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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进社区 生活有保障
——石家庄市社区保供见闻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排好
队，戴好口罩”“人与人之间间隔 1 米”

“买好了回家，别停留”……1月 19日 10
时，在石家庄市桥西区春江花月社区门
口，北国超市直供点前摆满了米、面、
油、蛋、奶等粮油食品以及各种新鲜蔬
菜，社区居民依次排队挑选购买。

“我不会在网上买菜，现在有了直
供点，买菜方便多了。”66岁的居民王林
书说，小区实行闭环管控之初，他曾担
心吃不上新鲜蔬菜，现在下楼就能买
菜，价格合理，菜品还齐全。

为了保障小区闭环管控期间居民
的正常生活，尤其是考虑到社区里很多
不会网购、儿女又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急
需帮助，春江花月社区积极和北国超市
新石店协商，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将“蔬菜直通车”开进社区。

北国超市新石店总经理马琳告诉
记者，超市在做好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
同时，不断加大社区直供力度，目前新
石店已经设置了 3 个直供点，每个直供
点每天可供应的商品种类在 30 至 50
种，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次日还
可对商品种类进行调整。

开通“蔬菜直通车”，怎样做好防疫
工作？春江花月社区党总支书记葛佳
琪介绍，社区确定卖菜点之后，他们会
在商品配送前对场地进行消毒，告知售
卖人员必须穿防护服，提供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证明，等居民买菜结束后对场地

进行打扫和再次消毒。
“以前什么价格，现在还是什么价

格！”1月19日11时，在石家庄市新石一
社区新石小区一家蔬菜摊位前，十余名
居民排队购买新鲜蔬菜。

小区实行闭环管控期间，新石小区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保证居民日
常生活物资供应。为方便不会网购的
老年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小
区内 4 个果蔬摊位正常营业，老年人不
出小区就可买到果蔬。

新石小区党总支书记王磊说，新石
小区常住居民有 6200多人，30%左右是
老年人，除了固定的果蔬销售点外，他
们还设立临时流动蔬菜售卖点，保障了
居民正常生活。

疫情发生以来，为保障群众生活必
需品的供应，石家庄市不断升级物资保
供措施，在逐步完善线上订单配送的同
时，加开了商家对社区的保供直通车，
通过建立“产区到社区”“商超到社区”
直供点，形成有效直供机制，满足居民
生活物资采购需求。

石家庄市长安区通过辖区内街镇社
区1500多个各类生活物资保供微信群及
时收集群众购物需求，尽全力保障产地直
供物资走进千家万户。石家庄市高新区
也组织大型超市直供社区62个，覆盖了
辖区60%的生活小区。如今，石家庄市已
有产地直供、商超直供、社区便利店直供、
流动“直通车”直供等多种直供方式。

□河北日报记者 王峻峰 通讯员 黄 惠

“姐姐，你教我折的千纸鹤我特别
喜欢，‘七步洗手法’我每天也都照着
做呢。我还想问问，晚上睡觉前，你还
能给我讲个故事吗？”

“ 没 问 题 ，晚 上 九 点 你 准 时 躺
好，我找一个特别棒的故事讲给你
听……”

1 月 19 日 10 时，在石家庄市桥西
区友谊街道辖区一处隔离点，一名7岁
小女孩正跟志愿者刘娅楠通电话。

疫情防控期间，桥西区面向隔离
点的“家人”们，多渠道加强人文关怀，
为不同人群提供专业且暖心的服务。

友谊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马红娟介

绍，她所值守的隔离点有 15名 14岁以
下少年儿童，他们为每人配送了一套
水彩笔、图画本、彩泥、跳绳等文体用
品和玩具。同时，联合石家庄护航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友谊大街小
学的教师组成志愿服务队，每日推送
游戏、儿歌、故事、手工制作等音视频，
开展绘画、泥塑、“洗洗小手更健康”等
评比活动。

心理疏导是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一
环。桥西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咨询
和心理疏导，帮助隔离人员缓解焦虑
情绪。

“您体温多少？有没有哪儿不舒
服？今天的药按时吃了吗？”每天两次
电话连线，是新石街道辖区一处隔离

点驻点医生邢利明和护士冯朋飞的必
修科目。邢医生说：“解答的内容有医
疗卫生等专业问题，也有日常生活遇
到的困难，现在熟了，我们也会唠唠家
常，每一个电话我们都会耐心倾听，认
真解答。”

维明街道选派了两名有专业资质
的心理疏导人员带队，组建了由专业
社工、教师等为骨干的心理疏导团队，
通过电话交谈、微信沟通等方式，为隔
离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小刘，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每天
和你说说话就不闷得慌了，我特想见
见你，等疫情结束吧。这儿吃得好住
得好，你们受累了……”在辖区一处隔
离点，年近七旬的张阿姨平时在村里

热闹惯了，现在独自居住一时难以适
应。维明街道办事处行政综合服务中
心主任刘金培作为心理疏导人员，经
常与张阿姨电话连线，让她不再感到
孤单。

“这份不要肉的是217房间刘阿姨
的，这份把米饭换成花卷的要送到219
房间……”在新石街道辖区一处隔离
点，工作人员针对入住人员不同的饮
食需求，将整体配送的餐品变成了“个
性定制”。

隔离不隔爱，温暖一直在，这也赢
得了隔离人员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待
我们挺好，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关
怀，我会踏实在这里住着，相信再坚持
几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张阿姨说。

隔离不隔爱 暖人更暖心
——石家庄市桥西区隔离点探访

抗击骤然而至的疫情是一
场大考。河北在答卷上书写
的，除了全员核酸检测、社区村
庄闭环管理、全面开建隔离场
所等科学防治的“大动作”，还
包括每一个普通人恪尽职守、
无私奉献、患难与共等守望相
助的“暖故事”。

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特定
的环境和场景，让不少患者感
到烦躁。这种负面情绪，显然
不利于他们的治疗与康复。河
北省胸科医院的医务人员像亲
人一样，苦口婆心地劝导、耐心
细 致 地 叮 嘱 、不 厌 其 烦 地 安
抚。嘘寒问暖中，紧张的氛围
得到缓解，焦虑的情绪逐渐稳
定。病房里，80 岁的患者杜爷
爷，为日夜奋战的一线工作人
员吹响了口琴。从悠扬的琴声
里，我们听到了一丝的从容与
淡定，听懂了医患之间同舟共
济的真情。

智慧时代，数字鸿沟，年长

者原本就较少“触网”，不擅网
购。特殊时期，邢台市信都区
在水一方小区许多老人严格遵
守居家防疫的规定，对“线上买
菜”一筹莫展。社区里，志愿者
王现军得知情况后，迅速剪辑
制作了一段简单易懂的视频教
程，贴心地将关键步骤和重点
部分用较大的字号标示出来。
从教程里，我们看到了十分的
善良与热心，读懂了邻里之间
守望相助的真心。

非常时期，紧要关头，这
些温暖瞬间和美好故事让人
印象深刻，感动不已。毋庸讳
言，病毒面前，个体是弱小的，
但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连结，
形成了一股绳。一股绳，一条
心，没有人叫苦喊累、只有咬
牙坚持，没有人抱怨烦躁、只
有理解配合，这是远比病毒更
加强大的力量。有了这无穷
的力量，我们劲往一处使、心
往 一 处 想 ，便 没 有 跨 不 过 的
山、越不过的坎。

（福建日报评论员 潘抒捷）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
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时期，
为保障居家群众就医用药需
求，1月 19日，石家庄市公布疫
情防控期间就医用药十大便民
举措。

疫情防控期间，各类急危
重症（心梗、脑梗、突发昏迷、中
风、骨折等）患者可直接拨打
120 急救电话转运至医疗机构
就医。

非急诊就医患者可先拨打
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电话进
行健康咨询，确需转诊至医疗
机构进一步检查或治疗的，由
所在社区组织专人专车全程
接送。

特殊患者如血液透析、肿
瘤、产检等可直接与既往就诊
医院进行预约，并向所在社区
报备，由所在社区组织专人专
车全程接送。

购买药品，可通过美团、饿
了么、京东到家等线上平台下
单购药，也可通过药店线上渠
道及电话预约购药。

购买处方药，除在线上平
台下单外，需通过线上医生问

诊开具处方才可购药。
不需调整处方的慢性病患

者，可凭以前购药处方复印件
或购药明细记录单购买，零售
药店将安排专人免费送达。

确需只能在医院开具药品
的患者，需与既往就诊医院预
约后，向所在社区报备，由所在
社区组织专人专车全程接送。

慢性病和特殊病备案的市
本级参保职工和全市城乡居
民，不能到本人选择的定点医
疗机构门诊就医、取药的，可通
过五大连锁药店（神威、新兴、
石药、乐仁堂、百姓康）线上渠
道及电话预约购药，特药购药
采取电话预约方式仅限“双通
道”定点医药机构，费用可先行
现金垫付。

前往市域外出差探亲未办
理长期异地居住手续的，可在
当地选择一家公立医保协议医
疗机构就医先行现金垫付。

以上两条使用现金垫付
的，待社区封闭结束，凭正规发
票、门诊用药记录（处方）或病
历到医保经办机构按照规定
报销。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1 月 15 日，石家庄市人社局劳
动监察局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通过“不见面”执法方式，帮助
疫情高风险区域——石家庄市
藁城区增村镇两名农民工要回
工资2万元。

藁城区增村镇目前属于疫
情高风险区域，区域内所有农
民工都不能外出务工，被拖欠
的工资就是农民工及其家人的

“余粮”，是能顺利落实居家隔
离的生活保障。帮助这里的农
民工要回工资，就是有效助力
疫情防控的具体举措。

1月 4日，石家庄市人社局
劳动监察局接到藁城区增村镇

大慈邑村梁某等人的投诉，称
某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其工
资69310元。

经前期慎重研究，1 月 12
日第二次核酸检测后，石家庄
市人社局劳动监察局采取“不
见面”柔性执法方式，对涉嫌欠
薪的用人单位进行电话联系，
全力处置解决未办结的农民工
欠薪案件。

经劳动监察员耐心沟通协
调，1月 15日下午，某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与投诉人代表达成一
致，先支付了无争议的2万元工
资，剩余有争议的部分待解除
封闭核清账目后第一时间全额
支付，农民工表示同意。

温暖的瞬间 无穷的力量

抗疫快评

石家庄推出居民就医
用药十大便民举措

采取“不见面”柔性执法方式

石家庄市人社局帮助
增村镇农民工讨薪2万元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滕雪叶 记者
孟宪峰）“我曾经也是一名货车司机，知
道在外地跑车的辛苦。我家就住在106
国道附近，考虑到许多司机被滞留在车
上，附近的饭店和超市又都关闭了，便
和几个好朋友商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情。”1月17日，106国道边上，来自廊坊

文安的志愿者朱全明送上一碗热腾腾
的泡面，让滞留的司机感受到冬日里的
一阵暖意。

“司机朋友们，有渴了饿了的，我们
提供免费热水、方便面……”从 1 月 12
日晚 6 时开始，在廊坊市文安县兴隆宫
镇朱何村与沧州任丘市交界处的106国
道上，文安县十几名志愿者自发带上热
水和方便面，拿着扩音器边走边喊。因

疫情防控，廊坊实行交通管制，多条高
速被封，106国道也暂时无法正常通行，
几十辆载重货车和私家车在道路上排
起了十几公里的长龙，饥饿和寒冷让等
候的司机们十分焦急。

烧开水、准备保温桶、购买200箱方
便面……从1月12日晚至15日晚，连续
3 天，志愿者们跑前跑后一趟趟地给司
机送上泡好的方便面。“没想到路上能

有志愿者，已经滞留 10 多个小时了，吃
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感觉真好！”一名
滞留在此的湖南司机感动地说。

“得知我们要为滞留司机做点事
情，80 岁的母亲一锅又一锅地烧着热
水。”志愿者郭二小说，家里的兄弟姐妹
也都过来帮忙，把泡好的方便面、奶茶
送到司机手上。志愿者李辉告诉笔者，
滞留期间，司机们有序到附近核酸检测
点进行核酸检测后，凭72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行程卡、健康码等证明离
开廊坊。“目前，106国道可正常通行，没
有堵车现象了。”

冬日里的热泡面
温暖时刻

日前，石家庄市香榭苑社区居民在小区广场采购果蔬。石家庄市各社区积极
协调果蔬等生活必需品进社区，保障居民生活所需。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1月20日，石家庄市新华区盛世天骄社区居民（右一）在进行
核酸检测采样前的信息录入。当日，石家庄市启动第三轮全员核
酸检测。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石家庄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今天是第四天，这几天我们说得
最多的就是‘谢谢’，感受最深的就是

‘我们的国家真好’……”1月 18日，一
封写给邢台某隔离场所服务人员的感
谢信上网后，引发牛城市民一片赞叹。

写信的人是南宫市某中学的王老
师。15日4时许，她和400多名同事及
部分家属一起隔离。

“刚走进房间，我放下行李，蹲在
地上号啕大哭……”王老师回想当时
一幕说，泪水里有对家人的担心，对家
乡的不舍，还有对未来的担忧，她不知
道该怎么熬过这段时间。

然而，接下来短短两天，她和其他
人一样都被温暖深深感动。

“我们穿隔离服6个小时就开始不
适。而他们，一穿就是一天，还跑上跑

下给我们服务。”王老师说，“我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

19日18时许，晚餐时间到了。王老
师特意拍了一张照片，通过微信给记者
传了过来：香菇炖鸡块、肉末炒豆嘴、酸
辣白菜；主食有一个馒头、一小份烧饼、
蒸麻山药，外加一份银耳红枣大米粥，还
准备了香瓜、荔枝等水果和两份小吃，

“荤素搭配，分量适合，也不浪费。”
“热菜、凉菜、水果、零食小吃等，

一天三顿不重样，5天一调整。”邢台市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苏岩介绍，接到负
责市区隔离场所餐饮服务保障的通知
后，他们紧急行动，优中选优，“餐饮达
标，温度到位，果蔬齐全，荤素搭配，蛋
奶定量，汤粥必备”，不仅高质量要求
食材，还通过热链保温配送模式，确保
被隔离人员吃得暖心。

作为牵头负责部门，连日来，邢台

市文广旅局倾力做好保障。同时，邢
台市委政法委派人驻守，督导服务。

“我们的工作人员按照 AB 岗，全
天候、不间断对被隔离人员提供服务。”
邢台市文广旅局副局长李戈男说，他们
还抽调相关部门骨干力量，分成综合协
调、物资供应、医疗救治等七个小组，其
中，专门设立了人文关怀组。

人文关怀组每天都会精心制作暖
心提示，通过文图等形式温暖人心、疏
导心理。此外，送来 1000 余册经典图
书，“指甲刀、洗发水……一些容易忽略
的物品，我们也都千方百计予以满足。”

这处隔离场所启用前，邢台市委
政法委对视频监控平台进行提升完
善。“一方面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另一方面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邢台
市委政法委二级调研员郭延秋表示，
他们依托市综治中心，对全市隔离场
所都做到了“市、县（市、区）和场所”三
级视频信息互联互通，一旦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处理到位。

一封信温暖一座城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于世强 记者
崔丛丛）1月20日，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获悉，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必需
品和河北能源、防疫等物资道路运输畅
通，山西省公安厅出台具体工作措施，
实行凭“码”查验通行。

对运输“米袋子”“菜篮子”生活必
需品入晋车辆，凭“码”可保障快速通
行。山西省对运输米面油、肉蛋奶、蔬
菜、鲜活农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车辆，
开辟绿色通道，建立应急机制，并在全
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路所设防疫检查
站开通专用通道，保障快速通行山西省
公路以及通往蔬菜、鲜活农产品集散市

场的城市道路。
对进出山西的河北电煤、防疫等物资

运输车辆开通五条绿色通道，凭“一证一
码”快速通行。五条绿色通道：G18荣乌
高速驿马岭晋冀运煤通道（位于大同市灵
丘县境内，与河北涞源县接壤）、G5京昆
高速郝家庄晋冀运煤通道（位于阳泉市平
定县境内，与河北平山县接壤）、G2516东

吕高速康佳楼晋冀运煤通道（位于晋中市
和顺县境内,与河北邢台市接壤）、G22青
兰高速东阳关晋冀运煤通道（位于长治市
黎城县，与河北邯郸市涉县接壤）、G109
国道（位于大同市阳高县，与河北阳原县
接壤）。在上述五条绿色通道，须凭“一证
一码”通行。往来河北应急物资运输车辆
单位或驾驶人可自行打印《进出河北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可通过
“河北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下载打
印）；进出山西的河北应急物资运输车辆
单位或驾驶人可通过山西公安“一网通
办”平台申请并自动生成《保障防疫物资
运输车辆绿色通行码》。上述运输车辆须
点对点运输，非必要中途不停车、不逗留，
司乘人员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19日中午，服务人员为被隔离人
员搬运午餐。 邢台市委政法委供图

现场直击

山西开通绿色通道

保障河北能源和防疫物资运输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