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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河矮塔斜拉桥
两个桥墩“雄姿初现”

3月30日一早，在1号线黄江
北站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电焊、
切割、铆钉、起吊、挖掘、夯土等各
式机械声不绝于耳；300余名工人
身披红色马甲，头戴黄色安全帽，
佩戴口罩和手套挥汗奋战。据施
工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黄江北
站已完工38%左右，预计今年6月
份即可实现车站封顶。

在 1 号线北海河矮塔斜拉
桥项目建设现场，大型起吊机同
样不停运转，工地现场热火朝
天，40 余名建设工人也是一派
忙碌。据悉，北海河矮塔斜拉桥
为塔、梁固结体系，主跨长 168
米，梁顶面以上塔高26米，桥面
宽度 15.8 米，是东莞轨道交通 1

号线控制性工程，也是线上段跨
度最大、建设难度最大的工程。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横跨
北海河矮塔斜拉桥的两个桥墩
已“雄姿初现”，正在为最后的合
龙开足马力。“北海河矮塔斜拉
桥 50 号墩已施工约 32%，51 号
墩已施工约36%，整个斜拉桥预
计2022年 11月完工。”1号线中
铁二局1301-1工区工程部副部
长张行告诉记者。

据悉，东莞轨道交通1号线
全长近 58公里，共设 25座车站
和24个区间。东莞交投集团下
属东莞控股公司轨道一号线公
司工程管理部业务经理刘丹林
告诉记者，目前全线 12 座车站
已主体封顶，8座车站正进行主
体结构施工，3座车站正进行基
坑开挖及围护结构施工，力争
2024年全线建成通车。

对建设人员实行
“住地-工地”闭环管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轮
疫情管控期间，1号线 4个区间
（莞太路站-中心广场站，水濂山
站-2#风井，2#风井-大岭山北
站，10#风井-黄牛埔站）正值穿
越交通主干道、密集民房、高速
公路、排水箱涵等重要建筑物。
为保证盾构连续挖掘，避免安全
风险，项目建设方提前谋划，优
化场地布置和施工组织，储备了
足够的管片及渣土坑容量，同时
在工点附近设置临时管片堆放

场及渣土场，保证安全生产。此
外，疫情期间，工程建设方积极
寻求各级政府部门协助，申请办
理生产急需车辆的道路特别通
行证，并积极配合做好车辆管
理，有力保障现场施工生产。

疫情当前，除了抓好安全生
产，做好工人健康管理同样至关
重要。据了解，1号线参建人员
约 5000 人，工人们来自全国各
地。由于线长点多，参建人员数
量庞大，目前相关管理单位正对
建设人员实行“住地-工地”两
点一线闭环管理，最大可能减少
流动。此外，严格禁止送菜、快
递等人员进入生活区，严查工地

运送材料人员行程码和健康码
以及核酸检测情况，驾驶员非必
要不下车，确保有效防控疫情。
并开展全线、全天候、无死角的
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和日常检查，时刻绷紧防疫这根
弦。

“工人来到东莞前必须严查
出发地、行程码和健康码，严格
落实一人一档，目前全线建设人
员第二针疫苗接种率 98.96%，
第三针接种率 78.18%。现场施
工的一线工人还要求落实一周
两次核酸检测工作，特殊情况下
一天一检，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
施工两手抓。”刘丹林说。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雷报道：
截至3月 27日，东莞市黄江镇已
开展6轮区域核酸检测工作。在
合路广场核酸采样点，医护人员、
村委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市民之
间配合默契，核酸采集过程顺畅、
有序、高效。而在疫情防控工作
的背后，暖心的一幕幕也在接连
上演。

3 月 27 日一早，黄江镇合路
村喜庆堂内灯火通明，一阵阵准
备饭餐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原
来，黄江镇合路村 8 名本地妇女
自发组成志愿队，正在为合路村
100多名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制
作暖心餐，她们以实际行动共同
助力合路村抗疫。

据悉，在 3 月 16 日、25 日和
27日三轮核酸检测中，为了准备
暖心餐，8 名妇女从凌晨三点就
开始忙碌。摘菜、切菜、洗菜、切
肉、煲汤、蒸饭、炒菜……经过几
个小时的协作努力，为核酸检测
现场的工作人员准备了热腾腾的
饭菜。

每当开展核酸检测，早中晚
三餐均需准备 100 多份餐点，包
含三道菜肴、一份米饭及一份靓
汤，需要赶在饭点前准备完毕并
完成打包，工作量之大可想而
知，但大家都表示这样的工作很
有意义，如果需要会坚持干下
去。“疫情来临，我们能以自己的
方式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心里
也非常高兴。”组织制作暖心餐
的妇女介绍。

当得知妇女们要烹制爱心餐
助力村委抗疫时，当地村委会非常
支持。在大家备餐前一天，村委会
就统一采购好所有炊具、炉具、米
油、烹饪调料、食材、餐具等，所有
费用也均由村委会承担。

“抗疫一线工作者有时忙得
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村民为我们
送来热气腾腾的暖心餐，真的特
别感动。”收到热乎乎的餐饭，黄
江镇宝山社区合路党支部书记李
金明表示，疫情防控工作压力很
大，但是有来自村民的关爱，成为
战疫中最温暖的力量。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道：
近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公布《东莞市
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东莞新增 21 个市级非
遗项目。至此，东莞市级以上非遗
代表性项目共有167个。

本次公布的市级非遗项目涉
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技
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类别。保护
单位既有长期从事文化保护的各
镇街文化服务中心，也有企业和

医院的身影。如东莞市中医院的
两项传统医药项目岭南固元艾灸
法、子午流注脏腑服药法，东莞市
佳佳美食品有限公司的道滘广式
喜饼制作技艺，东莞市翡翠宫餐
饮有限公司的石龙家酒煮咸姜水
制作技艺，均入选此次公布的市
级非遗项目。

据了解，在第六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工作
中，东莞市文化馆（东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共收到 8 个类别
共 30 个项目的申报材料。经过东
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小组考
察、专家小组初评、专家委员会评
议、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局际联席会
议、社会公示、上报市政府审批等多
个环节，最终有《袁崇焕故事》、尺八
吹奏技法、白眉拳、潮绣（寮步）、传
统红木家具制作技艺等 21 个项目
入选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羊城晚报讯 记者秦小
辉、通讯员莫衬玲报道：就业
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社会
稳定之基。当前，东莞全市正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突出抓
好稳就业这一“六稳”之首。
对此，东莞市桥头镇人社部门
多措并举，围绕保障企业用工
需求精准发力，更好地为企业
解决用工问题。

在长津金安精密注塑
（东莞）有限公司，桥头人社
分局联同屋厦村委会一同深
入企业走访，了解该企业目
前的生产经营情况，尤其在
用工方面遇到的问题。据企
业方面表示，前期桥头人社
部门已为企业提供线上平台
举办“云”招聘活动，并与劳
务派遣公司无缝对接，该企
业用工问题得以有效缓解，
已成功招聘了近 50 名新员
工，现在已满足用工需求，目
前公司正一手抓疫情防控工
作一手抓生产，开足马力争
创第一季度开门红。

长津金安精密注塑（东

莞）有限公司制造统括部高
级经理李洪军表示，现在企
业用工方面没什么问题，从
年后到现在，招聘也是很顺
利，“多亏了人社分局的多次
指导和帮助，他们经常到我
们企业来，对企业如何做好
防疫工作和生产经营方面提
供了技术性指导。”

据桥头人社分局介绍，在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帮助企业
能稳定生产，桥头人社分局充
分发挥“就莞用”平台作用，为
企业提供线上招聘活动，在广
东度才子 APP、“悦读桥头”

“桥头妇联”“东莞人社”等平
台轮播企业招聘信息；同时还
利用“就莞用”广场功能，收集
企业招聘信息，制作信息二维
码，方便求职者求职；另外，还
通过开展人力资源劳务供需
对接会，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与多家重点用工企业对接，
提供用工就业服务；在企业群
中宣传创业、就业和人才补
贴、人才入户政策，帮扶企业
留住人才，千方百计稳就业、
促生产。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通讯
员罗伟良摄影报道：一个是医学
观察服务点现场负责人，一个是
社区卫生服务站护士，他们既是
夫妻，又是不同岗位并肩作战的

“战友”。在过去近半年时间，东
莞南城李劲松、萧艳芬夫妇坚守
在不同的战“疫”岗位，没在一起
吃过一顿家常饭。

上周一天晚上9点，南城某医
学观察服务点灯火通明，一批需要
接受隔离观察的市民乘坐大巴到
达。李劲松像过去700多个日日
夜夜一样，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同早
已提前准备，全力做好入住人员的
转运安置和闭环管理。从人员统
筹安排、到环境物品消杀，再到信
息流调、入住安排、数据上报等，李
劲松和工作人员完成全流程工作，
已是第二天上午11点。

记者了解到，自疫情发生以
来，南城结合辖区实际设立了医
学观察服务点，对由涉疫重点地
区来莞返莞人员进行医学观察隔
离，阻断潜在病源在辖区传播的
途径。2020 年 1月底，李劲松响
应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号召，
来到医学观察服务点协调各部门
落实防疫隔离工作，至今已坚守
了两年多。

只要遇到有需要的人员入
住，李劲松都会做好各项工作的
统筹安排。即便没有人员入住，
他也需要时刻维系着在场部门的
组织协调，做好观察人员情绪的

安抚疏导，落实新来工作人员的
管理培训，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运
转。在这里，李劲松既是医学观
察服务点的“管家”，又是工作人
员的“教师”，更是隔离人员的

“家人”。
在医学观察服务点的“全

勤”，也就意味着在家庭中的“缺
席”。据李劲松回忆，他已经在
医学观察服务点中度过了三个春
节。虽然家就在南城，但从2021
年 9 月以来，已有近半年没有回
去了。

李劲松坚守在医学观察服务
点的同时，其妻子萧艳芬也在另
外的岗位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来，摘下口罩、抬起头，发出
‘啊’的声音……”在东莞近几次
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区域核酸检
测中，萧艳芬忙碌的身影经常出
现。样本采集、手部消毒、环境消
毒，这样一组动作虽然并不复杂，
但重复成千上万次后，双手还是
酸痛到萧艳芬想掉眼泪。

作为西平社区卫生服务站预
防接种门诊的护士，萧艳芬除了
需要参与核酸检测工作外，其余
时间还要回到门诊做好预检分
诊、疫苗接种等各项工作。“工作
难度并不大，做起来却也处处是
挑战，例如，家长不清楚接种疫
苗需要预约，要详细解释预约流
程；前来就诊的市民认为预检分
诊流程过于复杂，要耐心地劝说
引导等。”萧艳芬告诉记者。

羊城晚报讯 记者秦小辉、通
讯员莫衬玲摄影报道：一句句温馨
提醒，一次次暖心服务，一个个坚
守身影……连日来，东莞市成千上
万的志愿者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开
展“全民戴口罩”文明劝导行动。
他们投身各个区域核酸检测采样
点，用行动传递着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通过志愿服
务进一步筑牢疫情群防群控、群策
群治的坚实防线，凝聚起同心抗
疫、守护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大伯，现在是疫情防控关键
时期，咋不戴口罩就出门了呢？
来，给你一个。下次出门要记得佩
戴口罩。”3月29日，东莞市桥头镇
团委联合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全
民戴口罩”文明劝导行动，提醒市
民注意正确佩戴口罩，并为没有戴
口罩的群众送上口罩。

“防疫措施千万条，佩戴口罩
第一条。”桥头镇志愿者冯丽告诉
记者，目前，大部分市民都能够自
觉佩戴口罩出门，但也有一小部分
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或者佩戴口
罩不标准，比如鼻子没有掩盖好。
对没有戴口罩或者口罩不规范的，
我们会对其进行劝导，并提醒其出
门要做好个人防护。

除走上街头提醒戴口罩，疫情

以来，志愿者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
一次次的核酸检测采样点。见到
步履蹒跚、行动不便的市民前来进
行核酸采样，志愿者一路搀扶，协
助其完成核酸采样；见到有市民没
有间隔一米，志愿者们主动疏导维
持秩序，让核酸采样现场更加安
全、有序。凤岗镇志愿者郑文惠表
示，作为志愿者的一员，她希望通
过志愿服务回馈社会，引导更多的
群众参与疫情防控、科学防疫，共
同守护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记者了解到，在众多志愿者中，
有很多来自工厂和企业，他（她）们

有的是企业的总经理、主管，有的
是工厂的普通员工，但在核酸检测
现场，他们的身份是宣传员、引导
员、管理员、服务员。东莞市民兴
电缆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冯敏就是其
中之一，她告诉记者，得知凤岗镇
要开展区域核酸检测后，自己第一
时间在公司志愿服务队报名，希望
能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企业发
展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当前
防疫是重中之重，防疫搞好了，企
业的生产就有保障，经济效益也会
提高，因此我们企业也会尽更多的
社会责任去协助做好防疫工作。”

黄江镇合路村8名妇女自发组成志愿队

为防疫人员撑起“爱心厨房”

东莞新增21个市级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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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南城一夫妻舍小家为大家
在不同岗位“并肩战疫”

东莞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掀起大干热潮

轨道交通1号线建设正酣
全线12座车站已主体封顶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雷

连日来，东莞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市重大项目建设
工地掀起大干热潮。3
月30日，记者走访东莞
轨道交通 1 号线（下称
“1 号线”）多个施工现
场了解到，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工作人
员正有序推进项目建
设，各工地一派繁忙。

东莞志愿者走上街头 成为防疫中坚力量

11号线北海河矮塔斜拉桥施工现场号线北海河矮塔斜拉桥施工现场

李劲松在服
务 点 已 坚 守 了
两年多

志 愿
者 走 上 街
头 宣 传 防
疫知识

1号线黄江北站施工现场

桥头多措并举稳定就业
精准发力保障企业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