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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
员/吴晶婕 傅晶芬） “感谢区委、区政

府，这下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看

着原材料运输车辆卸货完成离开的背

影，株洲宜安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松了一口气，终于解决了物资运输问题。

本轮新冠疫情发生后，为确保市重

点项目能按期生产，株洲宜安精密制造

有限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不停

工、不停产，紧锣密鼓地抓生产，装设备。

然而，作为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核心

生产设备的布勒 6100吨大型压铸设备目

前已进入安装调试的核心阶段，但受疫

情影响，许多关键设备及原材料无法发

货运抵株洲。

荷塘区科工信局党委书记，局长马

艳花了解到株洲宜安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的实际困难后，连夜加班帮助该公司办

理设备及原材料运输车辆所需要的通行

证；了解到公司载货车辆下高速通行受

阻时，她第一时间赶至高速路口，现场协

调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在确保疫情

安全的情况下顺利护送载货车辆抵达公

司卸货并离厂。了解到公司部分员工生

活物资困难时，她又联系相关商超公司，

协调物资采购。

荷塘区科工信局按照市区疫情防控

工作统一部署，坚持经济要稳住、疫情要

防住“两手抓”。“一企一群”精准指导企

业材料货物转运，微信一对一传达上级

疫情防控文件精神，16 名干部坚持电话

24 小时解答企业生产生活问题，帮助指

导 35 家企业实现封闭式生产，在区防疫

指挥部、交通运输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协

调转运原材料和成品 70 余趟次。截至目

前，辖区重点企业生产生活基本稳定。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
讯员/王雨喧 文浩） 11 月 7 日下午 4 时

30分，湖南雪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雪宝科技）前坪，项目负责人陈汉平

与乌洪彬早早等候在门口，驻企联络员

陈亿一下车顾不上寒暄，迅速将 4张货车

临时通行证递了过去，至此，该公司积压

的 50余吨货物终于顺利发出。

位于南洲工业园的雪宝科技主要从

事装饰纸、科技木皮的生产经营。本轮疫

情暴发以来，该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实

行闭环管理进行生产，然而，眼看着交货

日期越来越近，城区仍在实施交通管制，

50吨装饰纸积压仓库无法运出，乌洪彬心

中焦急万分。“我们的产品属于生产的半

成品，是板材的源头，如果不能及时发出，

势必会损失订单与客户。”乌洪彬说。

11月 6日下午，渌口区召开紧急会议，

启动驻企联络员制度，明确驻企联络员与

67家企业同吃同住同劳动。渌口区医保局

医保中心副主任陈亿被确定为雪宝科技

的驻企联络员，散会后，陈亿第一时间前

往企业了解情况，随后立即与区科技和工

业信息化局相关人员进行协调，申请办理

临时通行证，持续关注项目办理速度。

7 日上午 11：00 左右，两张临时通行

证顺利送达雪宝科技，11：40，第一批装饰

纸成功装车，从工厂运出。下午 4：30，陈

亿再次送去 4张临时通行证，以保证 11月

8日、9日两天内剩余的 20多吨装饰纸全

部按期运送到长沙、广西等地。

11月 6日起，渌口区共派出 58名驻企

联络负责人，以区内 58 家当前进行闭环

生产的重点企业为服务对象，对企业实

行“点对点”分级精准包干，有效为企业

纾困解难。

荷塘区科工信局

16名干部全天在线助企纾困

渌口区驻企联络员

24小时发6张通行证保发货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李敏

疫情来袭，全市各街道社区、机

关单位、志愿者团队闻令而动，精锐

尽出，奔赴抗疫一线；人民群众响应

号召，严守居家令，尽最大努力阻断

病毒传播。全市人民众志成城、团结

抗疫的大行动在株洲抗疫史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档案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忆。我

市疫情爆发后，市档案馆倾全馆之

力支援抗疫，几乎全员下沉防疫一

线，边充当工作队员和志愿者，边记

录社会各界抗疫实况，为本次疫情

阻击战留存珍贵档案资料。

彰显党员担当
不辱胸口那抹“红”
疫情就是集结号。市档案馆在

编 27人，40岁以上的同志占了三分

之二，全馆 25 人参加一线抗疫，几

乎做到全员参与。其中 4 位同志还

担任社区防疫工作队队长，负责多

个小区的防疫工作。

联络人员、整理分析数据、建立

台账等是档案人的看家本领。凭借

这些优势，市档案馆的同志成为志

愿者队伍中的“特长生”，在社区核

酸检测数据汇总和整理工作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同事们分赴各个社区

后，都成了‘香饽饽’。”市档案馆副

馆长陈绯说。

“技术活”要干，“体力活”也不

含糊。尽管年龄普遍偏大，可市档案

馆的志愿者们参与核酸检测、居民

劝导、上门排查等费时费力的工作

从来不“掉链子”。

工会主席尹素芳是市档案馆下

沉干部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她每天

总第一个赶到社区报到；机关党委

副书记冯艺忍着手术后的疼痛，每

天在社区工作 10多个小时；编研科

科长陈华每天清早赶到防疫指挥

部，回家已是深夜；编研科副科长谢

伟临危受命紧急赶赴芦淞区抗疫

……虽都有各种困难，大家却都不

约而同选择克服。

“明明只是志愿者身份，既不是

“挑大梁”的医务人员，也不是担主责

的街道社区人员，没必要这么没日没

夜地干！”有志愿者家属不理解。

“筹建红色档案馆的目的是赓

续红色文化。什么是红色文化？不惧

险、不畏难、艰苦奋斗、坚持斗争就

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市档案馆干部

下沉防疫一线，既是传承红色文化，

也是践行红色使命。”市委副秘书

长、市档案馆馆长刘继承表示。

白天做志愿者
晚上收集档案材料
困了就席地而眠的公安干警、

累到脱水的医务工作者、熬红了双

眼的社区工作人员、喊哑了嗓子的

志愿者……一幕幕动人的情景诠释

了株洲人民在重大挑战面前的勇毅

和坚强。

市档案馆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们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好本

职工作，用照片和抗疫日记记录株

洲抗疫现场的感人画面和动人故

事，为此次全市抗疫大行动留存珍

贵档案资料。

人事科科长罗卫红白天担任社

区防疫队队长，晚上整理抗疫资料，

虽然连续高强度工作使身体、精神

都很疲惫，但肩头的责任感令她不

敢放松，再苦再累也要整理好当天

社区、志愿者以及同事们汇总过来

的文字材料。未来，这些无声的文字

档案将是株洲此次抗疫行动最真实

的记录。

市档案馆接收征集科副科长李

舒琪除了在一线当志愿者，还有一

份特殊的任务：收集整理抗疫过程

中的照片档案并归档保存。

“我要尽量留存住每一个感动

画面，记录每一个抗疫英雄。”抗疫

过程中李舒琪用手机拍下了大量照

片，她还大量收集其他社区工作队

拍摄的视频、照片，并为每张照片标

注日期、说明并存档，每天工作完已

是凌晨。

市档案馆副馆长段圣伟介绍，目

前市档案馆已收集了上一轮疫情防

控档案，建立了专题数据库并已报送

至上级部门，此轮疫情结束后将接续

开展更详尽的抗疫档案收集工作。

他还表示，株洲红色档案专馆

建设进入关键阶段，正在稳步推进，

正式开馆后，有关株洲新一轮抗击

新冠疫情的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和

实物档案将在红色档案专馆特定展

区呈现。

“沉浸式”档案收集 实时记录抗疫实况 ——市档案馆党员干部抗疫一线侧记

市档案馆志愿者罗卫红在社区彻夜整理防疫材料。

受访者/供图

市中心医院启用移动诊室
绿码但无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的市民
可去看病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杨靓） 疫情期

间，一些绿码、无流行病学史、无新冠肺炎十大症状的市民，

在没有 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又需要紧急就医，该

怎么办？11月 7 日，市中心医院启用全市首个负压式移动诊

室，将专家前移，保障这类人群的就医需求。

该移动诊室设置在市中心医院门诊大楼左侧，每天上午

8时至 12时，下午 2时至 5时均有专科医生坐诊。如果患者需

要拿药，该院志愿者可以提供拿药服务。如果患者要做检查，

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病情进行甄别，开出检查单。

“我们采用移动诊室就是为了实现疫情防控和正常诊疗

两不误。”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院的门诊医

生已主动前移到移动诊室为病人提供诊疗服务和志愿者服

务，只为畅通绿色通道，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镜头中的保供暖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菜篮子”“米袋子”

“药匣子”，关乎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和生命健康。对于居家工

作生活期间的居民来说，如何买菜、购药等成为最关心的问

题。为保障居民尤其是特殊群体的生活需求，芦淞区各街道、

村（社区）通过精准服务，细化生活物资保供工作，全力确保

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药匣子”等生活保障问题，让这座

城市在特殊时期里涌动着阵阵暖流。

镜头一 少年独自居家，社区工作者送饭上门

在贺家土街道大塘冲社区嘉盛雅苑小区，12岁学生小乐

（化名）因母亲长期在外地，父亲在长沙回不了株洲，静默管

理期间，只能独自居家无人照顾。因不会做饭，一日三餐成了

他眼下最大的难题。

大塘冲社区和株洲日报社疫情防控工作队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提供暖心上门送餐服务。11月 8 日中午 12 时，志愿

者将一份热气腾腾的饭菜放到孩子面前，并告诉他遇到困

难、需要社区帮忙时，可以联系社区。接过饭菜的小乐腼腆地

向志愿者道谢，“谢谢阿姨的关心，你们辛苦了。”

为提高工作效率，芦淞区积极组织货源，协调株百、奇

迹、山鹰等 7 家大型商超全力保供。制定全区生活物资保供

工作方案，构建街道、村（社区）、小区、楼栋四级生活物资保

供网络体系，全方位做好居民生活保供工作。

镜头二“爱心蔬菜包”直达特殊群众家

“谢谢你们，现在大家都在防控疫情，这么忙你们还惦记

着我们，心里真的很感动！”11月 8日，家住贺家土街道曹塘坝

社区电厂小区 27 栋的独居老人，喝着网格员丁微送来的鸡

汤，感慨又感激。

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因腿脚不便，外出采买更是困难，

好在有社区工作人员在，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而在贺家土

街道，独居老人还有十几户。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将区政府配送的新鲜蔬菜包送上门，解决独居老人的

“菜篮子”问题。

实施静默管理以来，芦淞区商务局共计为区内保供企业

办理 112张车辆通行证，为美团、饿了么等服务企业发放 255

张保供工作人员通行证。各个街道在当晚 8时前将次日辖区

生活物资订单报送至区商务局和相应的保供公司。次日下午

3点时前，再将当日物资配送到位情况报至区商务局汇总，确

保供应过程顺畅有序。

镜头三 优先处理用药短缺精准服务送上门

家住董家塅街道友好村的杨先生患有高血压病，需要定

期服用药品，这些药品只有医院可以配到。社区接到求助电

话后，一边主动上门了解详细情况，一边联系市三三一医院

沟通询问开具此类药物需要的相关手续。得到可以购买的确

切消息后，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社区购买到了药品。

“太感谢了，现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你们帮我配到了药，

还送药上门，真是太贴心了。”杨先生接过药品，连连道谢。

为满足居民特殊需求，芦淞区辖区营业药店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统筹安排，并与各街道做好对接，保障药品供应。居

民药品需求由所在街道自行收集，汇总后安排工作人员到指

定药店购买，由各楼栋志愿者上门送货。

贺
家
土
街
道
曹
塘
坝
社
区
网
格
员
丁
微

送
妈
妈
煲
的
鸡
汤
给
电
厂
小
区
独
居
老
人
喝
。

受
访
者
供
图

你好！这里是
新华桥临时“驿站”
讲述人：陈聘 市贸促会 驻守在新华桥

我们为市民朋友运送医药、换洗衣服等

物资。有时候从新华桥这头跑到那头，就只

为了一颗白菜，或两罐奶粉，或一箱行李。

这里有多个市直机关派驻的工作人

员，每天三班倒，不同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未

认全彼此，又换了一班，但我们的心却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名字，那

就是新华桥工作人员。

◆ 生与死的接力

最特殊的日子里，新华桥的守卫者迎

来了最特殊的群体——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和家人刚刚走近新华桥的卡口，“（市）妇幼

保健院，我老婆快生了”。交警二话不说打

开警车的门，“赶紧走，什么都不说了”。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近新华桥，没

有通行证也没有特殊标志，车上的人一脸

悲痛。我们前去询问和扫码，车里的人只说

了一句，家里老人去世了，拿出了一张社区

的证明。我们缓缓地退开，排成一排目送轿

车离开，因为敬畏死亡。

◆ 1500份爱心盒饭

兄弟厨房的车刚刚驶来新华桥的时候

毫不起眼，老板着急地询问我们：“同志，能

不能把 1000份爱心盒饭的物资运送进来？”

“可以在卡口装卸。”我们回复。一车装

不下，老板拖着小车一趟又一趟，“上午十

点了，再不快点赶不上中午送饭”。交警、志

愿者从运输车到转运车形成接力队，一箱

箱的冻肉、饭盒，我们用力地传递着。后来

又看到熟悉的小车，我们问老板，不是 1000

份吗？怎么又来了？“又追加了 500 份！”老

板一脸干劲。

◆ 我只是想回家

那个老人家驼着背，慢慢地向桥头走

来，“我想回家，我家就在桥下。”和他解释

了现在不能过桥的原因以后，他并没有大

吵大闹，只是寻了个角落安静地坐下，“我

70多岁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回家。”

“您的子女呢？”“都出去打工了，没有回

家。”“您先找个地方住下。”我们拨打了民

政的救助电话和街道的求助电话。老人蜷

缩着身子躺在隔挡墙的墙根。我们给他送

去水、香蕉和泡好的泡面，老人慢慢地坐起

来咀嚼面条。等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接他

时，他红着眼睛说了声“谢谢”。

◆ 没有过塑的扫码纸

我们有两张场所码的扫码纸，每来一辆

车，我们会说“请您扫码”。有些人不理解，我

们一个个解释，为了流调溯源，我们要为每

一辆通行的车负责。“进入芦淞区需要24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双码。”我们不厌其烦，每

天都要说好多遍。两天、三天、四天，100次、

1000次、2000次，一班班的交警和志愿者轮

岗下来，扫码纸越来越破旧，最后“扫不出来

了”。“早知道要过塑了。”有人嘴里嘟囔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整理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

11月 8日早上 6时，晨光微熹，在省直中

医院美好生活中心，一些特殊的帮厨们早已

上岗。

还没走进厨房，就听到“咚咚咚”的切菜

声。只见地上摆满了二十几筐新鲜的茄子、

萝卜、辣椒、包菜、蘑菇……砧板前，针灸疼

痛科主任黄迎春正系着围裙、撸起袖子，专

心地“对付”一堆包菜。

只见她将一颗圆滚滚的大包菜，先切成

两半，再刷刷两下切小、切碎，陆续放到专门

的菜筐里。紧接着，她又弯下腰拾起另一个

“目标”。不一会儿功夫，几个菜筐便满了。

“以前只知道你扎针的功夫不错，没想

到刀工如此了得。”一旁，同事朝黄迎春打

趣道。

“干不了厨师的不是好医生。”黄迎春也

忍不住幽默了一把。

为了干好这个兼职，她前一天就安排

好科室工作，第二天出班后就来食堂当志

愿者。

不到两小时，黄迎春和另一位医生就切

完了 200斤包菜，超额完成了一天的用量。

虽然累得腰杆直不起，她却乐呵呵地

说：“特殊时期，我们切菜的速度越快，就越

能保证患者的及时就餐。”

疫情前，省直中医院食堂每日供餐量

约为 4000 人次。疫情期间，该院日供餐量

达到 1.5 万人次，约增长了 3 倍。为了满足患

者、全院职工的就餐需求，该院的医护人员

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志愿者队伍，利用休

息时间，化身为“送餐员”“洗菜工”“切菜

工”等。

身穿红马甲的黄迎春（左二）正在医院食堂切菜。通讯员/供图

“干不了厨师的不是好医生”

◀上接01版
问：高中风险区如何才能降级解封？居

民应该注意什么？

胡长春：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高风险

区解除标准为：连续 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

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检测

均为阴性，降为中风险区；再连续 3天无新增

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中风险区解除标准

为：连续 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 7天风险区

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降为低风险区。等到所有中高风险区解除

后，全域实施常态化防控。

当前，我市将陆续有一批高中风险区顺

利降级。为了保证区域顺利解封，请广大市

民切实履行个人防控第一责任，严格执行管

控措施。如果区域内有一人未按规定参加核

酸检测或擅自外出、聚集，就会造成巨大防

控风险，又要面临新一轮封闭管理。

问：新冠病毒感染者、集中隔离人员和

居家隔离人员怎样才能解除隔离？

胡长春：新冠病毒感染者经治疗后，在隔

离场所第6、7天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两次

检测相隔24小时），可以解除集中管控。

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对象（含居家健

康监测人员），应配合隔离点或社区严格做

好自我管理。隔离期满后，无相关症状，按

规定次数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依据

个体差异，综合专家意见，疾控部门研究评

估，会及时确定解除管控措施。欣慰的是，

近日将有 1700 多人解除集中隔离，转为居

家健康监测。

问：市 民 如 果 觉 得 非 正 常 被 赋 予 了 黄

码，应如何解除？

胡长春：市民朋友可通过居民健康卡界

面，看到赋码原因和解码所需的核酸检测要

求。按要求完成核酸检测并且结果均为阴

性，同时完成健康监测后，黄码会自动解除。

如以上流程完成后，未能自动转码，则可以

通过以下三种方法申诉解决。一是“健康

320”公众号申诉，二是“健康 320”App解码，

三是可拨打 0731-12320/96320 热线，24小时

受理市民解码申诉，及时解答市民的疑问。

如果批量出现类似情况，市县（市、区）两级

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尽快了解情况，统筹协调

解决。

问：企业何时可以复工复产？

胡长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

产对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至关重要。按

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要求，我们根据高中低风险区划分规定，

逐步、分类、分批、有序推动达到疫情防控条

件的企业复工复产。

处于低风险区、所有员工零感染、生产

生活都在同一封闭区域、物流渠道和方式都

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企业，经工作专班评估

认定后，可以复工复产。下一步，工作专班将

主动掌握全市企业情况，协调解决相关问

题，加强疫情防控指导，积极推动更多企业

复工复产。截至 11月 7日，城区闭环生产企业

有 236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