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助者希望加
入志愿服务队伍

59 岁的陈大哥是受助者
之一，1992 年从广西来到广
东务工，落户在佛山。“因为
各种原因，身份证过期了没
办法补办。”陈大哥说。受疫
情影响，他的服装生意几乎
停摆，没有身份证又寸步难
行，不得已流落街头。

今年 9 月，在人民桥底
流浪陈大哥留意到了正在巡
查的志愿者，于是主动上前
求助。“我们发现，他补办身
份证需补充证明材料，我们
联系各个部门帮他一一解
决。10月 28日，在市区分站
的协助下，他的户口补录成
功，新的身份证也在几天前
寄过来了。”尚丙辉工作室志
愿者雷开汉说。

“他们不仅帮我开证明、
买车票，得知我没有身份证
做不了核酸，还带着我到处
找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核酸检
测点。对他们的付出，我真
的很感激，现在终于可以恢
复正常生活了。”陈大哥激动
地说。

在尚丙辉工作室的帮助
下，陈大哥在某核酸检测点
找到了一份值班的工作。目
前他暂时借住在工作室内，
计划疫情稳定后再租房住。

“上班的感觉太好了，靠自己
的 双 手 挣 饭 吃 ，很 有 满 足
感。”他说，“希望用我的经历
告诉其他流浪乞讨人员，遇到
困难不用怕，可以向救助站工
作人员或志愿者寻求帮助。”

他还表示，自己获得了

这么多人的帮助，也想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发挥自身力
量帮助更多人。

13 支救助小分
队开展街面巡查

当前，广州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流浪乞讨人员
的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如何
保 障 ，时 刻 牵 动 着 大 家 的
心。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
分站副站长李宏斌介绍，目
前，该站会同公安、城管等部
门及各区组建 13 支救助小
分队开展街面巡查和救助服
务，及时发现、告知、引导、护
送流浪露宿人员到救助管理
机构接受救助；对不愿接受
救助的，为其发放基本生活
物品和防疫物资，并通知属
地镇街跟进开展后续服务。

“疫情期间，救助小分队
晚间巡查延长至 23 时，同时
市视频监控平台对重点区域
实行 24 小时线上巡查，发现
流浪露宿人员第一时间反馈
属地镇街给予帮扶。”广州市
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副站长
华辉林说，该站还专门组建
了一支救助队伍进驻海珠
区，帮助协调开展救助服务
工作。“各救助小分队在开展
巡查救助的同时，还指导街
面流浪露宿人员加强自身防
护，为其测量体温，协调镇街
为其检测核酸。”他说。

据 统 计 ，10 月 15 日 以
来，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
分站共救助服务流浪乞讨人
员 1586 人次（其中站内救助
337 人 次 、街 面 救 助 1249 人
次）；出动救助车辆 1501 车

次、工作人员 6180 人次，协
调组织流浪乞讨人员检测核
酸 1896 人次，为不愿进站受
助的流浪乞讨和露宿人员派
发生活物资 1160 件（套）、防
疫物品3038件。

发动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救助服务

李宏斌表示，各区救助
小分队还联合属地派出所，
对流浪露宿人员进行摸底排
查，对有意愿返乡的人员，第
一时间联系其家人，帮助其
顺利回家。据不完全统计，
本轮疫情期间，各区、各救助
管理机构已为 165 名流浪人
员提供协助返乡服务。

广州市社会力量参与救
助服务联动机制也广泛发动
社工、志愿者、公益组织、热
心群众为流浪露宿人员提供
救助帮扶服务。目前，共有
41 家社会力量、800 多名志
愿者参与救助服务，服务范
围覆盖全市 11 个区，尚丙
辉 工 作 室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人多力量大，大家共同参
与，就能帮助到更多人。”尚
丙辉说。

此外，广州各镇街开辟
了临时庇护场所，为有需要
的困难群众提供庇护服务。

“红棉守护”热线 24 小时开
通服务，收到困难群众求助
需求，根据其意愿及时就近
转介至临时庇护场所或救助
管理站。部分具备条件的社
工站，也积极为困难群众提
供临时庇护服务。目前，有
53名因受疫情影响的遇困人
员在临时庇护场所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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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口罩等物资，注意做好防护。有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
11月17日晚7时许，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救助小分队的工作人
员与尚丙辉工作室的志愿者一道，拎着一袋袋爱心物资，挨个送给人
民桥下露宿的流浪乞讨人员，并通过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电话沟通增加疏导难度

11月 7日，我看到协会招
募志愿者支援海珠区的通知，
第一时间就报了名。我是一
名中共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
人，在群众有需要的时候，尽
我所能做一点事，义不容辞。
根据安排，三名心理咨询师负
责凤阳街道康鹭片区，我是其
中之一。这里是阳性病例集
中区域，我们做好了要打硬仗
的准备。

我们一边处理医疗组转
来的求助需求，一边跟进、回
访登记在册的孕产妇、儿童、
老人等特殊群体。从早上 8
时到晚上 8 时，除了吃饭，我
们一直守在电话旁，几乎没有
休息。

平常做心理咨询，基本都
是面对面沟通，我可以观察对
方的表情作出判断。但是，在
封控区里，我只能与居民隔着
电话交流。这如同用一块黑
布蒙上了我的眼睛，我只能通
过语气、音调揣摩对方的状态
和情绪，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康鹭片区10月23日开始
实行管控措施，居民难免会有
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倾听尤
为重要，要引导他们讲出心里
话。这几天，我经常听到居民
说“感觉很迷茫”“提不起精
神”。我告诉他们：保护好自
己，本身也是在为抗疫作贡
献。我还向对方介绍当天新
闻发布会的最新消息，让其了
解最新情况；并建议他们做运
动学会放松，一日三餐按时吃
饭。欣喜的是，咨询结束后，
有些人情绪明显好转，整个人
变得积极起来，甚至有人还想

加入我们的队伍，成为一名志
愿者。

复杂情况需要跟踪回访

进驻康鹭片区以来，我们
为近200位居民提供了心理援
助，大部分人通过一次性咨询
可以解决问题，但有些情况比
较复杂的，我会持续跟踪回访。

例如前两天，我接到张先
生的求助电话，他很担心独自
在家的妻子。原来，张先生和
孩子转移到医院治疗，妻子梁
女士居家隔离。夫妻俩聊天
时，张先生发现妻子精神恍
惚，又听她说胸闷，连续几晚
睡不着觉。他赶紧报警，出租
屋房主马上报告情况，居委会
工作人员上门查看。

我很快便联系上了梁女
士，进行心理疏导。第一次通
话，明显感觉她的声音有气无
力。询问她的需求，她也说不
上来，整个人很消沉。于是，
我先带着梁女士舒缓情绪，然
后引导她制定解封后的计划
等，让她多联想美好的事情。
我叮嘱张先生，每天要与妻子
视频通话，关注她的状态。咨
询结束后，我加了梁女士的微
信，定期询问她的感受，并给
她分享一些正能量视频，对她
进行鼓励。

走进封控区，我才真正感
受到为了大家的生命健康安
全，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
力。我所支援的片区，聚集了
多个支援单位的志愿者，比起
每天直面危险的医护等工作
人员，我做的事很微小。但通
过志愿服务当好居民的“解忧
人”，为抗疫贡献一份力，我也
感觉很自豪。

“以前在学校我只要管好
学习就行，这次让我深刻体会
到什么是责任和担当。”一位
在防疫一线支援了十多天的

“后生”发出这样的感悟。
当前，广州市海珠区仍处

于疫情防控攻坚阶段。11月
18日，记者采访了解到，穿梭在
海珠临时管控区街头巷尾的

“大白”里，有不少“00后”战疫
青年。面对连日来的辛苦，他
们却说，这是步入社会的第一课。

特别行动队里
一半是“00后”

10 月 31 日凌晨 2 时，最
后一箱物资放在了收运点的
楼梯口，一群“大白”松了口
气，准备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
驻地。此时，他们已经在户外
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这是
广州地铁派出抗疫特别行动队
支援海珠区康乐中社区的第一
天。记者观察到，10个人的队
伍中，有一半队员是“00后”，
今年刚入职参加工作。

今年 23岁的钟焕涛算是
团队里的“大哥”，他介绍，团
队支援的网格区域位于社区
中部，需要步行 15至 20 分钟
才能到达支援点位。“刚来的
时候，碰上广州降雨降温，我
们每天要冒雨踏着污水，背着
几百根试管、几百盒抗原试剂
穿梭在小巷里。”

穿上防护服，连日常的行
动都变得艰难，他们却要在楼
道里跑上跑下，扯着沙哑的嗓
子跟居民交流。协助扫码时，

还要保持同一个姿势，一站就
是三四个小时。“人少的时候，
抬了抬手臂放松一下，防护服
袖管里就会有好多汗水倒流
到衣服上。”队员唐峰说，头一
回发现自己这么能出汗。

“年轻人就该有
锐气和勇气”

队伍中年纪最小的唐峰
仅 20 岁，是“气氛担当”。他
会利用出发前的空闲时间，为
其他队员的防护服上画上“超
级赛亚人”加油打气，这是队
员间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唐
峰向记者坦言，刚接到任务
时，他也犹豫过。“但转念一
想，年轻人该有锐气和勇气，
如果这次退缩了，以后在工作
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怎么
办？”唐峰说。

今年 21岁的漆银林满怀
热血，看到“兄弟们”都踊跃报
名了，他也果断报名参加。“越是
困难的时候，越要一起扛。越是
危险的地方，越要一起闯。”

“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
课。”经过这些天的抗疫工作，
钟焕涛更真切地明白要好好珍
惜生活，“对我来说，这次抗疫工
作是成长的机会，这些是我在学
校里学不到、感受不到的……”

11 月 13 日，这支特别行
动队又继续转战海珠区鹭江
汇源社区，开始了新一轮的支
援。他们都曾是父母眼里“长
不大的孩子”，但在厚重的防
护服下，他们用肩膀扛起了属
于他们的担当和责任。

心理咨询志愿者：

我在封控区当“解忧人”
文/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图/受访者提供

“别着急，您先做深呼吸。”深夜12
时，广州市海珠区，心理咨询师黄海辉
正在安抚一位封控区居民的情绪，引导
其走出恐惧的灰色阴霾。这通电话持
续了20多分钟，居民焦躁不安的心终
于慢慢平静下来。

过去一周，类似的电话黄海辉接听
了几十个。11月 10日，作为广东省心
理咨询师协会志愿者，他与 15名同事
“逆行”进驻海珠封控区，开展心理咨询
公益行动，黄海辉负责的恰好是此次疫
情新发病例最为集中的凤阳街道康鹭片
区。如何帮助隔离群众摆脱负面情绪，
走出心理困境？以下是他的讲述——

防疫一线青年：

支援战疫也是一种成长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通讯员 吴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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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薛仁政 郭思琦 黄婷 谭铮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刘
欣宇、薛仁政，通讯员黄怡辛、朱
健、周晋安、凌伟明报道：连日
来，广州按照“全市一盘棋”的原
则，分梯队启用定点医院、亚定
点医院、方舱医院，对新冠感染
者实施分类收治，快速提升收治
能力。11 月 14 日，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岭南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白云分院作为新增的新冠
定点收治医院，开始接收新冠肺
炎患者。18 日，羊城晚报记者走
访这些医院，深入了解了其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情况。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下
称‘省二医’）预计可接收新冠肺
炎病例 600 人，其中，200 张床位
用于收治急危重症患者。”省二
医党委书记田军章表示。

据介绍，省二医于 14 日接到
指令后转为新冠肺炎病例定点
收治医院，首次启用国家重大疫
情救治基地，开展定点医院医疗
救治工作。目前，该院隔离病区

已有近 800 名医务人员进驻，已
收治新冠肺炎病例 240 名，病例
中有孕产妇、儿童、合并基础疾
病人群，暂无重症患者，所有在
院患者情况稳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
南医院(以下简称“岭南医院”）
14 日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病例定
点收治医院后，当天下午便开始
收治患者。该院腾出 350 张床位
用于接收新冠肺炎患者，截至 16
日已经收治患者 115 位，目前所
有患者情况稳定。

为全力救治隔离病区患者，
中山三院首批进驻约 120 名医护
人 员 进 驻 岭 南 医 院 隔 离 病 区 。
隔离病区的专家涵盖感染科、内
科、外科、妇产科、儿科、重症医
学等多个专科。该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周宇麒表示，下一
步，医疗队将根据患者疾病类型，
设立儿科病区、老年重症病区等，
开展更加精准的救治工作。

另据中山三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院信息科与大数据人工智

能中心已开发院内抗疫数据平
台，平台与广州市黄埔方舱、岭
南医院等分院区定点收治隔离
病区实现数据共享，在院本部就
可以实时掌握一线收治情况。

作为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定
点收治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白云分院（黄石院区）开放
500 张床位（其中普通 460 张、危
重 40 张），于 15 日晚开始收治老
年人、孕产妇、儿童等六类新冠肺
炎患者。截至 18 日上午，该院已
收治 400 位患者，其中，14 岁以下
儿童 125 人，3 岁以下的儿童有 50
人，60 岁以上老年人 80 人，孕妇 9
人，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仅的16
天龄。目前，所有患者情况稳定。

据悉，南方医院选派了首批
医 疗 队 伍 161 人 进 驻 白 云 分 院
（黄石院区）。医疗队有来自感
染内科、重症医学科、儿科、古中
医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多人曾
参与支援武汉、海南等地的抗疫
工作，具有丰富的新冠肺炎患者
救治经验。

3家新增新冠定点收治医院
目前收治的患者均情况稳定

“疫”路同行合力攻坚11月1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召开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
广州最新防疫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17日，广州新增9244例新冠病毒本
土感染者。其中，海珠区新增感染者仍高
度集中在高风险区，越秀区矿泉街聚集性
疫情仍处于发展中。广州市卫健委呼吁
广大市民继续在周末践行简约生活，减少
不必要的聚集，坚持做好个人防护，配合
辖区防控措施。

广州：海珠高风险区疫情仍未出现拐点
建议广大市民周末继续践行简约生活,减少不必要的聚集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新闻发言人张屹介绍，11
月17日0时至24时，广州市
新增9244例新冠病毒本土感
染者，社会面发现16例，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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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感染者中无症状
8989 例，其余 255 例为轻型
病例，无重型、危重型病例。

17日，海珠区新增9008
例，新增感染者仍高度集中
在凤阳街康鹭、南洲街大塘、
华洲街龙潭高风险区，高风
险区域内疫情上升势头仍未
出现拐点。越秀区矿泉街聚
集性疫情仍处于发展中。番
禺区疫情持续向好，区内大
部分临时管控区已解封。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张屹表示，在全力

攻坚海珠疫情的同时，不能
放松重点场所、重点机构疫
情防控工作，仍需抓紧抓好
重点人群管理。广州将持续
强化养老机构、母婴保健机
构、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封
闭管理措施，严防发生规模性
聚集疫情。进一步强化的士
司机、外卖人员、保洁人员等
流动性大、服务面广的人群管
理，督促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不带病上班。

鉴于当前的疫情形势，
广州市卫健委呼吁广大市民
继续在周末践行简约生活，
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坚持做好
个人防护，配合辖区防控措
施。外地来（返）穗人员提前
向目的地社区报备，在机场、
火车站等交通站场配合做好

“落地检”工作。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发布会上，广州市海珠
区副区长张永良介绍，自10
月 24日起，海珠区 118所中
小学14.3万名中小学生暂停
返校，148所幼儿园4.8 万名
孩子暂停返园。至今，线上
教学已开展4周，全区近2.1
万名教师细致周到组织线上
教学。海珠区把线上教学质
量放在首位，组织云教研、云
集体备课 295 次；开展线上
心理健康主题活动，组织志
愿者提供特色服务，累计服
务学生292人次。

关于困难群体帮扶方面
的情况，张永良介绍，海珠区
对管控区内特殊困难群体进
行摸查，为困难群众提供紧
急援助服务 9419 人次。发
动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商会
积极链接爱心力量，累计接
收善款158.5万元。

“近日，越秀区矿泉街出

现聚集性疫情，已经强化了
相关的防控措施，相关居民
群众都予以积极配合。”广州
市越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郭环表示，在加强管控措
施方面，越秀区迅速对矿泉
街的沙涌南、瑶台、瑶池、瑶
华、王圣堂、兴隆、机务段、
机山巷、机新等9个社区，实
行临时管控，将 9 个社区划
分成40个小网格，在风险较
高的网格实行“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对其他网格实行

“不出网格，错峰取物”，让
区域尽快“静下来”。

据介绍，越秀区已组织
1453 名干部职工进驻网格
开展防控工作，并设立 68
个保供点，累计配送物资
263 吨，设置 3 个医疗点，
专人对接 3181 名需关爱
人群的需求做好人文
关怀。

越秀已对9个社区实行临时管控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为街头流浪者分发物资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报道：11月 18
日晚，广州市越秀区发布多条通告，调整
疫情防控措施。相关通告显示，自 11 月
19日零时起，对越秀区解放路以西、广深
铁路线以北区域，采取“个人防护、避免聚
集”管理措施，设卡口落实场所码扫码测
温，凭 24 小时核酸阴性结果证明或 24
小时内核酸采样证明出入；将矿泉街瑶
台社区、瑶池社区大部分区域划定为高
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等管
控措施。

另据通告显示，自11月 17日起，建设
街环市东路 320 号，白云街沿江东路 405
号，登峰街黄田居委黄田小区2巷 2号、4
号、6号调整为高风险区，实施“足不出户，
上门服务”管理措施。建设街大马路社区
（除高风险区外），白云街大沙头社区（除
高风险区外），登峰街麓景路黄田小区（除
高风险区外）其他11栋楼所围成区域，均
调整为低风险区。

根据通告，越秀区辖区内各高校、职
业院校和技工院校继续实施封闭管理。
中小学阶段学校、幼儿园继续暂停返校及
线下教学。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
托育、托管机构继续暂停服务。

各类娱乐场所（KTV、卡拉 OK、歌舞
厅、游艺厅等）、摄影楼（工作室）、电影院、
游泳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密闭半密闭场
所继续暂停营业，不得组织聚集活动。

旅游景区对入场人员数量进行动态
调控，接待人数不得超过容载量的 50%，
室内场馆暂停开放，继续查验 24 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含饮品店、小吃
店、早餐店等）继续暂停堂食服务，只提供
到店自取、网络或电话等外卖订餐服务，
加强食品外卖配送安全管理。单位内部
食堂（含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工地、企业
等食堂）暂停堂食服务。

公安司法监管场所、福利机构、养老
机构、月子中心、宗教活动场所、康复机构
等特殊场所继续实行封闭管理。

越秀调整部分区域管控措施

全区继续暂停
堂食服务

黄海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