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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讯员 郑巧鑫 刘伟青 祝魏 徐
锐）“现在社区对我们老人照顾得
很周到，帮我们送菜又给我们送
药。”新年第一天，莲都区万象街道
梅山社区老人朱特奎就收到了社
区工作人员送上门的“防疫包”，他
开心地感谢道。

为扎实做好冬春疫情防控工
作，莲都区统筹调度相关药品企
业，紧急调运相关防疫物资。从去
年 12 月 31 日开始，莲都区陆续向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防疫
包”。据了解，“防疫包”包含了解
热镇痛类退烧药、清热解毒类中成
药、医用外科口罩 10个以及消毒液
1 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
人群及重点人群的生病用药、日常

防护等需求。此外，每个“防疫包”
还附上一份防疫健康温馨提示，指
导老年人加强防护、科学防疫、合
理用药。

逐户上门“面对面”宣传防疫
健康知识，“手把手”分发配送“防
疫包”并讲解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心连心”询问、解决困难……在距
离城区 23公里的联城街道竹道村，
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包联
干部、住联村干部等力量联合在一
起，以“1+3+N”网格为基本单元建
立了 3支服务小分队，对村里 60岁
以上老人等重点群体送上“防疫
包”。队员打着电筒，最终第一时
间将 248 份“防疫包”悉数发放到
位。

在莲都区仙渡乡，服务的队伍

也一直在路上。去年 12月 31日下
午，拿到首批防疫物资后，仙渡乡
第一时间组织乡镇干部将药品和
物资进行分装。随后，乡村两级干
部将防疫物资送到了各村的困难
群众手中，并耐心地跟领取药品的
老人们说明用药规范和注意事项。

不仅送上防疫物资，各地的服
务小队还对重点人群开展大走访，
用实际行动为他们筑起安全屏障。

丽新乡黄岭上村青年党员洪
丽梅元旦当天早早起床，把两个小
孩托付给丈夫后，便带着耳温枪跟
着服务小分队成员开始走访。了
解到村里 3位留守老人虽然体温正
常，但是陆续出现发冷、全身酸痛
等症状，洪丽梅急忙赶到乡政府拿
药，又匆匆赶回村里，给老人送了

过去。“我们村比较偏远，留守的老
人们就医不便，我们都会尽力帮助
他们、照顾他们，只要他们好，我们
也才安心。”洪丽梅说。

“重点人员一直是我们的牵
挂，我们也会一直通过发挥小分队
作用，为重点人群筑牢健康屏障。”
紫金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连日来，紫金街道持续发动党员、
乡村干部、网格员等人员组成 165
支暖心服务小分队，发放“防疫包”
18400多份，进一步发挥网格作用，
为空巢独居老年人、留守儿童、孕
产妇、重度残疾人、基础病患者等
重点人员提供暖心服务。

元旦假期，服务小队一个个忙
碌的身影奔波在路上，暖心守护着
每一位居民。

暖心守护不停歇

莲都向60岁以上老人免费发放“防疫包”

本报讯（记者 郭真）带上一整
套的户外露营装备，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游。在过去的元旦假期当
中，不少市民以全家外出露营的方
式迎接新年，而在出游过程中，各
位市民所展现的文明旅游风采，更
是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外出露
营，能置身大自然中，感觉特别惬
意！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
假期。”1月 2日，刚刚从松阳野营
归来的李函韵女士兴奋地回忆起
了这段非常愉悦的假期经历。

李女士说，虽然露营这项当下
时髦的旅游方式，兴起时间并不
长，但看得出大家对于它的理解还
是蛮深刻的——“我想‘尊重自然、
享受自然’就是这种旅游方式的最
大的特点。”她告诉记者，在和朋友
一家一同到达网红露营点后看到，
已经到达的露营者们将各自的车

辆有序停放，现场整齐搭建的帐篷
旁都放置了垃圾桶，营地里也非常
安静，没有人大声嬉闹。

“露营后将垃圾打包好放至指
定区域或垃圾桶；减少使用洗涤剂，
不污染水源；爱护自然资源，呵护花
草树木……”李女士说，大家对“无
痕露营”的态度相当一致，即在享受
露营乐趣的同时，尽量做到“带走垃
圾”“规范露营用火”“拒绝洗涤剂”
等，不为大自然增加负担。“经过几
位‘老鸟’的指导，我和家人都学到
了不少露营‘文明守则’，我觉得我
们也可以做到！”

随着露营队伍的日益庞大，露
营所在地的环境备受关注。元旦
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松阳、庆元
等地的知名露营地了解到，假期当
中，大多数前来露营的市民游客都
能自觉爱护环境、带走垃圾，文明
旅游蔚然成风。

“无痕露营”让文明旅游很有“范”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旅游，
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当前疫
情防控的新形势下，虽然这几天是
元旦小假期，但丽水市区的各处城
市公园市民游客并不多。

在市区南明湖景区的橡胶跑
道上，只有几位零星的市民正在
走路，大家都能规范佩戴口罩，做
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市民
何先生告诉记者，现在规范佩戴
口罩已成为他出门时的一个习
惯，平时也会提醒家人勤洗手、少
聚集，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负责，“虽然元旦假期已经来临，
春节假期也近在眼前，但疫情防
控来不得半点松懈，戴口罩、勤洗
手、少聚集这弦儿还要绷得紧紧
的。”

而在应星楼广场前的鲤鱼池

里，一位妈妈正带着两位小朋友给
鲤鱼喂食，大家也都规范佩戴着口
罩。只见一位小女孩将刚买来的
饲料小心翼翼地扔给鱼吃，没几分
钟后饲料喂完了，小女孩随手将塑
料袋扔到了地上。孩子母亲见状
立马上前叫女儿捡起塑料袋，并将
其带至垃圾箱边扔掉，还告诉她垃
圾要扔垃圾箱里。

“在外面游玩是发现美、欣赏
美、享受美的过程，文明出游过程
中，每一个人都是最美的风景，每
一位游客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文明
素养。”孩子母亲表示 ，要摒弃不
文明的旅游陋习，让文明旅游成为
一种习惯、一道风景。

让“文明”与“旅游”如影随形

本报记者 曾翠 徐丽雅 通讯员 贺坤

“夜里你要是突然发烧了，身边又
没有退烧药，出门药店也关门了，那你
就到新华书店隔壁药店门口的福袋里
拿一份对乙酰氨基酚片吧，一包 6片，
有备说明书，小孩也可以用……”这两
天，景宁人的朋友圈里，大家纷纷转发
一条“爱心福袋”的内容。

近段时间，越来越多人加入“阳
群”，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景宁干部群
众发挥自己的作用，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寒冬里上演一幕幕暖心故事。

2022年 12月 30日上午，记者来到
这家位于人民中路的鹤仁堂药店，在
药店门外，张贴着赠药告示，玻璃门
上，还剩下两个红色的福袋。药店老
板鲍利勇是景宁凤凰爱心协会的一名
老会员，他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由于
近期物流等多方面影响，原本三五天
能到的药，现在到得会慢一点，有些人
家确实会买不到药。”鲍利勇说，“许多
人，包括我们自己、亲人、朋友、同事，
正经历病痛。看病难、买药难，难免会
有焦虑。希望这些爱心福袋，能给大
家多一分安心。”

在东方江泰广场美食一条街上的
豪尚世家牛排自助餐厅里，老板王林
山正忙活着：冰糖、银耳、雪梨、枸杞，
每一种食材都是他亲自选购，经过精
心熬制，热腾腾的冰糖雪梨熬成了。
除了冰糖雪梨，老板还为大家准备了
红糖姜茶。他说目前是第 4天，已经送
出 900 多份，只要群众有需要，还会继
续送。王林山在朋友圈这样写道：“盼
小城无恙，待烟火寻常，你我安康。”

当日下午 2时，市民王女士为家人
领取了一份冰糖雪梨，她告诉记者：“无
意间在朋友圈看到豪尚世家为市民们
熬制了 200 份冰糖雪梨汤和红糖姜茶
汤，可以到店免费领取。因为自己要上
班来不及煮，家里人生病了，于是就试
着联系老板留一份。”一个多小时，冰糖
雪梨和红糖姜茶汤就已经领完。

“你需要，我上门。”在景宁的街头
巷尾、山村田头，由网格团队和志愿者
组建的 348支“村社暖心服务小分队”，
以“大篷车”巡回服务、“小分队”上门
服务、“管家式”就近服务三种模式，为
高龄独居、孕产妇、留守儿童等重点对
象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照料关爱
等流动服务。畲乡村社服务小分队共
享药箱及健康防护爱心包实现 145 个
村社全覆盖，有效保障了山区群众的
紧急用药需求。

一份药，一杯暖羹，一次服务，
疫情中爱心涌动畲乡——

寒冬里的守望相助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陈柔妤 叶莹莹）
“在山村实在不方便去买退烧药，我家孩子都在外
地，多亏了你们送来这些药啊。”“太谢谢你们啦！我
家还有个孕妇，她能不能吃这些药……”近日，在青
田东源镇志愿服务现场，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咨询
用药问题，该镇暖心服务小分队的志愿者都热心一
一解答。

据悉，自省委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建
村社万支小分队开展暖心配送服务的通知》以来，东
源镇积极响应，以网格为基本单元，积极动员“1+3+
N”网格队伍、党员干部、返乡团员大学生、乡贤志愿
者等力量，组织全镇 11个行政村和企业成立 19支暖
心服务小分队，入户发放倡议书，为群众提供防疫科
普、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各类暖心服务。并针对

“一老一幼一特”群体，建立重点人员花名册，常态开
展上门问需、送医上门等服务，及时了解居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按需分发药品、口罩、米粮等物资，顺利
覆盖到最偏远的平溪村。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全村上下都很感谢各级
党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一步将继续做好村里
低收入农户、独居老人、孕产妇等重点对象的关心关
爱工作和近期防护重点的入户告知，做好村里大小
事。”平溪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章肖华表示。

同时，在东源镇党委、政府的带动下，该镇还在
平溪村试点探索邻里共享“小药箱”方案，联村领导、
平溪村第一书记郑江来率先带队入村，呼吁有余药
的村民参与药品共享，并落实专人登记管理，实现暖
心循环，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东源镇1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王凤凤 宋嘉晨）
随着疫情防控“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连日来，如何保
障偏远山区百姓“十大症状”就医需求成了一个难
题。为此，云和县崇头镇中心卫生院将流动巡回诊
疗车，变身成流动“发热诊室”，搭乘着两名具有呼吸
道感染治疗经验的全科医生，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
开进了大山。

家住崇头镇沙铺村的林大爷最近身体不适，咽喉
部感觉像有蚂蚁在爬，前两天还有发烧症状。“子女们
都建议我去城里看看，可我们这离县城还有几十里山
路，城乡公交班次少，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去年 12月
26日，流动“发热诊室”刚好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流动巡回诊疗车每周一和周四都会来沙铺村巡
诊，以往带药都是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用药为
主，但这回带来了是常用的退热及呼吸道感染治疗
药品。这正好解决了林大爷的难题，让他心里的“大
石头”落了地。

流动“发热诊室”抵达村里开诊后，没有呼吸道
症状的村民保持一定距离在车旁有序等待看病和配
药。有呼吸道症状的村民也不扎堆、不聚集，做到有
序就诊，上车后只需说清自己目前的症状，全科医生
就会根据病情给予用药指导和看病建议。

据悉，流动“发热诊室”共配备了芙朴感冒冲剂、
板蓝根颗粒、强力枇杷露、藿香正气水、连花清瘟颗
粒、对乙酰氨基酚片、布洛芬缓释胶囊等常用的治疗
发热药品。此次共接诊了约 10 余位呼吸道感染症
状病人，极大地方便了山区百姓。

自去年 12月初云和发热诊室应开尽开以来，各
基层医疗机构接诊发热患者人数激增。“随着发热患
者不断增多，人口相对流动不那么频繁的偏远山区
百姓进城看病，存在就诊交叉感染的风险。”云和县
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流动“发热诊室”能较
好地解决偏远山区老百姓“十大症状”就医需求，同
时也能有效缓解百姓的就诊压力和焦虑情绪。

一站式问诊配药方便群众

云和流动“发热诊室”开进山村

近日，缙云县
三溪乡乡贤联谊会
集合乡贤之力向三
溪乡紧急捐赠一批
应急药品，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的大爱精
神。这批药品也成
为了“三溪·共享药
箱”的第一批药品，
供乡卫生院统一调
配、合理使用，缓解
了乡卫生院买药难
的压力。
通讯员 朱乐君 摄

本报记者 曾翠 徐丽雅
通讯员 潘玮 林步禹

近日，家住景宁沙湾镇七里村
的 81岁老人毛凤燕对陈海美一行
的服务给出了“非常满意”的评价，
并连连道谢一直目送他们乘坐“养
老爱心集装车”远去，才依依不舍
地回家。

景宁是典型的山区县，“空心
化”背景下农村常住人口中留守老
人占比高达 60%以上。去年以来，
该县以省级养老服务“爱心卡”试
点建设为契机，突出党建统领，探
索形成“托管式”集中服务、“集装
车”巡回服务、“护老员”上门服
务、“银龄”互助服务、“爱心”志愿
服务的“5+N”服务模式，提升山区
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养老爱心集装车”就是立足山区
县农村老年人分散、交通不变、周
边服务资源不足等现状，统筹各部
门资源，重点为老年人提供助行、
助医、助急、助购、代销、紧急救助
的“巡回式”流动服务。

“爱心卡”由老人自愿申领。
“一个电话就有车子上门服务，真
的太管用了，一下减轻了不少家庭
养老的负担！”成功为 103 周岁母
亲申请到养老服务“爱心卡”的程
彩娥，在工作人员介绍卡的用途和
使用方法后直感叹，小小“爱心卡”

发挥的作用可真不小。
“爱心卡”结合老人年龄情况、

经济情况、社会贡献及身体状况四
个维度进行考量分类发放。依托
社保卡生成虚拟爱心分，所有资金
均以“爱心分”形式，按月发放至本
人社保卡养老服务专户中，老人可
在指定服务供应商使用爱心分购
买养老服务，也可到指定爱心商铺
享受优惠折扣。

血压仪、血糖仪、急救药箱、服
务包、部分防暑止泻等非处方常用
药、餐饭保温设备、老人清洁全套
用品……“养老爱心集装车”就像
一个“百宝箱”，常备基本医疗保障
服务用品和设备，能满足老人基本
的医疗、生活、安全保障服务。

为强化就近服务，该县还在
21个乡镇（街道）组建了一支由党
员志愿者、网格员、乡镇卫生院医
生、村民等组成的“护老员”，通过
集中培训提升规范化服务水平，实
行“每日一探访、一询问”，及时了
解动态需求、保障安全。此外由各
村党组织牵头，建立爱心农场、爱
心食堂，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联
系户等，引导党员积极参与护老行
动。同时，党员服务情况作为民主
评议党员、评优评先等重要依据。

短短半个月，“爱心卡”申请已
达 2316人，累计服务 1700余次，老
年人服务满意度达 97.3%。

急驰在大山里的“养老爱心集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