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急通知之下，
31人突击队迅速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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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队员们而言，此次任务也
充满收获和感动。

“穿着防护服跟着街道工作
人员走在路上，很多群众看到我
们都没有躲避，反而是大声为我
们加油打气，让我感受到这座城
市的温度。”护士黄斯婷说。

“孩子穿这么严实，很热吧，
辛苦你们了。”“又给你们添麻烦
了，奶奶年纪大了，走不动了
……孩子你要注意安全，保护好
自己……”爬到 9楼为一位独居
老人采咽拭子的护士郭蓝星，听
到老人连连致歉和离开时的嘱
咐，不由得红了眼眶。“我很想回
头给她个拥抱。”郭蓝星说。

宝石社区还收到了“市长热
线”的反馈信息，说有居民致电表
扬广医三院的医护，并嘱咐“注意
安全”。宝石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该社区住的多是上了年龄、行动
不便的老人家。好几户老人看到
上门的医护穿着防护服，忙着给
他们采样，都觉得很辛苦，由衷表
示感谢。

“我自己是老年护理专业
的。经过这次行动，我更深入地
了解到社区这部分孤寡老人、失
能老人的照看需求，未来我会寻
求机会进一步和社区合作，进一
步将老年护理的‘触角’伸得更
深。”夏振兰说。

“谢谢你们来接我们！”
7 日 8 时 30 分 左 右 ，一 对 年
轻 的 夫 妻 盼 来 了 荔 湾 区 东
漖 街 道 派 来 的“ 三 人 小 组 ”
工作人员，准备前往医院接
新生宝宝。

原来，6 日，东漖街道从
居委处获悉家住东漖新村的
邓先生夫妇急需帮助：他们
的宝宝于 10 日前出生，暂时
留院观察，不料遭遇疫情；宝
宝到了出院时间，却面临“回
家的困难”。

在确认了夫妇二人近几
日 核 酸 检 测 结 果 均 为 阴 性
后 ，东 漖 街 道 迅 速 调 配 车
辆，派专人接送他们到医院
护航宝宝回家。

7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左右，
夫妻俩终于接到小宝宝，悬
着的心放了下来。

病 毒 无 情 ，需 要 严 防 死
守，用“刚的规定”去消灭它；
人间有爱，当以守望相助，用

“柔的双手”去呵护它。记者
了解到，东漖街道成立“三人
小组”，做好上门登记群众需
求、反馈群众困难、解决群众
问题等工作。

“ 我 阿 妈 住 在 另 一 个 小
区，需要送药给她，怎么办？”

“宝宝奶粉没了，买不到怎么
办？”……“三人小组”了解群
众需求，分门别类处理群众
就医和送药问题。“不能让群
众 的 困 难 找 不 到 解 决 的 途
径 ！”正 在 登 记 群 众 需 求 的

“三人小组”成员说。
（李焕坤 荔宣）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钢、张豪报
道：广州荔湾区封闭和封控区内的孕
产妇产检、分娩如何保障？医疗条件
能否得跟上？8日，记者走访了荔湾
区妇幼保健院及荔湾区白鹤洞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据了解，此前广州市紧急启动了
“穗好孕”小程序，在线开展荔湾区
芳村片区内孕妇基本情况摸查。截
至 8日 11时 30分，在封闭和封控区
内有 2654 孕产妇，目前数据仍不断
更新。

荔湾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唐敏
介绍，封闭和封控区的每个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都会有妇保人员，他们
根据“穗好孕”小程序上填写的孕妇
信息，一一打电话问诊。

“目前我们芳村片区9条街道卫
生服务中心，都有来自广医三院、市
妇儿中心以及番禺区、白云区等妇幼
保健院的专家，孕妈妈可以放心。”

唐敏说。
8日下午 1时许，记者来到荔湾

区白鹤洞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
门左转50米左右，有一间10平方米
的办公室，里面摆放了胎监机、产检
床等仪器设备。一位穿着防护服的
医生正在给一位孕妇做产检。

“上周我们进驻这里时，用了不
到一天的时间（将这里）改成了临时
产检室。”来自广州市妇幼儿童中心
高危产科的医生张露说，6月5日，广
州市妇幼儿童中心派驻儿科和产科
4名医护人员支援这里。

除了给孕妇做产检外，张露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电话问诊。白鹤洞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将近 400 位孕
妇，目前已电话分诊了300多位。除
了询问孕妇一些基本情况外，她还需
要安抚孕妈妈的情绪。“每天至少要
打超40个电话，一天下来，嗓子基本
都说不出话来。”她说。

产科专家下基层

打通荔湾封闭封控区
孕产妇保障最后一公里

4日下午，广医三院收到荔
湾北片区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指
挥部的紧急通知：快速组建一
支核酸采样突击队，周末上门
为荔湾区龙津街道、彩虹街道、
逢源街道等 13 个街道的孤寡
老人、行动不便者、残障人士及
部分有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等
特殊人士提供核酸采样服务。

由于医院原来“外出支援
核酸检测队”每天都有外出支
援任务，为了快速啃下这块

“硬骨头”，医院在未外出支援
的医护中发出号召，广大党
员、护理同仁纷纷主动请缨。
经过筛选，最终组成了31人的
突击队，由外科护士长夏振兰
担任队长。队员集结后，快速
开展采集咽拭子培训，随即开
始奔走街巷、上门采样。

荔湾区是广州的老城
区，许多小区比较老旧。
本次任务中的采集对象，
约有八成住在楼梯楼。

队员们顶着高温，穿着
防护服，带着采集物资，还
要爬上一栋栋楼梯楼。不
一会儿，就已全身湿透。除
了普通的楼梯楼之外，还有
许多老房子和小巷子，有些
甚至要弯腰小心经过。有
些老建筑如同“迷宫”一样，
门牌号没有规律，连带路的
社区人员有时都会迷路，兜
兜转转才找到。一天下来，
队员们的步数都到了两三
万步，有人脚上甚至磨出了
血泡。

“我一天爬了三次 9
楼，还有很多是五六层以
上的住户。”夏振兰表示。

“我一口气爬了很多
层，正喘着气时，社区带队
的帅哥来了一句‘这里已
经是 12 楼了’，怪不得呼
吸这么费劲……”在西关
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的
护士伍玉兰，从没想过有
一天出街是穿着“大白”防
护服走街串巷，并且第一
次爬上了 12 楼。“虽然很
累，但听到街坊们一声声
感谢时，就觉得很值得。
为社会贡献一点点力量，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义不容
辞的责任。”

日行两三万步，“一天爬了三次9楼”

“下一个点是哪里？”
“我这里完成了，哪里还需
要援助？”每当有队员完成
自己街道的任务，就立刻
在微信群询问队友，奔赴
下一个点进行支援。中
午，大家在休息点简单吃
个盒饭，就继续投入到下
午的工作中。

由于采集对象的特殊
性，每完成一例都需花费
不少时间。除了找门牌、
爬楼梯这些“体力活”之
外，还有不少“技术活”。

由于大多数采集对象是孤
寡老人，没有或不会用智
能手机，需要队员们和社
区工作人员帮助录入信
息；采样中，部分失能老人
张不开嘴，队员们改为采
集鼻咽拭子；而有些失智、
残障人群，则更需要社区
工作人员、家属等人的沟
通和协助。

在队员们的努力下，6
日，即执行任务的第二天，
13时就已圆满完成全部采
集任务。

体力+技术，一天半时间完成任务

战疫心连心，居民致电市长热线表扬

“三人小组”的“日常”：除了身着防护服上门测核酸，他们也是流调窗口的实力担当

日均详询300人，讲到口水都干嗮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三人小组”：
安排！

“有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有和其他人一起去
吗？”“（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出了，黄码就会转绿，别着
急”……7日下午，在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窗口，接受调查的街坊群众络
绎不绝，负责调查的医护人员不断发问。

医护人员、社区基层干部、公安民警构成基层防疫
“三人小组”。我们往往对“三人小组”身着防护服、上门
对居家隔离者进行核酸采样印象深刻。殊不知，他们还
有很多鲜有人知的“日常”。

细致流调不放过
蛛丝马迹

下午2时 30分，在华林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名医护
人员已戴好N95口罩、防护面
屏、一次性帽子，端坐在流行
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
窗口前，外面则站着几位公安
民警和社区工作者。3 时一
到，窗口拉开，医护人员就对
每个前来的街坊群众进行流
调。

华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黄嘉盈介绍，到窗口进
行流调的主要分两种居民：

“一种是健康码变成黄色的，
他们过来接受调查然后测核
酸；另一种是公安民警通过线
索排查，查到这个人去过高风
险地区，或大数据显示手机

‘漂移’过那里。”
“自行来这里的主要是风

险较低的人群。对于风险较
高的，我们一接到上级指令就
会 上 门 去 做 流 调 和 核 酸 检
测。”黄嘉盈告诉记者，对于这
些前来接受流调的居民，一方
面“三人小组”会将其近 14天
的行踪记录下来，整理后传至
上级部门甄别，另一方面也会
对存在较低潜在风险的人员

做“居家健康监测”的要求。
预防保健科主治医师许健

担任“三人小组”成员已近一
年半。在她看来，与身穿防护
服爬上爬下的“体力劳动”相
比，窗口流调更多是“嘴部劳
动”。“大部分市民过来都是知
道原因的，会直截了当告诉我
们他什么时候去过哪里。但
也有一些市民，特别是老人
家，不知道为什么健康码变黄
了，也不知道警察为什么叫他
过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去一步
步引导。”许健说。

“最近你去过哪里吗？”
“我就在家附近啊，哪里都没
去！”“那你有去过这个市场买
菜吗？”“哦，这个有啊。”“什么
时候啊？”“让我想想……”

这是流调窗口最常见的对
话，一次询问要 15-20 分钟。
许健笑着说，每次都说到“口
水都干晒”。

据介绍，华林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华林
街、岭南街、沙面街。自 2020
年初设立流调窗口，“三条街
道多境外人员、多流动人口，
我们要通过窗口落实流调等，
因此一直在使用。”黄嘉盈说。

5 月下旬以来，受本土疫
情影响，来流调窗口接受调查
的街坊增多，工作量比之前大

了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如今
窗口日均对300名街坊进行流
调。黄嘉盈表示：“大部分来流
调的街坊其实只是途经高风险
地区，并没有真正的危险。但
宁愿我们多做一点，也不能让
病毒有一丝机会逃脱。”

耐心沟通让群众理
解配合

“我女儿才上初中，一定
要送去集中隔离吗？可以和
我们住一起吗？”一对夫妻满
脸忧愁地咨询道。

原来，这对夫妻的女儿属
于次密接者，需居家隔离。但
由于孩子住的是阁楼，不符合
居家隔离条件，须被转运到专
门的酒店进行隔离。“她一个
人在酒店怎么办呢？谁照顾
她吃饭呀？她这么小，万一乱
跑怎么办？”这对夫妻将一个
个问题抛向黄嘉盈。

黄嘉盈耐心解答：“（集中
隔离）酒店里有专门的工作人
员送餐，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
孩子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也不

会偷偷出门，你们可以放心
……”在近 10 分钟的劝说后，
这对夫妻终于理解并同意，还
向黄嘉盈连连道谢。

黄嘉盈介绍，“三人小组”
不仅仅负责健康监测、上门核
酸采样，还需要核查居家隔离
条件、落实隔离监管等。“居家
隔离人员如果与家人一起同
住，家人也必须一起居家隔
离。但群众往往一开始并不理
解，因此常常需要我们解释，得
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此外，“三人小组”还承担
着协助转送排查、配合疫情处
置、协助物资配送、反映群众
需求等职能。许健表示，自广
州本轮本土疫情发生以来，华
林街的“三人小组”没有休息
过一天。“记得最长（工作）时
间是从上午 8时到次日凌晨 4
时。回到家的时候，都听到鸟
鸣了。”许健说，“这么长的时
间，心理压力是有的，但更重
要的是学会自我调节。于我
个人而言，每一次服务完，听
到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我就会觉得元气满满了。”

医护上门给老人采集咽拭子

医护在窗口开展流调

羊晚抗疫求助热线：020-87776887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郭思琦

在广州番禺中风险区居民物资补给线上——

社区摆渡人
接力传递居民柴米油盐

超市老板凌晨1时
到市场采买

此次疫情期间，潮汕人刘永福的
一天是从凌晨 1 时开始的。由于超
市部分员工被隔离，人手不够，很多
工作他必须亲力亲为。

上半夜睡觉休息后，凌晨1时30
分左右，他就开着货车前往番禺清河市
场，按照前一晚隔离居民在微信群里的
需求接龙清单，一一采购生活物资。

凌晨 5 时多，采购完毕，他拉着
满满一车货物回到超市，和同事们一
起卸货、分拣、打包……

“一般我们一个人负责蔬菜水
果、百货，一个人负责肉类。”刘永福
说，按照流程，先准备蔬菜水果、百
货，后准备肉类，“夏天气温高，在出
发前我们才打包肉类”。

看似简单的供货工作，实则非常
繁琐，需要提前一晚微信接龙统计需
求，第二天将订单逐个打包汇总。

“以前是超市有什么，居民买什么；
现在考虑到隔离居民的感受，我们在
采购时会尽量满足他们需求。”6日，
仅东区17栋 17个订单，刘永福就忙
碌了近两个小时。

9时多，将17栋居民所需的物资
打包完毕，他一一搬上三轮车，运到
约 100 米外的西门物资转运点。送
完他转头回到超市，继续为16栋、18
栋居民打包。

“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能为社会
做一些有意义事情的时候不多，这个
时候尽量能做多少是多少，能帮就
帮。”刘永福说。

小区保安骑三轮
车转运物资快递

来自湖北荆州的何尊贵，此前在
老家务农，2013 年到广州后便来到
锦绣半岛小区工作，先是做绿化，后
来从事现在的保安工作。

去年疫情期间，他曾负责给从中
高风险区域回来的隔离居民转送生
活物资、快递等。此次疫情期间，他

再次上岗了。
每天，穿着志愿者马甲、戴着“广

州街坊”袖章的他，骑上从业主那借
来的三轮车，从西门外的物资转送
点，拉上采购物资及快递，运到东区
17栋楼下。

“我在这个小区工作了 8 年，经
历了小区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我心
里，小区就跟我家一样。小区的老
人、小孩我都很熟悉，就跟我家人一
样。”何尊贵说，希望疫情能尽快过
去，居民能自由出入小区，“我能继
续在门岗和大家打招呼”。

22岁物管身着防
护服送货上门

今年3月，22岁的小阮应聘到敏
捷物业，成为锦绣半岛小区的一名物
业管家。入职刚三个月，就遇上了此
次疫情。

“锦绣半岛小区共分三个区，东
区、西区、南区，我之前在西区工作。
全员核酸检测之后，西区没问题。东
区出现确诊病例，物业人手不够，在
征集志愿者时我主动报了名。”小阮
告诉记者，“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看着
负责东区17栋的同事都累得快虚脱
了，而我们西区三个管家中，只有我
是男生，不可能让女生过来搬东西，
所以我就主动报名过来了”。

从 6月 2日开始，小阮便开始来
到小区东区，为严格居家、足不出户
的 17 栋居民服务。每天上午，在超
30℃的高温下，他和同事穿上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给每一户居民派送生
活物资和快递。每送一趟就是两三
个小时，其间不能喝水、上厕所。每
次送完，汗水都湿透了整件衣服，甚
至口罩都湿透了。每天下午，他则和
同事上楼，统一收运居民需要丢弃的
垃圾。

“说实话，第一天过来送物资的
时候蛮紧张的，但上去之后就感觉没
什么了。也就热一点，累一点。”生
于 1999 年、还稚气未脱的小阮说，

“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可以帮到
别人感觉挺幸福的。”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钢、张璐瑶、
张豪报道：8日 17时 20分，暖心的一
幕在广州荔湾芳村片区某封闭小区
上演。肾移植患者梁女士急需服用
抗排斥药物，但由于疫情管控，无法
去医院开药。幸而，在相关部门的紧
急协调下，民警、社会防控力量、党
员志愿者爱心接力，将患者所急需的
药物及时送到了她手上。

梁女士住某封闭小区，不久前刚
做了肾移植手术，一个月内需要去医
院肾移植中心复诊三次，一旦断了
药，可能危及生命。

由于梁女士所在的片区属于高
风险区域，居民需要执行严格居家隔
离。而她所用药品又极为特殊，需要
到专业的医院去开。眼看家里的药
撑不了多久，她在小区群里发出求
助。热心的党员志愿者看到求助信
息后，反馈给警方。

8日16时许，由梁女士的朋友从
医院取药，然后交给了荔湾交警铁
骑。接力第一棒的交警马上赶至珠
江隧道黄沙入口的管控卡口处，此时
芳村片区的交警也来到该卡口，完成
交接第二棒。然后，第二棒的交警迅
速来到该封闭小区外围的管控卡口，
再次完成交接。

第三棒的管控卡口，东漖派出所
执勤民警来到封闭小区出入口处，在
该处将药物交给了小区的防控保安
人员，随后小区内的党员志愿者前来
领取药物。记者获悉，药物每交接一
次，交接人员均对外包装盒进行一次
消杀，确保全流程无污染。

在民警、社会防控力量、党员志
愿者的护送下，这些“温暖”的药品
被送到了梁女士的家中。警方将该
患者的相关情况告知属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交由医护人员继续跟进。

民警、志愿者爱心接力
为封闭区居民送“救命药”

凌晨 5 时多，天蒙蒙亮，拉着整整一车采购而来的货物，老
板刘永福回到广州番禺锦绣半岛小区外的乐万家超市。这些
货物经过他和同事分拣、打包后，将由小区保安何尊贵、物业管
家小阮接力，送到属于中风险区的锦绣半岛东区 16 栋、17 栋、
18栋居民家中。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在广州中高风险区内外，无数像刘永
福、何尊贵、小阮这样的社区“摆渡人”，默默地忙碌在物资补给
线上。他们的双手，传递着隔离居民每天需要的生活物资，也
传递着这座城市战胜疫情的希望和信心。

31人，一天半，1115户
“最高爬上了12楼！”

广医三院核酸检测突击队上门为荔湾区孤寡老人、不便出行人士采样

小夫妻为接回
宝宝犯愁

“有市民打电话到市长热线表扬你们了！”6日，当完成上
门核酸采样任务的广医三院护士兰晶晶、易慧慧回到荔湾区
宝石社区，这个“喜讯”让她们一扫疲态。

来自广医三院的这支31人的核酸检测突击队，仅用一天
半时间，就走遍荔湾北片区 13 条街道、56个社区，累计为
1115户1130位孤寡老人、残障人士等上门采样。

与全市大筛查相比，1130人，或许不过是一个非常
小的数值。然而，其中八成居民家住楼梯楼，部分老建
筑更如“迷宫”，这个数据着实来之不易。一线党旗飘

医护爬上窄小老旧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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