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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记者在王府井百货
六楼美食荟看到，响应疫情防控的
号召，该层楼绝大多数的餐饮机构
已暂停服务。仅剩下 3 家餐饮、3
家奶茶店提供外卖。

在名为“霸碗”的餐饮店，记者
在后厨发现，疫情之下，这个店铺在
做好消毒、安全防护外，还利用智能
炒菜机器人提高烹饪的安全性。

“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3 台机

器，等于“一个人”干了原来3个人
干的活，既解决了缺少厨师的问
题，还大大减少了炒菜过程中传染
的概率和风险。”霸碗的厨师说。

在株百中心店“大碗先生”的
后厨，所有设备和物品都被整齐地
划归到指定区域内，地面上的瓷砖
都拖得亮堂堂。再看正在颠勺的
大厨们，一个个“捂得”严严实实，
帽子、口罩、工作服等一样不落，全

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
“原料的采购是否有台账记

录？”“切菜的刀和砧板生熟是分开
的吗？”“员工都打疫苗了吗？有没
有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
员工健康状况进行登记？”……检
查中的建设所执法人员时不时停
下脚步，仔细询问。在得知各项工
作都符合要求后，执法人员才点了
点头，继续查看其他过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在40摄氏度
的高温下身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手提蓝色保温运载箱，穿梭于核酸
采集点和检验室之间，日均行走超
4万步，疫情来袭后，省直中医院医
生袁兵兵和其他几名同事成了特
殊的“快递员”。

8 月 5 日 10 时左右，刚从门诊
电梯走出来，袁兵兵接到急诊科电
话，需要紧急送检一位发热病人的
核酸标本。身着防护服的他一路
小跑，取到标本就往实验室方向
赶。还没走到门诊楼，忽然天降大
雨，他没有取伞，也没有避雨，而是
冒雨直冲。当他走到实验室送完
标本后，只见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为何不找个地方避雨？”记者
问道。

“我们早一分钟将标本送过

去，检测结果就能早一分钟出来。”
话没多说几句，他提着清空的运载
箱，又奔向下一个核酸采集点。

据悉，为了保证核酸检验结果
的真实、有效，采样试管会被装进
保温运载箱，运送人员必须辗转在
院内不同的核酸采集点，用最快的
速度将所有标本运送到检验科的
核酸检测实验室。若遇上紧急情
况，他们还得加急运送标本。

虽然标本不重，但为了低温保
存，保温运载箱内放了大量冰块，
所以每个箱子约有25斤重。

提着如此沉重的箱子每天走4
万步，几天下来，袁兵兵的手臂酸
痛得几乎抬不起来，可他从未想过
停止奔走的脚步。

数据显示，从7月30日至8月
6日，他和同事一共转运了2.8万份
标本。

特殊“快递员”：日均行走超4万步

外卖“诞生”记

外卖“漂流”记

在芦淞区神农公园附近的“粟
厨”，记者看到，疫情发生后，饭店
也第一时间暂停了堂食，仅提供外
卖。

后厨人员介绍，饭店升级了防
疫措施，坚持每日食品安全检测、
后厨每日彻底清洁消毒、绝不采购
不明来源食材，菜品加工充分熟
化、防疫环节可追溯。响应政府出
台的“尽量居家”政策，粟厨也只有
五名员工在岗。

粟厨的工作人员说，从 8 月 1

日开始，门店从厨房到前厅，每天
都至少消毒三次；进店员工也必须
经过测温、查码、填写信息等流程。

饭菜做好后，配送环节如何
呢？记者在株百中心店、王府井商
场注意到，上述商场均在一楼专门
设置了外卖取餐点。商家将做好
的外卖送至外卖取餐点。外卖骑
手在测温、查码后进入取餐点等
候，不直接进入商场，从而减少接
触风险，实现“无接触配送”。

芦淞区市场监管局建设所所

长李龙涛表示，此轮疫情以来，对
大中型餐饮店的日常检查，主要聚
焦在人员管控和食品安全两个方
面。

“外卖一天大概是200多单。”
8月9日中午12许，在七星潮流购
物街的门口，外卖小哥陈翔正将手
中的外卖放进外卖箱。“因为疫情，
点外卖的人多了。现在小区管理
都很严格，我们不用进小区绕来绕
去，也不用进写字楼等电梯了，节
省了不少时间，刚好能多送几单。”

▲袁兵兵提着蓝色保温运载箱，赶
赴实验室。 通讯员供图

市长热线出现接线高峰
6天受理10228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邓超）近日，12345市长热线出现
接线高峰。为了在市民与职能部门之间
搭建好及时、畅通的沟通桥梁，8 月 2 日
市长热线办启动应急预案，全体接线员
放弃休假，接线大厅实行轮班制值守，24
小时受理市民求助。

从8月1日至6日15点，12345 市长
热线受理市民热线达10228条，8月5日
至 6 日，24 小时内来去电达 2084 个，未
接来电1280个。

由于话务量剧增，每天超负荷工作，
许多接线员声音嘶哑，还出现口腔溃疡
的症状，润喉片、止咳糖浆等利咽消肿药
物成为接线员们的工作标配。

“我们这的女孩子巾帼不让须眉，个
个都是好样的。”市长热线办接线组组长
邓超向记者透露，市长热线办的接线员全
都是年轻女孩，平日里都很爱美，值此特
殊时期，大伙儿连续两天不洗澡、不化妆，
克服身体疾病和生理周期等困难，全员都
做到坚守岗位，不抱怨、不畏难，耐心为市
民答疑解惑、做协调，确实了不起。

疫情期间点外卖安全吗？
记者走进后厨一探究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周宇 罗金鹏

老人捐款两千支持抗疫
社区感其不易将钱退还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俞强年）
“史书记，我捐点钱，为防疫工作队买点
好吃的。”8 月 7 日，石峰区花果山社区，
76 岁的李益珍步履蹒跚，拿着 2000 元，
交到社区书记史秀婷手里。

李益珍，是社区的一位居民，大家都
认识她。她身体瘦小，一头白发，有些驼
背，每天在社区院子里捡废品。有居民在
小区丢了东西，第一时间会找她，因为她
捡到后会妥善保管，直到物归原主。听到
社区有志愿服务活动，她会积极参加，听
到谁家有困难，她会打听捐点钱。

2000 元的捐款包在一个红袋子里。
一路上，李益珍生怕丢了，把袋子紧紧握
在手里。“工作人员顶着大太阳站岗，保护
我们的安全，我很感谢他们。我也想做点
事情。但年纪大了，腿脚不灵活了，我就
想通过捐钱方式，给防疫工作人员买点吃
的、喝的。”李益珍说。

“李阿姨！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防疫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是应该要做好
的。”史秀婷一边感谢把钱退回去，一边
关心她的身体，提醒她平时要多喝点牛
奶，多吃点肉。

▲李益珍向社区防疫工作队捐来2000元。
受访者供图

民以食为天，受
疫情影响，“点外卖”
成为许多居家市民的
不二选择，那么，我们
点的外卖到底安不安
全？8 月 5 日，本报记
者跟随芦淞区市场监
管局建设所的执法人
员 走 进 大 中 型 餐 饮
店，来看一份安全的
外卖是怎样送至消费
者手中的。

▲智能机器人助力后厨防疫。记者/杨凌凌 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株洲
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发出的洪亮声音！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株
电公司）是湖南电网主要负荷支撑
点。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株电公司
灰渣膏等副产品的发运受到阻滞，厂
地存储过量，给正常运行带来了巨大
冲击，即将面临停产的风险，进而影响
电网稳定。8月5日，株电公司向我市
预拌混凝土行业发出了求救信号。在
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株洲市预拌混
凝土管理办公室和商混协会立马组织

全市混凝土企业为其排忧解难。当日
起，大量株洲本地（含四县市）混凝土
公司立即响应号召，纷纷踊跃到电厂
拖货，包括原本集采地是外地的企业，
也当机立断改从株电公司采购。数量
达到每日 500 吨以上，截至 8 月 7 日，
采购量已达到1700吨左右，并一直在
持续。株电公司现已做好准备，迎接
大批量发货。此举即刻缓解了株电公
司的囤积压力，解了燃眉之急，确保了
正常发电以及电网稳定供电。

事后，株电公司表示，看到打上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抗疫标语的运
输车辆，特别感动，并向株洲预拌混凝
土管理办公室与整个混凝土行业表达
了诚挚的感谢之情。

一道同风雨，株洲是吾乡。面对
冰冷无情的新冠疫情，同仁坚定的支
持像一阵温暖的春风，吹进每个株洲
人的心里。株洲混凝土行业的义举像
一把锋利的刀剑，为株洲人民抗疫路
上披荆斩棘！相信株洲很快便能云消
雨霁，彩彻区明！（图/文 纽带 周洲） ▲株洲市预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和商混

协会组织全市的混凝土企业为电厂排忧解难

一时风雨急 砼行共砥砺
——市预混办携砼行疫情期间支援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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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女孩的工地“抗疫日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吴楚 通讯员/颜渊

刚满22岁的刘炎今年大学毕业。7月入职湖南
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7月24日被指派到意法时尚
中心项目。预算员，是她人生中的首个工作岗位。

还不到一个礼拜，疫情来了。工地人流量
大、外来人员多，是防疫的重要战场。

读大学时她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她说：“记录
生活点滴，让回忆‘活着’。”呆在工地宿舍的日子，
年轻的姑娘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眼中的“意义”。

对我们而言，这是观察这场“全民战疫”的全
新视角。

联防联控 全面排查

7月31日，天气：晴
今天是我参与“抗疫”的第一天。“请您保持

安全距离、佩戴好口罩”“请您配合体温测量并出
示健康码和行程码”这些都成了我和门卫的“专
业术语”。

虽然酷热难当、工人源源不断，但我知道，不
能有丝毫松懈，排查是重中之重，相关信息一个
不漏登记在册，在汗流浃背中，不知不觉我已是
一名合格的“哨卡士兵”。

去食堂就餐时路过办公室，看到采购来的大
批口罩和消毒液，不由感叹“兵贵神速、粮草充
足”啊！

“就餐分餐制，吃得放心，大家也安心！”食堂
彭师傅一边打着菜一边笑着说。我明白，食堂亦
是此轮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分餐制有效避免了
人员密集接触。

吃饭时，同事和我说今天走廊、会议室、卫生间
这些公共区域都有浓浓的“84味”，却莫名地成了一
股特殊的“安心味道”。原来，项目部早已从物、餐、
消、检上做好充足准备。这些有力、有效的防疫举动
感动着每一个人，仿佛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筑牢阵地 抗疫有方

8月4日，天气：阵雨转晴
早上8点不到，直营项目管理公司党支部书记

熊春江来到现场指挥部署核酸检测，不断招呼工
人排好队保持1米安全距离。今天，项目部联系了
株洲市康复医院，请来“白衣天使”火速支援。

工人们很开心。郑师傅跟我聊天，说，开始
还担心没地方做核酸检测采样，没想到在项目部
就能做。

大概早上8点半左右，工人多了起来，走廊上排
起了长队。防控工作组联络登记、秩序维护、防疫
宣传兵分三路，确保不扎堆、不断档。“流水作业”不
到两个小时，210人的核酸检测采样全部完成。

厚重防护服里的“天使”们，可能和我年纪差不
多吧？他们让我们在这场“战疫”中多了一份安全
感，我们有信心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今天是我第一次穿上防
护服，穿之前心里不由得一
阵激动，觉得这样才是一线
防疫人员该有的样子。但当
防护服穿到身上的那一刻，
之前那种激动瞬间就消失

了。穿防护服太难受了，热
和闷是我穿上防护服后的第
一反应，防护服的封闭性让
往常轻松的动作变得艰难，
当爬上五楼的那一刻，我差
点要窒息了，有种想法就是

立刻脱掉它。工作了几个小
时，终于可以将防护服脱下，
我立马冲到房间对着风扇吹
了起来，身上早已被汗水浸
湿，满脸都是勒痕。

战“疫”团旗飘
连日来，在核酸检测取样点、居

民小区、医院等处，都能看到穿着
“红马甲”、戴着“红袖章”的年轻
人。他们是青年突击队的志愿者
们，开展测量体温、查看行程码、维
持秩序等工作，为坚决遏制疫情扩
散，打赢防控硬仗贡献力量。

8 月 9 日，记者从共青团株洲市
委获悉，截至8月8日傍晚6时，全市
有278支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服务
团队奋战在抗疫一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通讯员 刘俊莉 摄影报道）

隔离点里的警察日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戴敬

自云龙示范区发生疫情以来，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要将部分人员转运到医学观察集中隔离点进行隔
离，每个隔离点都需要公安人员进行值守，以确保安全稳定。经开公安分局立刻组建了分局抗疫青年先锋
队，第一时间赶赴各隔离点开展防疫工作。去隔离点工作是什么心情？第一次穿上防护服是什么感受？
隔离点的环境怎么样？让我们通过值班民警的日记来一探究竟。

今天，根据分局防疫工
作安排我被分配到隔离点工
作。坦言之，被分配到这里，
我还是有一丝担心，因为此
次疫情较去年有很大不同，
不仅传染率更高，而且发病
症状也越难察觉。妈妈得知

这个消息后反复劝我：“你和
领导说说能不能换个地方，
那里太危险了！”我能理解妈
妈的担忧，但当我望着身上
的警服和胸前的党徽，我拒
绝了：“妈，我是一名公安民
警，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人

民群众有困难，国家有需要，
我就应该义无反顾冲向前
线。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
好自己的！”挂断电话后，我
没有犹豫，一把将包背在肩
上，向着隔离点出发。

7月31日 星期六 天气：晴

经开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谢明睿

8月1日 星期日 天气：晴

经开公安分局云田派出所民警熊谅

今天天气格外炎热，室
内温度竟然破纪录地达到了
40 度。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我们的中央空调不能启用，
只能靠几把风扇来缓解夏日
的高温。然而，8月的株洲赤

日炎炎，屋内更是如桑拿房
一样，风扇已经开到了三挡，
叶片飞转，可额头上的汗水
却怎么也擦不干净。每天最
舒服的时候就是到房间里冲
凉，当凉水淋在我身上的那一

刻真是痛快啊。最难熬的是
晚上，虽然太阳已经落山，但
热浪依旧没有散去，躺在床上
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和同事反
复商量决定大家一起打地铺，
这样才能睡个安稳觉。

8月2日 星期一 天气：晴

经开公安分局云田派出所民警龙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