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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

成立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小分队

成立专门的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小分队，提供上门登记、疫苗知情告知及健康评估、接种及接种后留观医疗保
障等服务;在社区常态化核酸过程中优化工作方式，大大缩短居民排队等候时间;服务队开通暖心热线，24小时不
打烊，如果居民遇到临时管控无法外出照顾住在别处的老人，服务队还可以提供上门协助……近日，新快报记者了
解到，为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更有效进行，广州一些区目前正通过多种举措，探索优化措施，进而实施精准防控。

■统筹：新快报记者 李应华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李应华 林翠珍

构建多元化接种体系，加强老年
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为切实便利广

大群众接种新冠疫苗，共建牢固免疫屏

障，白云区坚持便民优先原则，统筹考虑

接种人群分布，动员全区医疗卫生资源，

科学布点，在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立新冠

疫苗接种点。构建以固定接种点为主、

临时接种点为辅、移动上门接种补充的

多元化接种体系。持续为辖内各大养老

院、干休所、疗养院、老年大学、老年活动

中心和老年人健身娱乐活动场地等重点

场所，提供“送苗上门”服务，发动村社

内、养老机构内老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开

展同伴教育，营造良好接种氛围。

针对老年人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

行动不便等情况，白云区各镇街牵头组

织村居委、志愿者、基层家庭医生，成立

专门的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小分队，提

供上门登记、疫苗知情告知及健康评

估、接种及接种后留观医疗保障等服

务。为进一步从心理上及实际生活上

打通老年人接种的“最后一公里”，白云

区内更是联合7家区属医院组建由心脑

血管科、慢病科、老年病科、呼吸内科等

超 50名名医专家分别在线上线下同时

开展健康评估工作，定期在全区24镇街

开展巡回宣讲义诊活动，增加了老年人

的接种意愿。

优化核酸采样方式 缩短核酸排
队时间

“大家排好队，保持距离，打开粤核

酸码开始测核酸。”11月 30日上午 7点

左右，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环滘联社

辖内住户就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一一

在住所楼前排队进行核酸采样。这是

白云湖街环滘联社试行的按楼栋进行

常态化核酸采样的创新做法。

“以前要一早起床去采样点做核酸，

队伍经常排得很长，有时候可能需要排

上一个小时，跟上班时间会有冲突。现

在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或者早上上班前在

自己住的楼门口就可以进行采样，省时

省力，方便了很多。很感谢街道为我们

提供了这样一个便利的采样条件，也感

谢志愿者们。”居民张女士笑着说。

现场，两名医护人员分别负责扫

码、消毒、采样工作，配合默契，动作熟

练；群众有序排队，采样秩序良好。该

楼栋有三四十户住户，采样全过程仅需

花费十几分钟时间。

据了解，自白云湖街“0408疫情”以

来，环滘联社就积累了大量的疫情防控工

作经验。在常态化核酸采样方面，结合辖

内居民大部分为外来务工人员，群众工作

时间与辖内采样点开设时间冲突的现实

情况，探索出以楼栋为单位，每楼栋培训1
到2名核酸采样志愿者负责本栋住户核

酸采样，灵活安排采样时间的方法。

环滘联社相关负责人介绍，核酸

采样需使用的物资均由联社提供。采

样志愿者一般在下班后到联社领取核

酸检测物资，采样完毕后再将采样管

送回联社，领取和送回都需登记台账，

落实核酸检测白名单。由于采样时间

各楼栋可以灵活安排，大多在居民的

休息时间，极大方便了居民朋友，居民

核酸检测的积极性也有了明显提高。

白云湖街环滘联社第一书记李华廷

告诉新快报记者，以楼栋为单位进行核

酸采样可以避免居民集中核酸检测时人

员聚集情况，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同

时，以楼栋为单位进行采样能够更好地

做到精准防控。“如果某一栋楼的混管中

发现核酸检测异常情况，我们可以定位

更快速，封控更精准。”李华廷说。

广州花都、白云为开展精准防控进行多样探索

“经常来看看也能及时解决老人
家们生活上的困扰”

“早上送的饺子我都吃完了，你看，

还有这件衣服，薄薄的但是暖暖的，你

们来我很高兴嘞……”志愿者刚进门，

沈婆婆就拉住了“清华姐姐”们的手，让

她们看看她今天特意穿上的衣服，就是

上次“清华姐姐”送的棉服，质量很好、

轻便且暖和，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降

温。离开的时候，沈婆婆还担心她们骑

着电动车会冷，一定要帮队员们整理好

衣服，扣好大褂的扣子才心满意足让她

们离去。

“一般遇到天气降温或其他一些突

发情况，我们都会及时上门探访，经常来

看看也能及时解决老人家们生活上的困

扰，这样也就放心了。”“清华姐姐”服务

队的负责人黄清华说，12月的第一天，

几位队员带着一箱奶和一袋米来看望八

十多岁的沈婆婆，看看老人家里生活物

资缺不缺、检查生活设施有没有安全隐

患。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在新华街，像这

样的独居老人有四十多人，其中重点关

注的有三十多人，“清华姐姐”会把电话

贴在老人家里的热线服务卡上，让老人

有需要时及时联系。

“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用不着天

天打电话，这样太辛苦啦，你们放心，有

事我会找你们的。”老人们明白“清华姐

姐”对他们的好，自然也像心疼自家孩

子一样心疼她们。

每日一问和定期寻访是她们在疫

情期间的常态化工作，除此之外，还会接

到一些求助：前不久，一位处在临时管控

区的钟女士打来了电话说自己 93岁的

妈妈常年瘫痪在床，但自己因为临时管

控没办法赶到身边照顾，接到钟女士的

紧急求助后，“清华姐姐”迅速联系居住

在附近的助老志愿服务分队的志愿者上

门提供帮助，解决了家属的燃眉之急。

“您说，我听”，一根电话线+一根
网线，连通全区居民

一根电话线，一根网线，连通了全

区的居民……“清华姐姐”志愿服务队

开通“您说，我听”心理援助热线，多位

心理咨询师和社工 24小时轮值守候电

话旁，为居民出现的恐慌和焦虑、被隔

离之后内心的孤独以及对物资供应是

否充足的担心等问题做出解答和安抚

工作，截至目前共接到了 150 多个电

话，解决了居民的各类问题。

“孩子上不了学，我上不了班，天天

困在家里，心情好烦躁。”有的家长打来

电话，阐明家庭亲子关系出现问题，黄

清华告诉新快报记者：“亲子关系问题

其实也是我们在众多儿童活动中发现

的，在疫情期间出现较多，我们也会作

为一个调节剂，对父母和孩子双方进行

疏导。”

“我的健康码怎么红啦？现在出不

去怎么办啊？”有的老人因为疫情原因

出不了门，又因为缺乏信息而产生焦虑

情绪，那么此时她们就会一边安抚一边

解读政策，通常采用直接视频的方式，

这样老人也安心。

虽不见面，关爱尤在。据了解，每

天上午 10点到下午 5点以及晚上 11点

之后是接到电话较多的高峰期，并且重

点关注家庭亲子关系和老人生活健康

问题。“如果能够通过电话提供的一些

方法解决就及时处理，如果不能就先记

录在共享文档上，随后一对一持续跟

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黄清华说。

按楼栋进行常态化核酸采样
构建以固定接种点为主、临时接种点为辅、移动上门接种补充的多元

化接种体系；牵头组织村居委、志愿者、基层家庭医生，成立专门的老年人
新冠疫苗接种小分队；从心理上及实际生活上打通老年人接种的“最后一
公里”……为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白云区正推出多种举措。

●花都区

“清华姐姐”服务队，志愿服务暖民心
花都区新华街有一个人人都夸的志愿服务队，不管是老人还是小

孩都跟着叫一声“清华姐姐”，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带动一片人，
志愿服务队从以前的一个人、两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服务范围覆盖
新华街道33个社区，在本轮抗疫过程中，培育出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
骨干，开展众多特色志愿活动为众多居民服务。

■“清华姐姐”志愿者给老奶奶送上保暖袜和护膝。 受访者供图

■居民以楼栋为单位进行核酸采样可以避免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一旦检测异常封控更

精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