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对保障】 琶洲气膜实验室昨起投入使用

【疫情通报】 社区传播、跨区域渗透风险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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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疫情整体处于波动上升期

社会面阳性个案增势初步遏制
相关区按照“条件成熟一个解封一个”原则，及时对部分区域降级解封

近期，在广州多个区，有
住宿条件的学校高三校内封
闭教学。这是三年来广州第
三 次 大 规 模 的 高 三 封 闭 学
习。记者采访获悉，学校应对
从容、平稳有序。考虑到本届
高三学子三年来持续面对疫
情，学校更注重学生的心理健
康，封闭教学期间开展丰富的
文娱活动，让学生学习、解压
两不误。

广东实验中学（以下简称
“省实”）校长全汉炎介绍，该
校高三年级 900 多名学生、70
名老师、70多名后勤保障工作
人员校内封闭。省实心理老
师蔡柔娜告诉记者，两名心理
老师跟随高三师生封闭在学
校，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疏
导和咨询，通过与学生开展谈
心谈话、侧面了解等方式，及
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对情
绪波动较大的学生重点关注，
给予贴心支持。

“主要努力做好四个‘心’：安
心、暖心、养心、贴心。”蔡柔娜说，
学校引导学生专注当下，维持规

律生活，合理安排学习，将注意力
放在日常的具体任务上，增强心
理的掌控感与安全感。

在封闭教学之前，由于
疫情波动，一些同学就没
能回家，非常想念家人。
老师鼓励学生在课后和
周 末 多 在 线 与 家 人 交
流，心理老师协助班主
任引导学生增强人际
互动，让学生获得暖心
的情感支持。

为了缓解学生们
学习压力，校内运动
场、体育馆、图书馆等
也充分向学生开放。

据悉，省实还
计划本周在学生
发展指导中心开
展放松活动，如
心 理 健 康 设 备
体验、周末的电
影欣赏与交流
活动等，进一
步 帮 助 学 生
提 升 心 理 调
节能力。

“因为你们在，我这心才定
下来！”接受血液透析治疗后，
郑阿婆感动地道谢。11 月 11
日晚，来自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的血透支援队连夜进驻
广州海珠区龙凤街社区，5 台
便携式血透仪在医护人员的精
准操控下，守护着尿毒症患者
的“生命线”。据悉，截至13日
24时，血透支援队已帮助15位
患者顺利开展透析治疗，总治
疗时长60小时。

血液透析（血透）被称为尿
毒症患者的“人工肾”，一旦延

误治疗，极易出现高钾、心衰
等危及患者生命的并发症。
11日下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肾内科教职工党支部
宣传委员、血透支援队队长杨
荟医生接到海珠区卫健局通
知：“今晚，有 4 位患者需要做
血透，麻烦尽快安排！”杨荟第
一 时 间 回 应 ：“ 保 证 完 成 任
务！”

当晚，队员们连夜为这 4
位患者开展血透治疗，从防疫
筛查、病情评估到上机、透中观
察、更换置换液等一系列操作，
直到次日凌晨5时才完成治疗
任务。

“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在，
我这心才定下来！”接受完血透
治疗的郑阿婆说。

如何保障每一位血透患者
都能及时得到治疗？杨荟介
绍：“11月12日，医护人员因地
制宜，开始弹性排班，同时与海
珠区卫健局、龙凤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保持紧密沟通，对次
日透析患者居住地封控情况进
行摸底，以便更高效安排治
疗。”

考虑到这些血透患者都处
于海珠区封控社区，且大多是
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免疫力
相对较低，医护人员针对每一
位血透患者的病情特点，精准
实施“一人一策”。

“一年52周，每周2-3次，
每次上机4小时是血透患者的
日常生活。”杨荟表示，“我们的
任务，就是让封控区内的血透
患者得到及时透析治疗！”

一辆辆青蓝色的爱心便民
车，在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片
区城中村的横街窄巷中穿行，
或满载医疗生活物资穿梭于物
资点与管控区之间，或护送孕
产妇、重点人群向定点医院驶
去，或装着核酸检测样本整装
待发……

驾驶着这些爱心便民车
的，正是广州公交集团如约守
护爱心车队（康鹭突击队）的成
员。他们24小时接力护航，成
为城中村战疫交通保障“摆渡
人”。截至 11月 12日，该车队
累计护送医疗保障物资 3100
趟，运输市民生活保障物资 13
万件。

爱心车队冲锋战疫一线

11 月 7 日，为进一步遏制
海珠疫情快速上升势头，海珠
区决定延长社会面疫情防控措
施，在加强管控区域和社会面
防控的同时，着力保障好群众
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

记者从广州公交集团了解
到，当晚7时，该公司出租车事
业部积极动员抗疫力量，组建
了一支由 20 名出租车司机组
成的爱心车队，“逆行”深入支
援高风险地区凤阳街康鹭片
区，驾驶爱心便民车为医务人
员和居民提供物资运送、就医
出行等应急服务。

党员“的哥”宋全民就是爱
心车队（康鹭突击队）的一员。
他告诉记者，本次支援时间紧、
任务重，队员们进驻康鹭片区
后一刻也不敢懈怠。在管控区
内，有着多次战疫经验的他迅
速教会了大家如何平稳驾驶便
民车。

据了解，在支援保障工作
中，车队选用便民车作为运输
主力。宋全民解释说，由于城
中村横街窄巷较多，通风透气
性强的便民车能运载大批量的
保障物资灵活穿行，有效减少
运送的次数和时间，提高防疫
保障效率。截至 11 月 12 日，
该车队累计护送了医疗保障物
资3100趟，运输市民生活保障
物资13万件。

交通“摆渡人”守护家园

“我们来广州打拼的这些
年，一直在海珠区生活，并且在
这里落地生根，海珠区就是我
们的家！”

“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更
应该站出来，充分运用我们的
驾驶技能，全力做好运输保障
工作，为守护家园而努力，为战
胜疫情贡献一份力量！”

这支康鹭突击队组建后，
车队里不少党员同志挺身而
出，勇挑重担，以交通“摆渡
人”的身份，守护市民平安与
健康。

记者了解到，“90 后”党
员郭俊杰身为车队里的年轻
人，主动承担起后勤统筹调度
的工作。调度工作十分繁忙，
每晚，他在与年幼的孩子视频
通话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
工作中。

“的哥”王伯东与“的姐”杨
丽梅是一对出租车夫妻档，王
伯东在接到任务后连夜赶往一
线驻点，杨丽梅则坚守岗位。
二人常通过视频通话彼此关
怀，互相加油鼓劲。王伯东坚
信：“只要齐心合力，没有什么
难关是过不去的。”

百名队员雨夜驰援

4 日 20 时，白云区温度骤降，秋
雨连绵。由于科甲社区防控范围扩
大，短时间内需派送的生活物资数量
暴增，无法及时配送。嘉禾街道办向
增城区支援指挥部发出了支援请求。

天黑又下雨，但群众的需求就是
命令。指挥长张英智立即召开临时
党委会，决定抽调100名队员前往封
控区支援，为群众派送物资。任建国
是其中一位年长的队员，大家劝他留
守，他却坚定地说：“我是党员，有需
要，召必战、战必胜。”

城中村道路狭窄、错综复杂，队
长指挥突击队队员三人一组，几经折
返才把物资送到居民手上。看到满
身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的队员们，
居民连声致谢。

那晚，队员们奋战到夜里 11 时
许，顺利将400多份物资配送完成。

跨越封控区送救急药

“药品我已收到。谢谢你们的爱心
接力，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5日
晚，增城突击队巡逻二组成员赖志豪、
李力恒、张华翔收到了这样一则短信。

当天，三名队员在巡逻时，注意
到一女子在工业园区门口徘徊，神情
焦急、脸色苍白，便连忙上前询问。
原来，这名女子姓刘，不久前做了一
场大手术，身体正处于恢复期，急需
服用药品，防止病症加重。然而，她
在网上下单的药品还未送达。

队员们详细了解了刘女士的快
递物流信息，得知药品放置在封控区
外的快递站。如何跨越封控区，使药
物尽快送至患者手中？队员们反复
与快递站工作人员商量对策，历时 4
个小时，终于使包裹顺利送达封控
区。队员们对包裹进行细致消毒后，
将药品及时送到刘女士手中。

在一线彰显入党初心

白云区嘉禾街道西岭社区多为
错综复杂的小巷子，“握手楼”随处可
见。在此支援的增城突击队队员中，
一个名叫曾幸勇的小伙子协助开展
摸排信息、上门测核酸、运送物资等
工作，奉献青春力量。

不知道多少次，曾幸勇与队友各
拎着一瓶消毒水，挨家挨户地通知居
民下楼进行核酸检测。每通知完一
户，他就在纸上做个标记，引导居民
测温、扫码，“经常要忙到下午一两个
点，才能脱下防护服去吃饭。”

在抗疫一线，看到党员干部们奋
勇向前，曾幸勇萌生出入党的想法，郑
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正以实际
行动向党组织表明初心，为疫情防控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曾幸勇说，作
为一名在党的关怀中长大的“90后”，
应该主动担当、冲锋在前。

11月 14日，在广州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屹通
报，11月 13日 0时至24时，
全市新增 4065 例本土感染
者（轻型及普通型 189 例、无
症状 3876 例），其中 12例在
社会面发现，其余均在隔离
观察、高风险区筛查或闭环
管理重点人员检测中发现。
广州疫情处于波动上升期，
社会面阳性个案增长势头得
到初步遏制，相关区按照“条
件成熟一个解封一个”的原
则，及时对部分区域进行了
降级、解封，动态调整社会面
疫情防控措施。

张屹表示，整体上看，广州
疫情处于波动上升期，部分片
区的聚集性疫情还在发展，社
会面散发病例时有出现，疫情
社区传播、跨区域渗透的风险
持续存在，传播链条未完全阻
断。经专家综合研判，海珠、越
秀部分区域，荔湾、番禺全域继
续加强社会面疫情管控措施，
划定若干高风险区，落实相关
防控要求。

有关各区疫情情况，具体通
报如下：

海珠区：13 日新增 3712 例
感染者，仍集中在凤阳街康鹭
片区，该片区周边区域仍有疫
情渗漏，华洲街龙潭、南洲街
大 塘 高 风 险 区 疫 情 仍 在 继
续。区内部分工地、学校出现
聚集性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

番禺区：疫情上升趋势转
缓。管控区域内的大石街、钟村
街仍有新增个案，管控区域外有
散发阳性个案报告，轨迹涉及市
场、地铁、广州南站等人员密集

场所，社区传播风险高。
荔湾区：疫情总体趋稳。

目前仍主要集中在站前街、西村
街，需严防风险人员外溢；近两
日东沙街、海龙街也发现社会面
零星个案。

白云区：同德街粤溪村聚
集性疫情处于进展阶段，新增个
案全部在高风险区筛查或隔离
管控中发现；嘉禾街长红村疫情
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区域内
仍有续发阳性个案。

张屹也指出，上周，广州部

分区陆续发布强化社会面管控
措施。在广大市民朋友的大力
支持和配合下，近日全市社会面
阳性个案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
制。相关区按照“条件成熟一个
解封一个”的原则，及时对部分
区域进行了降级、解封，动态调
整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海珠
区部分区域地铁、公交恢复运
营，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越
秀区六榕街、华乐街、洪桥街等
街道部分区域在应急处置后解
除临时管控。

海珠区副区长苏明庆表示，
海珠区落实分级分类、精准防控
的要求，对疫情形势较稳定的区
域，调整社会面防控措施，逐步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一方面，本轮疫情以来，海
珠区东晓路接昌岗路以西，科韵
路以东区域，社会面只有散发阳
性个案，传播链条清晰，已得到
有效处置。经过加强管控后，疫
情传播风险已相对较低，故调整
了 防 控 措 施 。 在 上 述 区 域 ，地
铁、公交恢复运营，其他车辆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
有序运行；区域内可逐步恢复生
产生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恢复正常秩序，商超、农贸市场
等限流开放；餐饮服务单位恢复
营业，但只提供到店自取和外卖
订餐服务；密闭半密闭场所继续
暂停营业。另一方面，全区其他
区域，疫情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故继续执行《海珠区关于
强化全域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
至 11 月 16 日 24 时。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仍然相
当焦灼，在工作中，我们也边干
边复盘，发现了很多不足。”苏明
庆举例说，比如，14 日凌晨发布
的最新通告，可以尽量更早一点
发布，通告上应该配上清晰的地
图，大家就会更加一目了然。“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一定继续
坦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批评，及时改进提升。”

党旗 在基在基层一线层一线高高飘高高飘扬扬

羊城晚报记者 刘欣宇 谭洁文
李志文 郭思琦 罗仕

社会面防控措施调整
“通告应配上清晰地图”

海珠区正不断提高核酸检
测效率。发布会上，海珠区副
区长苏明庆介绍，全区大中型
小区、城中村楼栋共设置 317
个采样点、1918 个采样单元。
在琶洲加急建设气膜实验室，
11月 14日正式投入使用，每天
最多可增加8万管的检测量。

此外，海珠区全力保障物资
配送畅通。“为妥善解决配送人
员住宿问题，我们在海珠区全民
健身中心专门开设骑手临时休
息点。”苏明庆介绍，该临时休
息点内设洗手间、冲凉房、电动
车专用充电区等，24小时免费
开放，并提供床铺棉被、洗漱用
品、保健热饮等生活和防疫物
资，每天进行6次以上消杀，为
骑手小哥提供安全卫生的休息
环境，现已投放400张床位。

番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麦洁萍表示，针对市民朋友关
注的物资配送问题，番禺区也
在不断优化完善。

一方面，不断优化线上线下
物资供应，加密临时保供点，且
根据实际反馈实时动态调整。
目前，番禺区累计设置100多个

生活物资保障点和转递卡口，每
天供应生活物资近400吨，转递
生活物品快递超5万单。

同时，统筹好社会力量，提
升物资转递效率。目前，物流
配送车辆、外卖、快递、出租车
可自由通行。为更好地保障临
时管控区内市民的饮食，管控

区保留了部分餐饮单位配送外
卖，外卖员优先配送管控区域
内订单。为更好地解决生活物
资快递末端配送问题，会同快
递平台收集了临时管控区内快
递员名册，建立临时管控区快
递配送队伍，畅通快递配送“最
后10米”。

荔湾区副区长王韵婷指
出，“二十条措施”发布后，荔
湾区立即贯彻落实，当天所有
次密接人员共计 1786 人全部
解除隔离，不再甄别次密接人
员。此外，根据疫情最新进展
及病例分布情况，荔湾区及时
发布了 3 份通告，将仍处于病
例集中暴发期、具有较大社区

传播风险的站前和西村两条
街道以及其他有零星病例街
道的部分区域调整为高风险
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管理；取消中风险区设置，
将彩虹、南源两条街道除高风
险区外的区域适时调整为低
风险区。

同时，荔湾区加大管控区内

居民的服务保障力度。医疗保
障方面，荔湾区成立了由区属
医院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成的救治转运队伍，派救护
车驻点，充分保障管控区内孕
产妇、肿瘤、透析、慢性病、精神
疾病患者等特殊群体的就医需
求。高风险区内的 3 家养老机
构安全稳定。

荔湾：已适时取消中风险区设置

番禺：外卖员优先配送管控区内订单海珠：开设骑手临时休息点

“疫”路同行

驾便民车
“逆行”康鹭城中村

广州“的哥”组团护航战疫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实习生 卢佳圳 通讯员 曾惠婉 马世安

血透支援队连夜进驻海珠“疫”线社区

“一人一策”
守护血透患者“生命线”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刘文琴 朱清华 陈文雨

本届高三学子高中三年“疫”中度过，
如今又封闭在校，学校更关注其心理健康

增强学生心理掌控感安全感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增宣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紧急通知！支援的同志们4点集中，大家记得备好替换的衣物。”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连日来，广州各区组建队伍支援疫情一线，并肩战疫。

科学规划核酸采样路线，为群众提供便利；尽力压缩物资配送时间，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自“增城突击队”支援海珠区南洲街道和白云区嘉禾街道疫情防控以来，全体人员日夜坚守
“疫”线，用汗水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充分展现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回应关切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血透支援队队员查看病人并制
定血透方案 院方供图

车队队员往便民车上装载防疫物资 受访者供图

14 日起，海珠区调整东晓路
接昌岗路以西，科韵路以东区域
的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在琶洲
新村商业街上，不少餐饮门店恢
复营业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群众的需求就是命令” “增城突击队”全力
支援海珠白云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