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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急救指挥中心：

防疫“救火队”守好抗击疫情生命线

塘下率全市之先实行微网格化管理
全镇 83 个村社划为 1464 个微网格

3665 名村居民共同参与管理
■记者 陈异俗 通讯员 吴张瑞

2 月 19 日下午，塘下镇韩田、

前桥、代上、凤士等村社分别在各自

党员、居民代表微信群里召开大会，

表决通过村社实行微网格化管理工

作相关事宜，落实市、镇两级加强基

层单元管控精神，凝聚共识、形成机

制，继续战“疫”、助力复工复产。据

悉，当日通过微信大会表决的内容

包括各村社微网格划分方案、确定

各微网格成员，并发布微网格员当

前的具体职责和任务。

日均接电 300 多次
急救车每天出车百余次

“您好，这里是 120。”“病人哪里不

舒 服 ？ 有 没 有 发 热? 是 否 有 外 地 接 触

史？具体在什么位置？⋯⋯”“好的，请

保持电话通畅，我们马上派车。”⋯⋯在

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员们的接警

工作异常繁忙。

自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打 响 以 来 ，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

中，120 热线电话数量较平时翻了一番，

除了日常的急救电话外，不断有群众打

电话过来咨询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相关问题，中心调度员认真听取群众

反映的情况，努力安抚大家的情绪，耐

心地解答群众疑问，尽力消除他们心中

的疑虑与恐慌。

与调度室的忙碌程度成正比的是

急救车的出车。“以前每天出车量在 50

次左右，这段时间直接翻了一倍，出车

100 多次成了常态，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都在单位值守，压根没有时间回家。”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月 7 日凌晨 1 时许，市 120 急救指

挥中心接到任务，要迅速将几名密切接

触者转运至定点医院。市人民医院急

救站急救医生钟熙强与驾驶员林章伟

等迅速做好防护准备，伴随着救护车的

鸣笛声出发了。等到完成接送任务，回

到急救站已是凌晨 3 时许。这种工作状

态变成了急救站工作人员最近的常态，

他们“以救护车为家”，或是去病人家，

或是带着病人去定点医院。调度铃声

一响，急救医生、护士和驾驶员就要迅

速跑向负压救护车停放点，熟练地检查

救护车负压、氧气、电源等，然后进行手

部消毒、戴一次性帽子、戴 N95 口罩、穿

防护服、戴乳胶手套、戴护目镜、穿隔离

衣、穿鞋套等，按照前期培训实战演练，

他们迅速完成了这一系列出发前的自

我防护。

连轴转
“救火队”在奔忙

要应对疫情，还要兼顾日常工作。市

120急救中心特地配置了一台负压式救护

车用来转送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与一般的

急救车不同，这辆车维持有效负压水平、高

流量给氧，可同时打开心电、血氧饱和度监

测，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这时医生

就可腾出时间安慰患者的不安情绪，将患者

安全转运到指定医院，转运工作一结束，他

们将救护车开回指定位置马上进行消杀。

在疫情防控转运一线，市 120 急救中

心的医生、护士和驾驶员，都是这个冬天

最靓的“救火队员”。市人民医院急救站

驾驶员林章伟趁着午休空档回家拿换洗

衣物，怕耽误时间也怕影响家人，他只让

爱人把衣物从窗口扔下来。年幼的女儿

已经十几天没见到爸爸了，父女俩隔着窗

子挥了挥手，算是见了一面。一转头，林

章伟就忍不住哭了；市中医院急救站驾驶

员林铁成时隔十几天回到家，懂事的女儿

为老爸泡了杯咖啡，他立刻“得瑟”地发了

朋友圈⋯⋯他们中有太多的人都选择“舍

小家、为大家”，为的只是尽快救治病人、

控制住疫情蔓延。

据统计，从1月21日（腊月二十七）到

2 月 19 日（正月二十六），市 120急救指挥

中心共接听急救电话7428个，派遣救护车

2326车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在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刻，全市

院前急救系统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为打

好防控攻坚战做好院前急救保障工作。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阻击战

还在继续，我们会始终坚持在防控战斗的

第一线，为全市人民时刻守护好这条生命

线。同时希望广大市民正确使用“120”

电话，不要滥用和恶意占用有限的急救资

源。”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向

全市人民发出呼吁。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这些天，在湖

岭镇桂峰，每天都能看到几个身穿白大褂

的基层卫生院医生穿梭在村民家中，消

毒、测体温、宣传防疫知识⋯⋯这些看似

简单的操作，凝聚着医护工作人员的坚

持。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我市卫健系统各基层卫生院，全力以赴、

共克时艰，全员奋战在疫情防控阻击第一

线，为人民群众健康筑起坚强的堡垒。

在距离市区 60 多公里的湖岭桂峰，

有一家湖岭镇卫生院桂峰分院，这是湖岭

镇卫生院分院中最偏僻的一家分院，全院

只有 4 名工作人员，却要承担起辖区 4 个

行政村1000多名常住人口的卫生健康需

求。疫情来袭，4 名工作人员奋战“防疫”

第一线，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

除夕
他们奋战在排查第一线

自疫情发生以来，湖岭卫生院桂峰分

院的 4 位工作人员金建微、王爱松、林国

仕、陈军昆取消休假，奋战在“防疫”第一

线。院长金建微从 1 月 22 日（农历大年

廿八）开始就配合镇、村干部开展入户排

查。他们每天上门做好跟踪服务，测体

温、询问身体状况。

除夕，忙好手头工作的金建微决定回

家吃个年夜饭，然后再回单位。奔波了一

天，饥肠辘辘的她刚拿起筷子，就接到了

电话：“情况紧急，需马上开展新一轮排

摸！”金建微来不及与家人说明情况，立即

联系了同事王爱松，两个人在夜幕下，匆

匆赶到村里，继续开始又一轮的排摸工

作。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大年初一了，村

里人忌讳初一求医，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这一夜，金建微两人就在挨家挨户排摸中

度过。因为时间太紧，他们决定把人员行

踪调查留在第二天再问。这一年的除夕、

大年初一，该分院的 4 名工作人员都坚守

岗位，但他们毫无怨言。

“确认人数在增涨，疫情之战也在不

断升级，我们医护工作人员必须冲在最前

面。相信在我们医护人员团结一致的共

同努力下，疫情终将过去。”金建微说道。

每当看到有同事因为连日作战疲惫

不堪时，金建微总是主动顶上，让他们休

息一会。在她看来，“穿上“白大褂”的那

一刻，就做好了坚守的准备。”这也是她最

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真心
换来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我没去过外地，为什么叫我戴口罩，

我不戴！”1月22日傍晚，在第一轮排摸工

作时，经常有村民对排摸工作表示不理

解。医务工作人员马上耐心解释，“这是

为了保护你自己、家人和大家的安全，不

戴口罩，你不传染给别人不代表别人不传

染给你呀！”听到这话，暴躁的村民脸色有

所缓和,“你们说得有道理，我戴！”

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天都会碰到。金

建微说，在桂峰，绝大多数都是留守的老

年人，他们比较固执，同时对新闻信息并

不敏感，很多人都认为“桂峰地势高险，空

气又好，怎么可能会有病毒”，工作人员必

须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多番强调，他们才

会半信半疑。“所幸，通过最近几轮的排

摸，大家都对疫情有所认知了，现在的排

摸与日常检测，大家都比较配合。”金建微

说。

“医务人员一边面临被感染的风险，

一边背负着人民的信任和公众的期望，他

们舍小家为大家，坚守着属于他们的岗

位，我们一定会严格遵守相关防控要求，

不出家门。”一位村民这样表示。

连续 10 多天工作不停歇，虽然很累，

但看到很多群众都能提高防范意识，主动

佩戴口罩，桂峰分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心里

都感到很欣慰，他们完美地诠释了医护人

的职责与担当：虽然人手不够，但他们依

然坚守属于他们的“24小时”。

“叮铃铃——”酒店前台的电话声

响，打破了塘下镇海安办事处某集中隔

离点片刻的宁静。塘下镇人武部副部长

兼海安办事处党委委员李安荣接起电

话，连声道：“好的！稍等！我马上想办

法！”连日来，这样的一幕在此隔离点频

频发生。

从 2 月 3 日进驻该集中隔离点至 2

月 16 日，作为负责人的李安荣已经连续

工作了 10 余天，与同事每天 24 小时轮

流值守，成了这个集中隔离点的“超长待

机战士”。登记入住、每日三餐、测量隔

离人员体温、消杀污染区、处理隔离区生

活 垃 圾、落 实 跟 踪 隔 离 对 象 基 础 疾 病

⋯⋯这些都是他和同事们每天的日常工

作。

“一开始根本不敢离开前台，隔离对

象刚入住，不适应是正常的，要第一时间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回忆起刚进驻该隔

离点的那段时间，李安荣笑着说，“能睡

五六个小时就很满足了，有时候真的觉

得困，靠在椅子上就睡着了。”房间电线

跳闸了、马桶堵塞了、生活物资不够用了

⋯⋯往往刚接听完这个电话，那边又有

新的问题等待解决。小小的临时党支部

发挥了大作用，全体工作人员尽全力保

障隔离对象在隔离点的生活不受影响，

在李安荣的带领下，该隔离点还制定了

“一日生活制度”，对用餐时间、垃圾丢放

时间、封条开放时间等做了明确规定，渐

渐的各项工作变得条理清晰，隔离点的

运转也更加有序了。

突如其来的隔离难免让很多人烦

躁、不安，甚至不理解。李安荣记得有个

隔离对象办理入住后，一直拨打前台电

话不停歇，反复强调自己并未接触过确

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担任“大堂经理”的

李安荣担心对方情绪不稳定，便添加了

其微信耐心劝说、消除其恐惧，并告知对

方目前正处于战“疫”的关键期，集中隔

离可以最大程度切断传播源。两天后，

该隔离对象给李安荣发了一则微信：我

想通了，非常时期也是为了大家安全着

想，我就安心在这住了。“隔离对象的防

控意识不断强化，给了我们很大信心。”

李安荣告诉记者。

“我的‘战友们’也很给力，这些天真

是难为他们了。”说起和自己一起奋战在

隔离点的同事们，李安荣的话语里满是

愧疚。原来，由于该隔离点临时入住 55

名隔离对象，原先的房间数量已无法满

足，经临时党支部会议决定将第三层工

作人员的房间全部腾出来给隔离对象们

住。

那工作人员该如何休息呢？酒店大

厅里收纳整齐的睡袋便是他们的“蜗居”

之一。2 月 4 日晚，李安荣等人“搬”进了

睡袋，谁知这睡袋一睡便是 10 来天，这

身外衣裤一穿便是半个月。

隔离点工作困难重重，从早期的社

情矛盾解决、隔离者思想疏导，到后来的

隔离点日常工作，提到这些，李安荣总是

轻描淡写地说道：“我是当兵出身的，这

算不上什么。”2 月 16 日下午，该隔离点

随着剩余 13 名隔离对象的转移而撤销，

李安荣又奔赴下一个抗“疫”战场了。

近年来，塘下镇高度重视基层治理

工作，建立党委政府统一指挥、“四个平

台”联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出党员

“一三五”机制，积极发挥基层党员先锋

作用，参与社会管理，实现了社会治理的

创新运作。疫情来袭，该镇在此基础上，

再次深化基层治理机制，将全镇 83 个村

社 201 个综治网格继续细分为 1464 个

微网格，每个微网格原则上配 3 名成员

（1 名网格长和 2 名普通网格员），加入村

民代表、志愿者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

理，继续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复工

复产。

韩田社区是当日全票通过微网格管

理工作办法的村社。据社区党委书记周

国新介绍，韩田社区在原 11 个大网格的

基 础 上 ，继 续 细 分 ，将 辖 域 内 1327 户

5876 名居民划分成了 34 个微网格，并选

举 102 名党员、居民代表及社区热心志

愿者作为微网格员。表决成功通过后的

下午，微网格员们就立即开展行动，建成

格内居民微信群，教他们正确领取健康

码，遇上年纪大的或不会操作的居民，还

亲自上门开展服务。

“池大爷，这是给您代买的药品，这

几天还是不能出门，有需要尽管跟我们

说。”当日傍晚，前桥村第一微网格长池

万进将买好的药品送到居住在村老人公

寓的老人手中，一再嘱咐后才放心离开。

据介绍，前桥村也是当日高票通过

表决的村社之一，考虑到村内老人公寓

中有 130 多位老人和 110 多位流动人员

（租住在公寓空闲房间里），老人普遍免

疫力较差，特殊时期需特殊照顾，该村

“两委”在设置微网格时，特地安排 6 名

微 网 格 员 负 责 管 理 老 人 公 寓 ，并 在 抗

“疫”期间为老人们提供药品、生活用品

代买等服务。同时，在表决后，立即发挥

微网格作用，按照镇里指示，对老人公寓

实行封闭式管理，规避老人们被交叉传

染的风险。

“微网格管理体系的建立，不是临时

的，它是一项推进我镇基层治理改革的

长久之计。”该镇组织委员陈育强告诉记

者，目前全镇 83 个村（社）已经全部通过

村（社）实行微网格化管理表决，3665 名

由基层党员、村居民代表、热心志愿者等

村居民组成的微网格员到位，并进入实

质性的工作阶段。下步，该镇还将继续

完善微网格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水平。

[相关链接]
塘下镇基层党员“一三五”机制，是将

各村社党员分成若干网格，按照“一个网

格一个党小组”的要求，实行党员网格化

管理，做好网格督察员、政策宣传员和矛

盾调解员三个红色身份工作；完善工作亮

相制、例会协商制、考评挂钩制、擂台比学

制、应急联动制等五大运行机制。

李安荣：
睡袋里的“超长待机战士”

■见习记者 吴戌慧

李安荣李安荣((右一右一))与工作人员核对隔离人员与工作人员核对隔离人员
资料数据资料数据

每次出车前后，120 急救中心工作人员都
要对救护车进行整体消杀

■记者 陈成成

有这么一群人，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不是在去

疫情点现场、就是在转运疑似患

者去定点救治医院的路上⋯⋯他

们 逆 风 而 行、迎 难 而 上 ，英 勇 无

畏，是特殊时期的“救火队”——

他们就是市 120 急救中心的医护

人员。

奋战“防疫”第一线
筑起人民群众健康堡垒

前桥村微网格员与志愿者给老人公寓老人测体温发口罩前桥村微网格员与志愿者给老人公寓老人测体温发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