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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8 月 7 日凌晨 2
点，在佛堂镇疫情防控数据
专班办公室内，“00后”大学
生志愿者朱家顺正坐在电脑
前聚精会神地核查疫情防控
数据，根据市里下发的风险
地区返回人员数据，挨个打
电话询问。

朱家顺，今年 22 岁，就
读于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是一名大三学生。本轮
疫情发生后，他主动报了名，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当
天凌晨2点到6点，朱家顺基
本没有停歇。“问行程的时候
花的时间比较多，会问得比
较细，但大家都很配合。”朱
家顺说。

据了解，自本次疫情发
生以来，佛堂镇数据专班流
调工作量巨大，常规配备的
队伍无法完成每天上万条的
数据核查，于是佛堂镇通过
各种渠道招募志愿者，进行
信息核查和数据录入工作，

得到辖区市民的响应。
在佛堂镇志愿者队伍里，

像朱家顺这样的大学生志愿
者有 300 余个。他们手持小喇
叭，穿梭在村头巷尾，积极宣
传疫情防控政策，挨家挨户
上门宣传防疫小知识，在设
定疫情防控登记服务处量体
温，查看外地返乡村民的健
康码、行程卡。

志愿者傅君凯是一名大二
学生。本轮疫情开始后，他通过
线上报名的方式，加入了数据
流调队伍。“我想通过参加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为家乡、社会尽
一份绵薄之力，也希望祖国能
早日战胜疫情。”傅君凯说。

现在，每天都有 10 多名
志愿者在佛堂镇数据专班帮
忙 。“ 目 前 疫 情 形 势 比 较 严
峻，我们数据专班核查任务也
比较重。近 3 天，我们通过浙
江志愿平台招募志愿者超过
50 人次，志愿者给我们排查
提供了很大帮助。”佛堂镇疫
情防控数据专班工作人员朱
巧玲说。

“00后”大学生助力疫情防控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供图

本报讯 8 月 5 日下午 4 点多，在
上溪镇上新塘村，65岁的瓜农吴璀成
带着儿子和孙子一起来到自家西瓜
地里，在高温天气下，摘了好多西
瓜，然后一担担挑到路边，放进女儿
吴璐华的汽车车厢里，给抗疫人员
送去。

40多分钟后，吴璐华的汽车车厢
便装满了。“这些西瓜估计有 120 多
公斤吧，等会送到高速暖心服务点
去，给防疫人员解暑。”吴璀成擦了
擦汗，又钻进了地里。

据了解，吴璀成已经种了多年
的西瓜，今年他一共种了 500 多株
西 瓜 苗 ，这 些 天 原 本 是 西 瓜 成 熟

销 售 旺 季 ，但 受 疫 情 影 响 ，无 法 到
集 市 销 售 。吴 璐 华 建 议 ，把 西 瓜 免
费送给烈日下坚守抗疫岗位的工作
人 员 。吴 璀 成 欣 然 同 意 。孙 子 吴 越
听说后，就主动要求一起摘西瓜、送
西瓜。

当装满汽车车厢的西瓜送到上溪
高速明心服务点时，上溪交警中队中
队长吴敬平正抽空和防疫人员一起在
路边吃盒饭。“这么多西瓜呀，太感谢
了。”吴敬平说，这几天陆续有热心市
民把水和西瓜等消暑物品送过来，让
他们感觉特别暖心。

“防疫人员真的很辛苦，能为他们送
去一份清凉，我觉得特别开心。”吴越马
上就要读高二了，这次送西瓜的经历让
他感触很深、收获颇多。

65岁老农给抗疫人员送西瓜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有几个租客连菜都没有
买，我就烧了两个菜给他们。”39岁的
何建成，家里有 15 户租户，因城西街
道井头徐村发生疫情而被静态管
理，他每天都亲自烧一些菜给租客
们吃。

何建成的日常工作是修空调、

开换锁，每天早出晚归。8 月 4 日下
午，何建成收到小区被管控的消息，
赶紧将该消息告知租住在自己家里
的 15 户租户。由于时间仓促，好几户
租户都表示还没来得及买菜。何建成
便决定亲自为租户下厨烧菜。

“第一天晚上比较简单，搞了蒸腊
肠配丝瓜汤。第二天时间宽裕一点，
就做了芹菜炒肉、白菜炒肉和煎鸡

蛋。”何建成笑着说，他的厨艺不怎
么样，冰箱里食材也不多，但能让租
客们填饱肚子，他们没有买菜，总不
能让他们饿着吧。

租客小傅告诉记者，他平时大多
点外卖或者出去吃，房间里从来不
生火，也没有做饭的地方。正当他为
吃饭发愁的时候，房东给他发微信
叫他下去吃饭，让他感觉又意外又

惊喜。对于房东做的饭菜，小傅觉得很
合胃口。

“我算了一下冰箱里的余粮，再坚
持两三天肯定没问题。我对政府有信
心，肯定会给我们发物资的，完全没必
要担心够不够吃。”何建成笑着说，反正
自己也要吃饭，给租客送菜只是顺便的
事情。保障租客的一日三餐，就是为一
线工作人员减轻负担。

房东变身大厨 为居家租客送菜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讯员 龚小勤

本报讯“我老婆羊水少了，很
危险，可以帮我叫辆救护车吗？”8 月
6 日凌晨，支援江东抗疫的赤岸转运
组受指派去执行紧急任务，对住在
中风险区的青口某袜厂宿舍的梁先
生夫妇实施转运隔离。正在等待转
运隔离之际，即将临盆的梁先生的
妻子身体突然感觉不适，情况十分
危急，无奈只好向转运组工作人员
求助。

此时，正在支援江东街道的赤岸
转运组负责人张璐立马联系市中心医
院，并协调120急救车，让其马上赶到
现场。同时考虑到孕妇的特殊性，为了
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张璐又带着两名
组员赶到孕妇身边。

凌晨1点，青口一片寂静，梁先生
焦急地在宿舍楼门口来回踱步，直
至看到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悬着
的心放下了一半。随后，工作人员同
梁先生到宿舍搬运行李，小心搀扶
孕妇下楼。一切收拾妥当后，救护车

也及时到达。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
作人员跟随救护车一路护送孕妇到
医院。

“没想到义乌政府部门的响应
速 度 这 么 快 ，谢 谢 你 们 的 无 私 帮
助。”梁先生夫妇拉着工作人员的手
再三道谢。

据悉，梁先生夫妇来自河南商丘，
在义乌工作已有 3 年。梁先生的妻子
怀孕后，因羊水过少，需要接受保胎治
疗。8月1日，她刚做完产检，医生叮嘱
两天后及时复查，否则会有危险。8月

3日，夫妻俩所在区域被划为中风险区，
不能外出，俩人无奈取消了复查计划。
然而，8月5日，妻子突然身体不适，梁先
生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于是迅速打电
话求助。

从接到任务到帮助梁先生送妻子
到医院，整个过程只花了30分钟。看着
孕妇平安到达医院，工作人员才放心。
在关键时刻，赤岸转运组用速度和耐心
为中风险区的孕妇赢得了宝贵的救治
时间。据了解，截止记者发稿时，孕妇的
状态稳定，正在待产。

中风险区一孕妇羊水过少 转运组紧急救助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通讯员 金也

本报讯 本次疫情发生后，市妇
幼保健院为赋黄、红码的孕产妇及儿
童等重点人群提供了就医便利和紧
急救治服务。该院上下齐心协力，对
中高风险区的孕产妇及儿童进行摸
排调查，及时提供在线咨询和问诊服
务，主动提供上门产检、B超检查、远
程胎监等应急服务，呵护特殊群体的
健康与安全。

“您好！我是市妇保院的，请问您
目前身体情况如何？各方面都正常
吗？”每天，市妇保院全体管理人员放

弃休息时间，联合各镇街妇保管理人
员，通过妇幼信息平台、微信群、电话
等联系方式，及时了解集中隔离及居
家隔离的母婴健康情况。

市民廖女士是中高风险区内的孕
妇，由于不知道去哪里可以产检，就向
社区提出想回江西老家待产。市妇保
院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廖女士。
得知医务人员可以上门产检，廖女士
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再也没向社区
提出离义请求。

据了解，为了方便中高风险区隔
离的孕产妇、儿童家长咨询问诊并对
其进行保健指导服务，市妇保院及各

镇街均建立了孕产妇、儿童关爱微信
群，及时提供在线咨询、问诊服务。该
院还成立了全市妇幼健康服务流动队
伍，根据孕产妇需求，主动提供上门应
急 服 务 ，健 康 服 务 热 线 为 0579—
89056666（白天），儿童保健服务热线
为0579—83803309（白天）。

市妇保院还积极推广今年新上
线的义乌“善育宝”智慧婴育服务平
台，通过这平台可随时自主监测儿童
生长发育情况，可在线学习育儿健康
知识、接受指导意见、浏览养育照护
小组活动课程等，做到“隔离不隔爱、
温暖时时在”。

截至目前，全市中高风险区孕产妇
有 350 人，橙色高危的有 53 人，孕 37 周
以上的有 48 人，本地集中隔离的有 38
人，居家隔离的有105人，而婴儿集中隔
离的有44人，居家隔离的有2805人。

此外，市妇保院发布了“黄码”“红
码”孕产妇及儿童就医指南：健康码为

“黄码”的孕产妇及儿童，可以联系所在
社区，由社区安排分批至妇保院隔离相
关门诊就诊（位于急诊楼靠杨村溪侧
门），对于有急救类就医需求的人员、健
康码为“红码”的孕产妇及儿童，该院会
安排“绿色通道”接诊，医疗救治电话为
0579—83803062。

疫情下，市妇保院力保母婴安全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图

本报讯“8.2”疫情发生后，处于
中高风险区的部分居民购买药品成了
一大难题。8月6日，义乌同悦社工协
助江东街道开展药品代买服务，向社
会发起招募代买药品的志愿者，不少
市民纷纷加入。

“得知我们要招募代买药品的志
愿者，有头顶烈日骑了40多分钟自行
车赶来的大叔，也有年轻的电商老板，
让我们很感动。”“在这些志愿者身上，
我们感受到了万众一心抗疫的强大力
量。”8月7日上午，提起前一天代买药
品的志愿者，义乌同悦社工党支部书
记陈锋由衷地说。

当天下午 1 时，满头大汗的志愿
者“海哥”赶到现场时，大家都震住了
——他竟然是饿着肚子在烈日下骑了
40多分钟共享单车赶到的。

“海哥”的名字叫韩细海，今年45
岁，江西人，已在义乌10多年了，之前
在工地上班，这阵子赋闲在家。他在微
信朋友圈里看到招募志愿者的信息

后，没顾上吃午饭，马上找了一辆共享
单车，从香山路一路骑行到江东路服
务点，随后就领到了20多份代买药品
清单，又骑着自行车赶到市中心医院，
逐一排队购买药品，直至下午5点多
才买齐所有药品。

临走前，韩细海推着自行车一再
表示：“抗疫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有需
要随时叫我，我随叫随到。”

和韩细海一样赶来当志愿者的
还有30岁的温州籍电商张老板，他们
全家已在义乌生活了6年。当天中午，
听说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急需冰水，
年轻的张老板接连找了好几家超市，
买到了40多瓶冰镇矿泉水，送到了工
作人员手中。此时，他听说江东需要
代买药品的志愿者，于是又立即驱车
赶往江东。

张老板领到了需要到浙大四院
购买两份特殊药品的清单。可是他赶
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他，其中一份药
品因没有购买者的社保卡，医院无法
提供。为此，他又驱车跑了多家药房，
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寻找到该药品。

更让人动容的是，得知韩细海这
阵子失业在家，张老板主动提出，自己
的车间正需要一名杂工，如果韩细海
不嫌弃，疫情过后，随时可以去他的车

间上班。这让正着急找工作的韩细海喜
出望外。

这对在疫情中一起当志愿者而相识
的陌生人，守护了他人，也温暖了彼此。

你守护他，我温暖你

志愿者耐心为群众代买药品

病毒无情人有情

迅速吃完盒饭迅速吃完盒饭，，马上又要马上又要““代跑代跑””了了。。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8 月 7 日下午，
热心市民吴丽华以个人名义
向环境集团一线环卫工人捐
赠 4000 个防护面罩和 10 箱
矿泉水。

据了解，吴丽华是一名
商人，平日里就非常热衷于
社会公益事业，曾先后多次
为困难群体捐钱捐物，还积
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义乌
这波疫情发生后，她主动联

系媒体，想捐赠一批防护面罩
给有需要的人。

经联系，吴丽华和市环境
集团对接上了。当天，她亲自
驱车将捐赠物资送到环境集
团，交给相关负责人。“向奔
波 在 防 疫 一 线 的 所 有 工 作
人员致敬！只有他们在前方
的日夜奋战和辛苦付出，疫
情才能早日散去。”她表示，
如果后续还有需要，她会力
所 能 及 地 继 续 提 供 相 关 防
疫物资。

热心市民为环卫工人
捐赠4000个防护面罩

▢ 通讯员 杜寅超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本报讯 8 月 7 日上午，
北苑街道凌云社区组织社区
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上门
为辖区老弱居民及困难群众
进行核酸检测及相关服务。

在张大爷家，医护人员
给行动不便的张大爷做了核
酸检测。“张大爷，我们上门
为您做核酸检测来了。”随
即，社区工作人员又向老人
询问了生活情况。张大爷说，
家里生活用品都够了，目前
暂时没有特别需要。他向医
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连
声道谢。

“今天上门做核酸检测，
提供相关服务，主要针对社区
老弱病残群体。他们中有的已
90 多岁，有的卧床不起，也有
的行动不便。”凌云社区相关
负责人说，社区组织工作人员
和医护人员上门为困难群众
做核酸检测，确保了核酸检测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社区工
作人员还收集了这些特殊人群
的生活、就医需求，了解了他们
的米油、菜蔬等生活物资是否
缺少等情况。

据了解，截至目前，凌云
社区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
员已为辖区 90 余位年老体弱
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核酸检
测等服务。

“大家辛苦了，快来吃碗择子豆腐解解暑！多吃点，管够！”8
月7日，在赤岸镇金义东及义武路两个县道暖心服务点，义乌市
执法局赤岸大队的“留守人员”，为在场工作人员送去了冰凉消
暑的择子豆腐。后者端起来就是一大口，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了
满足的笑容。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供图

吃碗择子豆腐解解暑

社区医务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社区医务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

凌云社区上门服务群众

孙子吴越主动一起摘西瓜孙子吴越主动一起摘西瓜、、送西瓜送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