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记 者 向 金 城 通 讯
员 任猛）“我虽然年龄超过了 45 岁，
但身体很好，要报个名。”“谁规定女同
志不能参加？一定要有我。”……近日，
在征集“北碚统战抗疫同心志愿服务
队”成员时，民建北碚区委会 50 余名
委员争先报名，希望为全区疫情防控
工作出一份力。

民建北碚区委会委员、区政协委
员、西南大学科技处副研究员陈文银
已年逾五十，在与家人充分沟通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北碚统战

抗疫同心志愿服务队”。11 月 11 日中
午，陈文银赶赴蔡家医院报到，经过简
短培训后立即上岗，负责各个核酸采
样点的样本收集和转运、防控物资搬
运等工作。

“老乡，戴好口罩，保持距离。回去
后尽量居家，减少外出。”民建北碚区
青年专委会主任、澄江镇综合执法大
队队长林鑫也是“北碚统战抗疫同心
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连日来，他带领
澄江镇综合执法大队有序开展赶集日
疫情管控、外来商贩劝返、高风险场所

隐患督导检查等工作。
同为志愿服务队队员的民建北碚

区委会委员、区政协委员、区统计局副
局长曾劲，在本轮疫情开始之初，就率
领区统计局 7 名工作人员奔赴北温泉
街道临时管控区，协助核酸样本转运、
防控物资搬运、疫情防控政策解读和
封控小区值守等工作。因单位男同志
少，曾劲还主动承担夜间值守任务。

民建北碚区委会主委黄礼琴、民
建北碚区委会专职副主委蒋雪莲、重庆
市第九人民医院医保科副科长易懿、重

庆仪表材料研究所李永友、西南大学水
产学院院长苏胜齐、正南（重庆）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兵、重庆博鉴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江、重庆扬航商
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斌等“北碚统战抗
疫同心志愿服务队”队员，都在以各自
的方式，积极履职尽责，在抗疫一线星
夜坚守、奋力拼搏，只为一城平安，万家
心安。

“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北
碚疫情歼灭战一定能尽快取得胜利！”
这是北碚民建全体会员的共同心声。

同心战疫 共克时艰

北碚民建会员积极参加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 文/
图）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有这
样一群特殊的“排雷兵”，他们虽
然不在临床一线，但却与新冠病
毒正面“交锋”，他们就是核酸检
测员。连日来，为了准确快速地
出具每份核酸检测报告，助力精
准防控，北碚区中医院的数十名
核酸检测员始终坚守岗位，分秒
必争与病毒赛跑（如图）。

11 月 16 日上午，记者在区中
医院核酸检测室及移动核酸检
测车内看到，核酸检测员们按照
三级防护着装，正在加紧对当天
采集的核酸样本进行检测。试剂
准备、标本提取、扩增分析、读取

数据……实验室内，核酸检测工
作紧张有序，高效运行。

据介绍，区中医院目前共承
担我区蔡家岗街道、童家溪镇、
施家梁镇等镇街的核酸样本检
测任务，每日检测核酸样本总数
约 15000 管（20 混 1）、30 万人次。

“目前，我们医院安排有 40 名核
酸检测员及辅助人员，分 3 个小
组，每 5 个小时进行一次轮换。每
天上午 10 点开始，院内 10 台核
酸提取仪和 25 台扩增仪便不停
地运转，以换人不停机的方式，
快 速 准 确 地 出 具 核 酸 检 测 报
告。”区中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
高月介绍。

分秒必争与病毒赛跑

战疫“排雷兵”助力精准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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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廷富 兰天）连日来，我区从源头入
手，抓好生猪屠宰和蔬菜批发等关键环节，确保疫情期间肉
菜供应充足。

11 月 14 日晚上 10 点，位于龙凤桥街道的一处屠宰车间
内灯火通明，一片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忙着宰杀生猪，兽医、
协检员则严格按照屠宰检疫规程开展屠宰检疫，检疫合格后
的白条猪肉被装车运往全市各农贸市场、生鲜超市。

记者了解到，这个屠宰时间比以往提前了 3 个小时左右，
工作人员抓紧每分每秒屠宰更多生猪供应市场。

“现在我们屠宰场每天的屠宰量在 400 头左右，比疫情之
前增加了 60%，每天供给市场的白条肉在 45 吨左右。”该屠宰
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11 月 10 日以来，我区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备案调
运生猪 40 车次，屠宰检疫生猪 2150 头，区农业农村委安排驻
场官方兽医和协检人员 14 人，指导和帮助屠宰场做好疫情
防控和生产运转工作。

当天晚上，记者在龙凤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到，每天晚上 8
点到第二天早上 8 点，市场内不断有运送蔬菜的货车驶入。
工作人员将蔬菜从车上卸下来，整齐摆放在一旁，以满足蔬
菜批发小贩的需求。

“平时我们批发市场每天的蔬菜吞吐量在 260 吨左右，疫
情发生后，我们拓宽了进货渠道，每天的蔬菜吞吐量达到 280
吨左右，包含30多个种类，价格与之前持平。”龙凤蔬菜批发市
场负责人王璐介绍。

抓源头 稳价格

我区肉菜供应充足

本报讯（记者 兰天）疫情之下，
为助力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北碚
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于本月上旬
开通“向日葵热线”，对辖区 700 余名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进行电话探
访，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解
决面临的困难，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关
爱。

“孩子每天上完网课后还有很多

作业，他的父母都属于重残人员，只有
我来辅导，但我已经 71 岁了，有心无
力，很怕误导孩子……”11 月 14 日下
午，在“向日葵热线”电话探访中，北碚
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社工倪元红
接到了家住北温泉街道的小宇（化名）
奶奶的求助。

原来，今年刚读小学一年级的小
宇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奶奶是小

宇的监护人，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对辅
导小宇功课显得格外吃力，此外，老人
每天还要帮小宇抄写题目、打印作业。

了解相关情况后，北碚区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及时将情况反馈至区
民政局，区民政局及时发布需求、链接
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联系广泛等
优势，通过北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
系到与小宇居住在同一楼栋的幼儿园

教师志愿者黄兰，为其提供“一对一”
牵手帮扶。现在，黄兰每天都会上门为
小宇辅导功课、抄写题目、打印学习资
料，并关爱其心理健康。

据悉，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区
持续关注留守困境儿童，通过“向日葵
热线”线上服务 120 人次，对于特殊需
求，采取“线上回访+线下帮扶”相结合
的方式，助力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向日葵热线”守护留守困境儿童

“做核酸了哦，2栋的下楼做核酸。”
“谁家有多的米油面，可以先借我

吗？”
“以前只是脸熟，现在基本上都对上

号了。”
……
疫情之下，北碚人配合居家“战疫”，

一时间，大街小巷静了下来，小区群里热
闹了起来，邻里之间近了起来。

在这个特殊时期，一桩桩邻里间互
帮互助的故事，在温暖彼此的同时，也形
成了良性循环，凝聚成群防群控的抗疫
力量。

“我来！”“我屋来两个！”

小区住户争当志愿者

黄建是蔡家岗街道山水庭源的志愿
者，也是这个小区的住户。

11月15日，山水庭源5栋被列为高
风险区，小区楼栋实行“足不出户，上门
服务”。“物资怎么办？上百户家庭还等着
揭锅开饭。”这时，党员志愿者王建鹏想
到了就地组建“业主志愿队”。

“现在需要10至20名青年男性加入
志愿者队伍，负责送物资，愿意的可以联
系我。”“我来！”“我屋来两个。”……业主
群内一时热闹了起来，大家争先报名。仅
10分钟，就建起了一支15人的“业主志
愿队”。

时间紧迫，说干就干！从那天起，山
水庭源小区就多了一群“力量大白”，他
们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着口罩或
面罩，手提肩扛着居民购买的物资，上下
忙碌着。

送物资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但极
需耐心和力气。清点物资、核对信息、上
门送货……从早晨7点半到下午6点，这
些动作黄建要重复上百次，遇到没有耐
心的业主，埋怨、发牢骚也是常事。

从 14 日至今，黄建和他的队友们

一直坚守志愿者岗位。“疫情期间，邻里
之间互帮互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都
是应该的。”说完后，他又忙着给邻居送
货了。

“我家有多的米和油，需要的来拿”

同楼居民互赠物资

“我生活物资不多了，你们有没得
多余的物资？”11 月 12 日晚，由于疫情
管控，住在两江名居 A6 栋的小张犯了
难。原来，因独居很少下厨的他并没有
备足生活物资，家中仅剩为数不多的方
便面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向邻居们寻
求帮助。

“我家有多的米和油，需要的来拿。”
“我还有萝卜和水果，先拿去吃。”……看
到群里发出的求助信息，同样住在A6栋
的黄鑫（化名）立即行动，为小张送去家
中的生活物资。“特别感谢，多亏热心邻
居们出手相助，让我度过紧要关头。”黄
鑫感激地说道。

粮油、牛奶、蔬果……你缺我补、以
物换物，在小区的网格群里，这样的温
暖还在持续中。一件件平凡的小事、一
个个暖心的故事，是对携手抗疫的生动
诠释。

值得高兴的是，“缺油少粮”的日子
持续不到半日，社区的物资就及时送到。

“现在啥都不缺了，我们可以网上下单，
志愿者送货上门。”黄鑫告诉记者，无论
是米面粮油等基本生活物资，还是药品
快递，都能及时送达。

“莫怕，我来给你们送物资”

爱心商户给低保户送蔬菜包

11月13日下午，童家溪镇天成社区
某生鲜超市，田清正在将蔬菜分拣、打
包、装车，预备送往辖区内的困难群众家
中。

记者了解到，田清是一名 85 后，在
天成社区经营着一家生鲜超市，因其诚
信经营和货物新鲜，生意一直不错。“超

市平常就受到邻居们的多方照顾，关键
时候，我也得反过来帮帮他们。”于是，田
清想到了社区里的低保户和残疾人士，
便主动与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希望将自
己的蔬菜免费赠送给他们。

超市里的案台上，花菜、四季豆、油
麦菜……近 10 种蔬菜随机组合打包，

“每包准备了3天的量，共计30包。”为最
大程度降低人员流动，及时将蔬菜包送
到困难群众手中，天成社区接到消息后，
迅速组织志愿者帮忙打包、运送物资，仅
3个小时，30户困难户就都拿到了新鲜
的蔬菜包。

“今天领到了免费发放的蔬菜包，感
觉满满的都是爱，感谢你们！”三溪雅苑
小区，伍巧拿到物资的一瞬间，既惊讶又
满心欢喜，连连向工作人员道谢。

“疫情结束后，我们一家出个菜，摆个坝坝宴”

一栋楼处成了“一家人”

疫情打乱了无数人的生活节奏，但
在居家防疫的同时，也让原本“最熟悉的
陌生人”不再陌生。“邻里之交”，在居家

封控的几天内，迅速升温。
北温泉街道先登6号快线小区1栋，

因疫情防控需要，在11月11日晨间被临
时管控，小区居民隔离在家。这时，许久
没人发言的业主群瞬间变成了“求助站”

“安慰站”“感恩站”，热闹了起来——
“阿姨，您转告叔叔，请放宽心好好

配合治疗。”邻居们互相加油打气，配合
居家防疫；

“有需要的就告诉我，我免费帮大家
买。”菜鸟驿站的商户陈伟入驻小区防疫
群，每天帮居民采购物资；

“上午物资已全部配送到位，大家记
得清点。”志愿者王春春早晚两次，给邻
居运送生活及医疗物资

……
就这样，被封控的近一周时间，邻里

之间互相鼓励、志愿者们搬运物资、医务
人员上门采集核酸……难熬的居家生
活，在邻里互助下正在一点点过去。

“今年春节，我们不妨办一场坝坝
宴，一家出个菜，闹热闹热。”微信群里，
大家约定着，等疫情结束后，一定坐下来
小酌一杯。

居家“战疫”：互帮互助的“邻里力量”

本报讯（记者 彭浩杰 通讯
员 杨桂花 张强 文/图）11月
13日，国网北碚供电公司接到通
知，为发生疫情的复兴街道和泰
家园 300 号完成临时保障居住点
线路铺设和电力供电设备安装，
保障临时安置人员电力供应。

接到任务后，国网北碚供电
公司水土供电所当即组织工作人
员带上电力电缆、配电柜等相关
设备辅材，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基
础上，前往临时保障居住点完成

线路铺设和电力供电设备安装工
作（如图）。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作为电
力保障企业，我们更要战斗在服务
群众的第一线，保障防疫工作和居
民生活的用电需求。”水土供电所
负责人表示。

经过4个小时的紧急作业，临
时保障居住点成功通电。国网北碚
供电公司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高
标准、快响应为要求，全力做好疫
情期间供电保障工作。

国网北碚供电公司

战疫情保供电 坚守防疫一线

指尖上的智慧生活
让你更加喜欢北碚

缙享北

本报记者 熊辉

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受疫
情影响，我区部分区域实施了临
时管控，但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患
者——血透病人，他们每周需要
固定接受2至3次血液透析治疗，
一旦治疗中断，将会危及生命。针
对这一情况，我区积极行动起来，
妥善合理安排各类血透病人正常
接受治疗，确保医疗服务不停摆，
守护患者“生命线”。

据介绍，血透病人是依赖透析
机器生存的特殊人群，每周规律的
血液透析治疗是延续患者生命的
必要保证。11月15日上午，记者在
区中医院血透室看到，数十张床位
全部满员，所有设备均正常运转。

据悉，为满足辖区患者的血
透需求，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区
中医院第一时间对血透病人进行
了统计并开具了病情证明，方便
患者外出就诊，同时，医院还制定
了血透病人应急处置预案，采取
提前预约、错峰透析等形式，全方
位保证血透病人的生命安全。

“目前，我们透析中心的18名
医务人员实行 3 班倒工作制，36

台透析机 24 小时满负荷运转，同
时我们还紧急调配了一批透析物
资，全力保证病人治疗的连续性。
自 11 月 8 日以来，我们已累计完
成血液透析 536 人次。”区中医院
医务部主任刘忠胜介绍。

而针对密接人员及渝康码异
常人员，区中医院开辟了专门的
绿色通道，设置独立透析区域及
专用透析设备，全程规范防护，并
及时进行终末消毒，避免交叉感
染，全力满足特殊患者的血液透
析需求。

血液透析患者严女士告诉记
者：“我觉得医院的安排非常人性
化，我们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透
析，有问题也可以及时咨询医生，
而且每一轮透析结束之后，医务
人员都会进行全面的消杀，让我
们患者很放心。”

疫情防控期间，除了全力保
障血透病人“医路畅通”外，区中
医院各科室的诊疗服务也都正常
开诊，同时通过线上问诊、送药到
家、预约诊疗、错峰就诊等方式，
多措并举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区中医院

医疗服务不停摆 守护患者“生命线”

11月13日，三溪雅苑小区的低保户们领到爱心蔬菜包。（受访者供图）

11月14日晚，在龙凤蔬菜批发市场，商贩选购新鲜蔬菜。 记者 秦廷富 摄

缙 云 微 光 抗 疫 有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