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守“出入”这一关
——南宫辖区出入口检查点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闫立军 王永晨

“没有指挥部颁发的通行证或指
令，一辆车、一个人也不能出入。”在邢
衡高速南宫西出入口，检查组7名执勤
人员扇形排开，将来往车辆全部截停，
逐一检查车辆通行证等信息，符合要
求的经进一步核对人员信息、测温登
记后放行，不符合要求的双向劝返。

执勤人员口中的指挥部是指南宫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作为邢台市范围
内唯一的疫情发生地，南宫如何阻断
疫情传播扩散？1月 7日下午，经过指
挥部批准，记者就南宫辖区出入口的

“把关”情况进行了采访。
疫情出现的第一时间，南宫市就

全面进入战时状态，确立了“内不扩
散、外不输出”的目标，立即实施了全

域封控的措施，设立了乡村、城区、路
口“三道防线”，各出入口能封尽封，留
下的出入口每个班都有至少 7 名民警
和志愿者组队“重兵把守”。

当天下午 4 时左右，寒风刺骨，室
外气温接近零下10摄氏度。在南宫城
区凤凰南街出入口的检查点，由4名公
安民警和 3 名司法局工作人员组成的
检查组严阵以待，他们里面穿着臃肿
的棉服，外罩白色的防护服，对来往车
辆逐一进行盘查。

当班组长薄东峰介绍，他们一天
三班倒，轮到休息就回单位，都以单位
为家，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这里作
为城区南出入口，因为离城区外隔离
点近等因素，来往车辆相对较多，但他
们严格落实指挥部的要求，如果没有
指挥部颁发的通行证、书面证明或电

话指令严禁出入。
“有没有不配合的情况？”
“没有。毕竟都经历过去年的疫

情防控，我们说明情况后大家都挺理
解配合。”薄东峰说。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城区西部的
东进街西口检查点，这里有8名检查组
成员正在执勤。民警陈江涛介绍说，
他们上的是早8时到下午4时的白班，
等到零时又该轮到夜班了。这两天遭
遇最强的寒流，最低气温到了零下
18℃，棉衣棉裤都冻透了。“冷得受不
了怎么办？”“就在原地转转圈，跺跺
脚。白班所有人都守着岗位，只有夜
班时才会有一两个人轮流进铁皮房子
里待一会儿。”记者到临时的铁皮房里
看了看，简单的两张床，一张小桌子，
一个“小太阳”取暖器。“疫情就是打

仗，我们坚决站好每一班岗，谁都不会
退缩。”检查点负责人薛涛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正是人们在
家里享受温馨晚餐的时刻。采访完离
开南宫市，在青银高速南宫口检查点，
记者看到，没有通行证和证明的车辆被
一一拦下。执勤的公安民警指着一辆
刚刚被截停的准备去接运物资的车辆
说，正在让他们通过指挥部补办手续。

正好巡查到此的南宫市公安局副
政委李咏介绍，大家都做好了打持久
战的准备。全体民警和来自各单位的
众多志愿者正挺立在社区、村庄和各
个南宫辖区出入口严防死守，就是为
了不让一丝隐患流出南宫。

9日，邢台市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出
炉，除南宫市之前检出的15例阳性外，
其他县（市、区）全部为阴性。

现场直击

□河北日报记者 张文君 董 昌

石家庄市藁城区全域被调整为高
风险地区后，当地政府对社区和农村
实行了封闭式管理。那里群众的生活，
牵动社会各界的心。

1 月 8 日，河北日报记者通过电话
连线，采访了藁城区增村镇南桥寨村
村民韩进江、岗上镇台西村包村干部
邱万昆和藁城区发改局党组成员、三
级主任科员杨玉霄，了解藁城区居民
的生活状况和物资保障情况。

藁城区增村镇南桥寨村紧邻刘家
佐村，距离小果村不足1.5公里。目前，
全村3000多人居家隔离。

1月8日13时，记者拨通韩进江的
电话时，他和老伴刚吃过午饭，“中午
炒的大白菜，煮的面条。”70 岁的韩进
江知道记者的担心，一股脑把家里的

“存货”都数了一遍，“有两袋子白面，

还有大白菜、土豆、萝卜、胡萝卜和粉
条、鸡蛋，吃喝不发愁。”

“即便缺了东西咱也不怕。”韩进
江说，村“两委”干部已经挨家挨户下
了通知，家里缺啥，一个电话，村干部
和志愿者就会给送上门，所以大伙儿
心里都很踏实。

岗上镇综合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邱
万昆，还有另一个身份：岗上镇台西村的
包村干部。疫情发生后他一直没出过村。

记者联系上他时，他正从村口往村
里运送物资。“每天配送车把生活物资
送到村口，我们马上就组织人员运送到
村内小超市，绝不耽误一分钟！”邱万昆
说，生活物资一送到，村里的大喇叭就
广播，组织各组村民有序前来采购，尽
量避免聚集。对村内五保、低保和临产、
孤寡老人，他们还制定志愿者网格化一
包一帮联制度，上门送物资。

有着 60 多万人口的藁城区，突然
按下“暂停键”，生活物资保障方面采
取了哪些举措？记者联系了藁城区发
改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杨玉霄。

电话拨通，杨玉霄正在布置工作，
“微信群里供货单位反映有一辆物资
保障车辆需要协调通行，赶紧@交管
部门，检查完毕后放行！”

杨玉霄说的微信群，是藁城区疫
情防控物资保障及市场供应专班的
微信群。“群里不仅有各单位抽调的
工作人员，还有各乡镇、街道办、居委
会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保供商
超、便民市场、各米面粮油加工企业、
蔬菜存储企业负责人。”杨玉霄说，依
托这个平台，他们能及时了解物资需
求，有效保障急需物资供应。目前，微
信群里的成员已从早上的 106 人增至
128 人，“人越多，疫情防控物资就越
有保障。”

在建立防控物资应急保供联系机
制的同时，藁城区制定了《疫情防控物
资保障及市场供应工作方案》，确定了
23 家区级防控物资应急保供骨干企
业，在摸清常住人口物资日均消耗量
底数的同时，组织协调当地大中型商
超、重点龙头企业做好生活必需品、

米、面、粮油、蔬菜等应急保供工作，并
自 1 月 7 日起启动了疫情防控物资市
场保供日监测工作，确保严密监测科
学研判。“现在藁城的生活物资很充
足，货源也很稳定。”杨玉霄说，有了这
套应急保供机制，全区应急保供工作
开展有序，4 家大型商超营业正常，供
应量充足，供货渠道畅通，肉蛋奶和米
面油价格基本稳定。

运输是物资保障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杨玉霄告诉记者，他们发布了《关
于疫情防控期间物资车辆顺畅通行的
通告》等通知，确保保供员工和车辆通
行。同时，组织运输力量为乡镇一级开
展生活物资配送。针对城区市民生活
需求，组织辖区内北国超市、信誉楼商
城、利惠达连锁超市等开展线上采购、
线下配送服务。

“区政府专门拨付了 1500 万元保
供专项资金，为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
作提供资金支持，确保市场供应应急
事项所需的合理费用及时到位。”杨玉
霄说。

藁城：生活物资很充足
记者连线

▲1月 9日，志愿者在搬运爱心企业捐赠的
“暖心礼包”。当日，一家爱心企业通过河北省红
十字基金会，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捐赠
价值8万元的“暖心礼包”。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爱心
捐赠

加大
生产

▼1月8日，以岭药业生产中心制剂车间，工人们
正在加班加点进行生产。自疫情发生以来，以岭药业
在做好厂区封闭管理的同时，迅速调整生产计划，积极
调配骨干力量，千方百计加大新冠肺炎治疗药物连花
清瘟的生产，全面满足市场供应。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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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守护社区的“逆行者”
——记倒在石家庄市疫情防控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李瑞芝

权威发布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峻峰）
从1月9日石家庄市召开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场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该市2.5万余名
快递人员已基本完成第二次核
酸检测，如果第二次检测阴性的
话会马上投入工作，全力保障居
民生活。

针对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形势，石家庄市全力调运生活
物资，确保主要商品储备充足。
桥西蔬菜批发市场日上市蔬菜
3700 吨；政府在已储备 7500 吨
蔬菜的基础上，将再增加 2000
吨政府储备菜。小麦、面粉、大
米、食用油等储备充足。组织全
市 70 家大型商超，对大白菜、
土豆、洋葱三种耐储菜实行惠
民价销售，在不涨价的基础上，
做到供应充足、品质优良。结合
当前供需情况，通过覆盖面比
较广的北国超市系统，首批向
市场投放300吨耐储菜。

组织京东、美团等大中型
电商企业，开展线上配送保供，
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原先以
线下配送线下销售为主的商
超，紧急提升线上订购，直接配
送的比例和能力。各超市在销
售方式上，增加蔬菜包、日用品
包等日包装投放的比例。开通
蔬菜直通车，增加临时售卖点，
满足群众就近购物需求。以社
区网格原有小超市小门店为依
托，就近为社区提供日用品供
应。对特殊困难群体和临时受
困群众，辖区民政部门和社区
将会做好关爱服务，采取专人
联系、快速救助、精准服务等方
式 ，及 时 解 决 困 难 群 众 生 活

不便。
1月9日，2.5万余名快递人

员已基本完成第二次核酸检
测，如果第二次检测阴性的话
会马上投入工作。街道、社区居
委会也将组织力量，根据疫情
防控情况把生活物资配送到小
区、楼栋单元或家门口适当位
置，在保证不聚集、无接触的前
提下，有序向居民供应。

为了保障防疫力量充足，
石家庄市民政局向全市社工
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发
出倡议，全力配合社区开展疫
情防控。目前，已经有 30 多支
社工队伍、2 万多名社区工作
者、4 万多名志愿者奋战在社
区防控一线。每个社区都有一
支由社区党支部、居委会领导
的社区管理者、志愿者、网格
员等多力量参加的疫情防控
队伍，为全市居民筑起“健康
防护墙”。

针对部分网民关于藁城区
小果庄村的传言，石家庄市民
宗局局长兼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占领介绍，小果庄村共有村
民4721人，其中有信教群众122
人，都信基督教，该村不是天主
教聚居村。网上传言的欧美神
甫在藁城传教的说法不符合事
实。在疫情暴发前，一些信教群
众曾在该村一户群众家里有过
聚集活动。这种聚集同其他聚
集活动一样，遇上疫情容易造
成扩散，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疫情源头同宗教聚集有直接关
系。疫情一暴发，根据防疫有关
规定，立即暂时关停所有宗教
活动场所，暂时停止一切宗教
活动，广大信教群众对此表示
理解，非常配合和支持疫情防
控工作。

这
是
争
分
夺
秒
的
﹃
石
家
庄72

小
时
﹄

第二次核酸检测基本完成,若
结果为阴性

石家庄2.5万余名快递
人员将马上活跃街头

□河北日报记者 任学光
通讯员 戴丽丽

她是邻居口中的“李子”，热心，人缘
好，乐于助人；她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口中
的“大姐”，勤劳，朴实，有啥活都抢着干。
她就是石家庄市新华区西苑街道国泰街
社区工作人员李瑞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石家庄市于1
月6日全面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李瑞芝和
同事们迅速上岗，组织辖区居民进行核
酸检测。1月7日下午6时左右，李瑞芝突
感身体不适，经紧急救治无效身亡，55岁
的她倒在了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1月6日，周三，疫情防控需求，全体
人员早早到岗，开展全员核酸检测。”“1
月7日，周四，全员核酸检测，华萃园、合

西小区、时代花园”……李瑞芝生前的工
作日志上，记录着她最后的工作轨迹。

1月6日早上6时30分，李瑞芝开始
了社区的核酸检测任务，下午 4 时草草
吃了午饭，继续投入工作，直到7日凌晨
1时多才结束；1月 7日早上 6时 30分上
岗，连续工作近12个小时。“在核酸检测
开始前，考虑到李大姐年龄偏大，我们安
排她驻守居委会，做好联络、信息登统等
工作。”国泰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李东军说，李大姐看到大家在核酸
检测现场忙得不可开交，再也坐不住了，
主动请缨到现场帮助登记、维持秩序，这
一忙就是近两天。

“李大姐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不辞劳
苦地奋战在核酸检测现场，片刻也不休
息。”连续超负荷工作，加上失去战友的
悲伤，让李东军双眼通红，他拿出手机给
笔者看 1月 7日李瑞芝发给他的最后一
条工作信息：“咱们一次性手套还有吗？

没了赶紧要。”
1月7日，李瑞芝主动请缨来到华萃

园核酸采样点，帮助引导、维持秩序。当
天下午6时左右，李瑞芝突感身体不适，
倚倒在路边。此时，她已在瑟瑟寒风中奋
战了将近两天。

随后，120 救护车紧急将李瑞芝送
到省人民医院抢救。遗憾的是，经抢救无
效，李瑞芝去世了。就在去医院的路上，
她还不忘给社区的老人们发去微信信
息：“风大、天冷，别着急出来，等着敲门
了再出来做检测。”

“李大姐走了，大家悲痛万分。疫情
防控很艰巨，我们要以她为榜样，接续奋
战抗击疫情。”新华区西苑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枫说，眼下西苑街道正在积极落实
上级防控部署，研究细化抗疫安排，做好
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他们将化悲
痛为力量，沿着英雄的足迹走下去，坚决
打好疫情防控歼灭战。

抗疫先锋

◀李瑞芝
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宣传部供图

□蔡晓辉

经过医护人员的昼夜奋战和全体石家庄人民
的高度配合，三天内10251875人全部完成核酸检
测，创造了核酸检测的新速度。

底数初步摸清，战疫才能更有把握。石家庄跑
出的新速度，为打赢这场骤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
情歼灭战奠定了基础，也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
握在了自己手中。

72小时内完成千万人级别的检测工作，时间
之紧、任务之重，堪称前所未有。医护力量是否充
足、后续检测能否跟上、社区居民如何组织、怎样保
证受检人员“一个也不能少”地应检尽检……这一
个个问题，都是“石家庄72小时”面临的实际困难。

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只
有拿下这第一个“山头”，才能为后续战争顺利推
进创造有利条件。为了迅速控制疫情，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
任务、必须创造的奇迹。

“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将刚刚过去的争分夺
秒“石家庄72小时”一一复盘，每一帧画面都无声
讲述着这一速度背后的奥秘。

这个速度是数万医护人员和所有基层工作者
拼出来的。因为使命在肩，所以恪尽职守、奋力奔
跑。从1月6日凌晨开始，对于这些闻令而动、逆行
出征的白衣战士来说，没有昼与夜的时间分割，只
有争分夺秒的全力冲刺。寒潮袭来，滴水成冰的天
气里，他们一站就是数个小时，手冻肿了、腰站痛
了，在送样等电梯的一分钟里坐在地上缓解疲劳、
在奔往下一个检测点的间隙中靠在椅子上小憩以
恢复体力，还有含泪遥祭病逝母亲的护士张丽芳、
倒在疫情防控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李瑞芝，我们痛
其痛、叹其勇、感其忠。这些医护人员和基层工作
者的奋力拼搏，是“石家庄72小时”里的铿锵旋律。

这个速度是 1025 余万人团结一心共同创造
的。10251875 人的检测样本，就是 10251875 份同
心、同向、同力、同行的坚强意志。等候检测的长长
队伍中，没有人抱怨、烦躁，只有理解、配合，“疫情
防控没有局外人”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维护现场
秩序的社区志愿者、给检测工作人员端去热腾腾饺子的幼儿园老
师、为医护人员送来暖贴和小板凳的居民、现场表演手语舞《谢谢
你》的可爱孩子……越是困难时刻，越能见证守望相助的真情；越是
紧要关头，越要凝聚同舟共济的力量。万众一心拧成一股绳，齐心协
力联防联控。过去的三个昼夜里，这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瞬间，让人每
每泪目，更给人无穷力量。

这个速度是精准检测的科学之智托举的。混检筛查中一旦发
现阳性，则对 10个受试者重新采集单管复核，确定阳性人员——

“10合1混采检测技术”大幅提升了核酸检测能力，使日检测能力
在不增加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扩增了10倍，可以做到多筛查、早确
诊，争取早一分钟发现病人，早一分钟进行隔离。既不会出现漏检、
错检，又能在大范围、大面积筛查时提升检测效率。可以说，科学高
效，是石家庄市快速推进全员核酸检测的关键。

一座城，一条心。争分夺秒的“石家庄72小时”全力跑出的检测速度，
让我们愈发坚定了必胜信心。有这份意志和力量在、有这种精准防控的
智慧在，我们一定能打好这场疫情防控歼灭战，逾越寒冬、迎来暖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