日常走访，还要协调各方

面工作，他的电话 24 小时开
机。连日来，他每天凌晨两三
点才能睡，早上6时又起来。在
他看来，工作虽辛苦，居民的理
解和包容就是最大的工作动
力。“有时在微信群中发完消
息，居民们都很关心我，让我早
点休息，这样就足够了。”他说。

曾豪家住荔湾区海龙街，
在封控管理下，他已经 10天没
见过家人了。

曾豪愧疚地告诉记者，去
年疫情期间，他有一个月没回
家，当时曾承诺两个孩子，今年
暑假一定陪他们出去玩，“现在
只有等疫情过后，才能弥补孩
子。”（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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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上门测核酸
三小时换三套防护服

民警逐门逐户走访 一天要走两万多步

社区工作者深入排查 帮群众解决生活难题

广州市招考办发出倡议

家长不要在考点门口聚集

高 考 进 行 时20212021
广州明确高考期间管控区域人员、

车辆通行问题

不应以黄码或红码为由
不放行高考生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罗
仕，通讯员穗外宣报道：6 月 6
日，广州市教育局发布普通高考
期间管控区域人员、车辆通行管
理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处在高风
险地区和封闭管理区域内考生，
离开住所乘坐高考考生专用车
往返住所与考点之间，禁止离开
高风险地区或封闭管理区域。

此前，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印
发了《关于做好 2021 年广州市
普通高考期间管控区域人员、车
辆通行管理的通知》及其补充通
知，对 2021 年广州市普通高考
期间管控区域人员、车辆通行问
题进行了明确。

考生可通行管控区域

通知要求，高考期间（6 月 7
日—9 日），考生凭个人有效身份
证、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准考证（以下简称准
考证）或带有“高考”标识的穗康
小程序健康码通行管控区域，所
有值守人员应该给予放行及通
行便利。

其中，处在高风险地区和封
闭管理区域内考生，持有效身份
证、准考证或“高考1”字样穗康
小程序健康码，离开住所乘坐高
考考生专用车往返住所与考点
之间，禁止离开高风险地区或封
闭管理区域。

处在隔离医学观察期内考
生，持有效身份证、准考证或“高
考2”字样穗康小程序健康码，乘
坐高考考生专用车往返隔离酒
店和隔离考点之间，实行点对点
管理。

处在封控管理区域，中、低
风险地区内考生，持有效身份
证、准考证或“高考3”字样穗康
小程序健康码可以往返住所与
考点之间，不得进入高风险地区
和封闭管理区域。

工作人员有“绿证”“橙证”

考务保障工作人员6月5日
—9日持绿色工作人员通行证，
根据考务工作需要可通行封闭
管理区域，封控管理区域，高、中
风险地区。

高考期间（6 月 7 日—9 日）
负责接送考生的专车司机及车
辆消杀的工作人员持橙色工作
人员通行证，可通行住所、指定
工作地点；特别巡考人员统一使
用巡视员证，可在封闭管理区
域，封控管理区域，高、中、低风
险地区巡考。

不同车辆“待遇”不同

高考期间（6 月 7 日—9 日）
持高考考生专用车证的车辆，可
按考生住所及考点位置需要通
行封闭管理区域，封控管理区
域，高、中、低风险地区。

6月 5日—9日持绿色考务
专用车证的车辆可在封控管理
区域和中、低风险地区通行，禁
止进入高风险地区和封闭管理
区域。

6月 5日—9日持红色考务
专用车证的车辆可在高风险地
区和封闭管理区域通行，经消毒
清洁后可返回封控管理区域和
中、低风险地区。

健康码变黄码红码咋办？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相
关人员通行部分区域可能会导致
穗康小程序健康码变为黄码或红
码，考生、考务保障工作人员、负
责接送考生的专车司机及车辆消
杀的工作人员等持证通行相关地
区时，所有值守人员应该根据通
知要求查验证件后予以放行，不
应以穗康小程序健康码是黄码或
红码为理由不予放行。

广东多地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

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自驾省内流动无需证明

6 月 5 日，一个“三人小组”正在赶往位于封闭区内的次密接者家中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梁喻 摄

离穗
离佛
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