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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筑牢每一道防线

“我们得时刻确保值班医生、患者佩戴
好口罩，人群保持安全距离，消毒工作规范
到位⋯⋯”李丽波是丽水市人民医院感控
处副处长，他告诉记者，感控人员每天都在
医院巡查督导，维持就医环境的安全性。

虽然不直接参与救治，但感控部门的
精准防疫工作从市民进入医院起就启动
了。在市人民医院的入口处，设置着检查
点，市民出示健康码、测体温正常后方能
入内，存在异常状况的患者，将被第一时
间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门诊大楼前，围
栏呈“之”字形排列，市民排着队依次进
入，一旁的工作人员不断提醒出示行程
卡。

在门急诊大楼等人流密集场所，也有
工作人员值班落实防控措施。此外，医院
挂号区、取药区等都设置了一米线标识，
联排凳子上也贴着“隔位就坐”字样，提醒
市民在候诊、就诊、取药时与他人保持安
全距离。

“看诊期间，接诊医生必须严格落实首
诊负责制，接诊患者前必须询问流行病学
史及有无发热、咽痛等症状，将可疑病人
分诊到发热门诊。”李丽波告诉记者，医院
启用“一人一诊一室”就诊模式，每间诊室
只允许一人进入。不仅如此，医院还对工
作人员落实了每日健康监测，隔日完成一
次新冠核酸检测。

临近春节，总少不了“买买买”的节
奏。开心置办年货的同时，商场、超市的
疫情防控“安全弦”绷紧了吗？近日，记者
走访市区商场发现，疫情防控常态化已经
成为共识。

在市区万地广场，8 个出入口均有工
作人员值守，每个楼层也都安排了巡场人
员，顾客经过扫码、测温、登记、戴好口罩
后方能入场。“我们在人流密集场所布置
了 21个喇叭，循环播放提醒市民做好个人
防护。针对新年购物潮，我们还在客流高
峰期增加了广播语音提醒，频次为 20-30
分钟一次。”据万地广场行政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场内电梯、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每
天消毒 3次。

安全防疫、舒心过年，零售端也做好了
充足准备。冷链食品安全是不少市民关注
的热点，丽水各大农贸市场、超市都建立
了严格的冷链食品管理制度，溯源信息被
详细记录在台账里，确保市民“舌尖上的
安全”。

在大润发超市生鲜区，食品柜后侧墙
上悬挂着冷链食品信息公示栏，食品核酸
检测报告、防疫证等一应俱全；牛肉、猪肉
等冷链食品都附浙冷链码，消费者用手机
扫码就可以查看来源。“抗疫防护用品，如
口罩、洗手液、消毒液等，也是销量最高的

年货之一。”丽水大润发客服经理邱小雅
说，今年超市加大了对防疫品的采购和储
备，“确保满足市民需求。”

基层，守住防疫“小门”

春节将至，返乡流动人员日渐增多，防
疫工作面临着更复杂严峻的挑战。为此，
丽 水 广 大 基 层 各 展 所 长 ，下 起 了“ 先 手
棋”。

“请问您今年在家过年吗？有亲友来
探亲吗？”最近，庆元县濛洲街道的 18个村

（社）干部拿着登记表，挨家挨户询问居民
的假期安排，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在将县城主城区划分为 34 个大网格
的基础上，庆元还划分了以 500 人为单位
的小区（自然村）小网格，安排县属部门

（村、社区）党员干部担任网格长，小区（自
然村）小网格也进行了划分，形成以 80-
100 人为单位的楼栋（村民小组）微网格。
3576名乡镇（街道）干部、网格单位成员和
志愿者下沉到 1192个微网格，利用周末及
工作之余开展入户摸排，确保疫情防控全
覆盖、无遗漏。

为高效完成摸排工作，党员干部、网格
单位成员和志愿者还组建了微信群，建立
一户一册摸排台账。短短一星期，仅濛洲
街道就完成了 8900余户的入户摸排工作。

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说，春节假期比平
常更加忙碌，因为村庄、社区是疫情联防
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最有效的防线，守好村、社“小门”，才能筑
牢防疫“大门”。

相对于城市，农村在人员流动上更具
复杂性，随着返乡高峰期来临，广大农村
该如何高效、科学地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

近日，缙云县舒洪镇推出“平安返乡
码”，针对辖区内各行政村实行一村一码
填报，让即将返乡的村民尽早登记、提前
布控、安心返乡。

1 月 19 下午 5 点，缙云县舒洪镇岭口
村的一名返乡人员刚到家，村干部和卫生
院工作人员就上门了。他们能够第一时间
上门开展防疫工作，依托的便是“平安返
乡码”。

“外出村民在返乡之前，先扫码登记从
何处返乡、返乡交通工具、预计到缙时间
等 15项基本信息，村干部核对后会与他们
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平安回家。”舒洪镇副
镇长应佩珍说。

以往，外出村民春节期间返乡，需要打
电话回村，辗转找到负责疫情防控的工作
人员登记，“点对点”申报费时费力。如
今，在外的村民只要用手机扫二维码输入
相关信息就能完成返乡登记，极大提高了
效率。“我们每天都在各村微信群里发布

‘平安返乡码’，提醒返乡村民自觉登记，
如有来自中高风险区域的返乡人员，我们
会提早在他家门口等待，第一时间落实防
疫措施。”应佩珍说，自 1 月 9 日推出平安
返乡码以来，已有 620 名返乡人员自主登
记，100名中高风险区入缙人员平安返乡，
目前已有 78人平安解除管控。

春运，把健康带回家

1 月 17 日，2022 年春运正式开启。每
年春节期间，不少外出就业、求学的人都
会乘坐长途大巴返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背景下，安全、健康出行，牵动着每一位
市民的心。

“请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行程
卡。”在丽水客运东站，记者看到进站旅客
进出车站须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向工作
人员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后才可通行。站
内配备了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红外测温
仪等用品，LED 大屏正不间断播放防疫指
南。

同时，丽水客运东站还按照实际情况
不断细化消杀流程，加大各区域的消杀频
次，目前全站 24 小时保持通风，工作人员
每天会对车站进行 2 次整体消毒，检票通
道、座椅、卫生间等也增加了消杀频次。

采访中记者发现，丽水客运东站里“人
人都是防疫员”——在车站停车场一侧，送
完一趟乘客的司机正手持消毒喷壶和抹布
对车辆进行喷洒消毒。“车辆消杀从原来
的一天一次改成一趟一次，乘客容易接触
的每一处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都要认真
消杀。在所有工作做好后，每位司机才会
继续出车。”丽水客运东站负责人曾波告
诉记者，驾驶员、检票员等车站工作人员
每日上岗前都要测量体温，全站工作人员
健康状况均建档登记。

“我们要求每趟车都按照核定载客人
数的 90%控制客座率，并将车厢最后一排
座位设置为途中临时留观区。为了保障乘
客顺畅出行，我们还额外调配了 8 辆客车
作为机动车辆。”曾波说。

在丽水高铁站，疫情防控卡口配备了
30名安保人员，每天保持 2个班次，每班次
15 人，主要负责核查健康码和行程卡，帮
助特殊乘客申领代办健康码等。出站口分
设“境外、省外旅客通道”和“省内旅客通
道”双通道，每个出口均有工作人员检查
引导，出站卡口还设立了核酸检测采样
点，为有需要的乘客免费检测。

遂昌火车站和客运中心与遂昌县防疫
部门落实了配合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核酸
采样点和临时留观区，按照测温、核查、登
记“三步走”方法，确保中高风险地区返遂
旅客到站后第一时间落实核酸检测，以

“不漏一人”的防疫原则守牢疫情防控第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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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名煜 汪峰立 见习记者 吴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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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守护平安幸福年悉心守护平安幸福年
临近新春，丽水街头节日氛围渐浓。春节是防疫的关键时期，如何让连着万家喜乐的

新春兼顾健康平安，是一座城市必须面对的“年关”。
在丽水，疫情防控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市民戴着口罩在闹市置办年货，街头巷

尾人声鼎沸却秩序井然，每个人都习惯性地与他人保持着安全距离，轻松但不放松。在这
样的大环境中，精准做好疫情防控也成为各行各业的共同目标。

医、食、住、行⋯⋯连日来，我市各地基层力量坚守岗位，发动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织密建强基层防疫的组织网络。无数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而努力奋斗的人们，守护着城
市的烟火气，也让新年多了安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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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 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