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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太原南站
迎 来 返 程 客
流高峰，铁路
西 到 达 口 的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逐 个 查 看
乘 客 的 场 所
码 、行 程 码 ，
严 防 疫 情 输
入。
王韵菲
孙卓阳 摄

这几天的核酸检测现场，总能看到一位身穿红
马甲的身影，或是手拿喷壶消毒消杀，或是搀扶行动
不便的老人，或是指导居民手机扫描检疫码，天气虽
冷，她却忙得一头汗。她就是66岁的老党员李迎。

李迎是社区的一名楼院长，这几天她在检测现
场负责协助医护人员维持秩序。自退休后，李迎一
直热心公益。两年多来，她每天身穿红马甲，佩戴红
袖章，拿着铲子和扫帚，在辖区内巡查，让小小烟头
纸屑、小广告无处可藏。一次，她儿子看到她捡拾烟
头的场面后，认真地说：“以后我不会再乱扔烟头。”

几天来，张月菊、刘雅萍、李巧梅、于淑琴、刘四
鱼等队员们都在辖区内的各个核酸检测点奔波服
务。“这几天把这些大姐们累坏了。”兴安社区党支
部书记王俊花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社区工作
人员连续作战，精疲力尽的时候，夕阳红志愿服务
队的党员志愿者们挺身而出，积极补位。虽然她们
年龄已高，但抗疫的战场上处处有她们忙碌的身
影，这种守望相助，同心战‘疫’的精神给所有人注
入了战胜疫情的勇气和力量。”

记者 韩睿 通讯员 高玲

奔波在一线的暖心大姐们
——兴安社区夕阳红志愿服务队小记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张燕）“大娘，今天别忘了做核酸啊！”

“好，年纪大了，真是差点忘了，幸亏
你每天提醒。”这是迎泽北社区两户
居民的一番对话。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6日 16时，万柏林区连续进行了七
次区域全员核酸检测，记者采访发
现，在这期间，邻里之间的相处模式
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交流不多的邻居
彼此熟络起来。邻里之间的互助，让
基层疫情防控防线筑得更牢。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刘梅今年在
水利小区租住了一间房子，隔壁是独
居的 67 岁老人张大娘。之前，两户
居民并没有过多的交流。这几天，万
柏林区连续组织居民进行区域全员
核酸检测，每次出门时，刘梅都会敲
开隔壁的房门，喊张大娘一起去。一
来二去，两家人很快熟悉了，闲下来
会坐在一起聊天，关系很和睦。

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在核酸检
测时，有的居民恰好口罩用完了，马

上有邻居递过来新口罩；有的居民着
急有事，排在前面的邻居主动“换
位”；有的居民不会操作“采样码”，邻
居手把手来教；邻居见面会相互提醒，
防止错过最新的疫情防控消息……

迎泽北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疫
情之下，邻里间添了许多温情，甚至
一些未曾有过交往的邻居也熟络起
来，大家互帮互助、你来我往，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邻里关系增进了
许多。

9 月 30 日起，疫情防控
形势出现变化，尖草坪区南
寨街道兴安社区全体社区干
部、网格员立即全员上岗，协
助医护人员做核酸检测，帮
忙统计整理数据。任务繁
重，人手短缺。此时，辖区夕
阳红志愿服务队的大妈们纷
纷站了出来，加入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她们是一群平均
年龄在60岁以上的女性居民
志愿者，2020年，她们自发组
成一支夕阳红志愿服务队。
这支服务队共有 14 人，都是
兴安社区的退休职工，有普
通居民，也有老党员、楼院长
和居民代表。两年来，身穿
红马甲的她们奔波在创城、
抗疫、为民办事的路上，辖区
居民非常尊重她们，称她们
为“暖心大姐服务队”。

58岁的党员白桂霞是服务队的
负责人之一，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
间就来社区报到，七轮核酸检测，她
从未缺席，每天早来晚走，协助社区
布置现场、维持秩序、消毒消杀、测
量体温，搬运物资，引导黄码人员通
过“特殊通道”快速完成检测，工作
完成后清理现场。每天从早忙到
晚，顾不上喝一口水。因为疫情来
得突然，群众情绪比较焦虑，她就用
热情的态度和亲切的话语安抚居民
情绪。

此前，白桂霞也从不缺席任何
一次志愿者服务活动，创城期间，她
每天身穿红马甲，佩戴红袖章，穿梭
在社区的大街小巷捡烟头、铲广告、
扫垃圾，劝导不文明行为，在巡查中
发现问题及时与社区沟通处理，并
提出了好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日晒
雨淋，总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78 岁的宋桂娥几天来也奋战在防疫一
线。她化身“小喇叭”，奔走在辖区内各个小
区，疏散聚集人群、提醒群众戴好口罩，帮助

“喊楼”催促居民下楼做核酸……在绵绵秋雨
中，她来回奔走的身影为这个秋天增加了一抹
暖色。

宋桂娥是兴安化工厂一名退休职工，也是
居民代表、楼长。两年多来，宋桂娥一直风雨
无阻带领大家参加劳动。平时她还担任社区
文明巡访员，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准时
出现在大街小巷进行巡访。而她的老伴生活
不能自理，离不开人护理，儿女工作又忙，很多
时候她就推着轮椅带着老伴一同进行志愿服
务，老伴负责撑着袋子，她负责捡烟头和垃圾，
他们用行动默默影响着周围的人。然而谁都不
知道，几个月前，宋桂娥刚做了腰椎手术，每当
她弯腰夹烟头时，老伴都会关切地问她，“桂娥，
你的腰还行吗？”宋桂娥笑着说：“没事，我能
行！”也有不理解的人问她这是何苦呢，宋桂娥
都坚定地说：“志愿服务只有坚持才有意义。”

本报讯（记者 张晓丽 通讯
员 张弘 郭艳霞）10 月 6 日，记者
从中北大学了解到，自 10月 2日 6时
起中北大学实行静默管理后，学校迅
速开展校内流调及相关排查工作，将
学生保供作为首要任务，免费提供三
餐，为学生保障到“胃”。

中北大学后勤部门首当其冲经受
了最大的挑战，不足 500人的餐饮队
伍，每天要做好全校近 4万名学生的
一日三餐，并配送到位。为确保学生
们吃饱吃好，中北大学及时调整静默
期间关于学生餐饮供应的政策和措
施，使供餐流程精简高效。每日 0时，
餐饮员工开始接收学校物流配送中心
的物资，然后简单加工材料至 2时，5

时投入到早餐加工工作中。14时午餐
结束，继续开始准备晚餐，晚餐结束后
准备第二天物资，后勤一线员工几乎
全天无休。针对特殊就餐学生，学校
会点对点送达每个公寓楼。此外，学
校的物流配送中心 24小时协调备货，
物资供应装卸工作量是平时的 5倍，
物流员工常常凌晨 3 时仍在接收物
资，有的人还需要到校外卡口接收货
物。静默期间，学生每天使用的餐盒
有8万个，垃圾量由原来的每日125立
方米突增到每日 300立方米，学校物
业服务中心垃圾清运队每天加班加点
工作 10个小时以上进行清运，同时，
还要对全校道路、办公场所、1000多个
垃圾桶和重点部位等进行消杀。

与此同时，广大辅导员放弃国庆
休假第一时间返岗，采取包公寓楼宇
的方式，全天候值班值守，向学生宣
讲学校防疫政策，做好学生秩序维
护、思想疏导，引导大家坚定抗疫信
心。同时，逐个宿舍核查，制定方案，
确保近 4万名学生每日有序、快速完
成核酸检测。静态管理也给部分学
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困扰和情绪波
动，心理辅导员及时面向学生开通 24
小时在线心理咨询服务，筑牢疫情防
控期间学生心理健康防线。校医院
在确保每天完成核酸检测工作的基
础上，积极组织开展线上“开学健康
教育第一课”系列活动，分期分批为
全校新生进行防疫健康讲座。

免费提供三餐 吃饱还要吃好

中北大学为4万名在校生保障到“胃”

彼此提醒做核酸 邻里关系“升温”

本报讯（记者 刘涛）10月 6日，市疫情防控办
发布消息，为满足静默管理区域内群众就医需求，
我市明确集中隔离人员、居家隔离人员、中高风险
区内人员及静默管理区域内其他居民的就医流程。

针对集中隔离人员、居家隔离人员、中高风险
区内人员，我市指定市中心医院汾东院区（综合诊
疗）、市妇幼保健院南内环院区（孕产妇、儿童）、市
人民医院晋源院区（血液透析）、太原昊通晟达血液
透析中心（血液透析）、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专科）为
隔离人员（集中隔离人员、居家隔离人员）和中高风
险区内人员就医定点医院，分别为综合诊疗、孕产
妇、血液透析、精神疾病隔离人员提供医疗服务。
其中，血液透析定点医院收治集中隔离患者，居家
隔离和居家健康监测期内血液透析患者，可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日常透析医疗机构与
普通患者错时治疗，治疗结束后，需严格按有关规
定消毒处理。

隔离人员就医时，要与隔离酒店医务人员或社
区网格员对接，不需要外出就诊的，由所在酒店医
务人员或社区包片医务人员及时安排，提供诊疗服
务；有外出就医需求的患者，先由定点医院专家进
行远程多学科会诊，如有发热、咽痛等新冠肺炎相
关症状和急症的患者，需由 120 专车转运，无上述
症状的，由县（市、区）防控办专车转运至定点医院
就医，就医时需提前由隔离酒店医务人员或社区医
务人员将“隔离人员隔离期间就诊申请单”交定点
医院；隔离人员中的孕产妇、婴幼儿、行动不便患者
等特殊群体，可由一人陪同就医，就医结束后陪同
人需与就医患者落实相同隔离管控措施。

针对静默管理区域内其他居民，就医流程如
下：危急重症患者，可直接拨打 120，送至就近医疗
机构就医；有发热等症状患者，向居住地社区报备
后，出示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做好个人防
护，前往辖区内发热门诊排查就诊，不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一般症状患者，如需外出就医，经居住地
社区同意后，出示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做好
个人防护，前往辖区内就近医疗机构就医，就医结
束后“两点一线”尽快返回居住地，不得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透析患者，经居住地社区同意后，出示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做好个人防护，在原透析
医疗机构错时错峰透析，透析结束后“两点一线”尽
快返回居住地，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院患者，
静默管理区域内医疗机构出院患者可持 24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当日出院通知书（可为电子
版）返回居住地。

各医疗机构要按规范设置隔离或过渡病房，收治
非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及中高风险区的其他黄码患
者。因患者病情特殊，定点医院和静默管理区域内医
疗机构不具备救治能力的，由具备救治条件的医疗机
构做好防护进行救治。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
由推诿拒诊急危重症患者。处于中高风险区的医疗
机构均要正常开诊，保障区域内患者就医需求。

静默管理区内
居民就医有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