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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紧从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3

本报讯（记者 仲崇山）据省卫
健委3月31日发布消息：3月30日
0—24时，江苏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
例5例（无锡市1例；盐城市2例，其
中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镇江市1例；泰州市1例。均在
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新增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41例（南京市1例，无锡市
4例，徐州市10例，苏州市18例，南
通市4例，镇江市1例，宿迁市3例，
均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新增出院病例1例（本土），解除隔离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9例（本
土27例，境外输入2例）。

至3月30日24时，在定点医院
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57例（本土46
例，境外输入11例），接受隔离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27例（本土
409例，境外输入18例）。

又讯（记者 李凯）3月31日下
午，南京市卫健委通报全市疫情防控
最新进展。3月30日16时至31日16
时，全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通报称，从3月31日起，江宁区
东山街道湖西雅居东苑由高风险地
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江宁区东山街
道武夷水岸家园南区2幢、东山街道
安和家园7幢、秣陵街道殷巷新寓
44幢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全市目前还有中风险地区7个。

另据通报，3月30日，南京市有
14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符合新冠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解除隔离标
准，已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其余阳性
感染者均在定点医疗机构受到妥善的
医疗救治和隔离观察，病情均平稳。

又讯（记者 浦敏琦 房雅雯）
3月31日，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指挥部发布通告，3月30日
下午，该市在对一外省市阳性病例进
行关联重点区域的核酸筛查中，发现
一“10人混管”阳性，随即开展单人
单管核酸采样和抗原检测，发现其中
1人抗原检测阳性后，立即对其家
人、同事进行管控和抗原、核酸检
测。截至31日凌晨1时，无锡市共
发现5人核酸检测阳性、2人抗原检
测阳性，存在社会面扩散风险。

当前，无锡市划定11个封控区，区
域内人员严格实行居家隔离措施。锡
山区、惠山区、滨湖区开展首轮全员核
酸检测。根据通告要求，无锡市区各级
各类学校除高三年级外，暂停线下教
学，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含托育机
构)、托管机构暂停线下培训(照护)活
动；市区除生活必需的超市、农贸市场、
医疗机构、药店、餐饮企业(只提供外卖
服务)等，其余各类营业场所、门店暂停
营业；市区暂时停运所有营运车辆(含
地铁)，包括客运班线、旅游包车、城市
公交、货运物流、出租车、网约车等；严
格人员外出管理，市民非必须不出门、
非必要不离锡，主动配合开展核酸检
测，确须离锡的，需持有24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3月31日零时起，全市
关闭所有公墓、骨灰堂（塔陵）等骨灰安
放场所，暂停开展群众现场祭扫活动。

又讯（记者 钱飞） 3月 31日
晚，镇江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
挥部发布通告，当天扬中市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2例（轻型），新增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1例。3月29日以来，本轮
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例（轻型），
均在镇江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累
计报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
镇江市传染病医院隔离医学观察。

30日全省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5例

本报讯（徐超 龚庆庆）3月29
日，挂着“捐赠物资”红色条幅、满载
25吨新鲜蔬菜的沪EH0930卡车经
过全面消杀，从启东新城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驶往上海。

28日，启东市工商联（总商会）发
出号召，12家乡镇商会和渔业商会、
饭店与餐饮业商会等3家行业商会立
即响应，筹集50多万元，委托启东新
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购买25

吨新鲜蔬菜捐赠上海。经协调，上海
浦东新区相关部门派专车到启东运
菜。当天，工人早早将蔬菜装车，上午
9点卡车启程返沪。“我们将继续组织
发动商会、爱心企业向上海送去急需
物资，为上海战胜疫情贡献力量。”启
东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
书记江海龙说。

启东向上海捐赠25吨新鲜蔬菜

本报讯 （记者 韩雷） 3 月 29
日，常熟市古里镇李市村蔬菜种植户
杨小齐站在自家大棚边，看着载满莴
苣的货车远去。

杨小齐家种了40亩莴苣，通常主
要销往外省市场，不愁销路。可是由
于今年疫情多点散发，货送不出去，杨
小齐看着大棚里的3万斤莴苣，不由
犯了愁。

3月23日，古里镇农业农村疫情
防控组在全镇摸排中发现了杨小齐家
莴苣滞销问题，随后上门了解情况。

“这些莴苣卖不掉，我一年收入打水
漂。”杨小齐情绪激动地说。“老杨，你
现在如果开车去外地，风险高，也违反
了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你先别急，我
们来帮你想办法。”镇农业农村防控行
动支部书记万拥东说。

行动支部与李市村党委立即联
系各方资源，3 月 25 日，通过太仓
物流车转运了杨小齐家 1.6 万斤莴
苣，销往省外；接着，对接联系古里
镇绿品食品配送有限公司，每天定
车、定人到他家大棚边收购2000斤
莴苣。

“感谢镇里、村里的党员，帮我解
决了实际困难！”杨小齐感慨地说。

转运收购，打开3万斤莴苣销路
本报讯（记者 张文婧） 3

月27日下午4点，沈海高速东台
出口南侧一公里处，满载着优质
农产品的7辆大货车，车头前悬
挂着“东台菜篮子 直供大上海”
的红色条幅，驶往上海。

东台对沪农产品年销售额
达120亿元，是上海名副其实的

“菜篮子”“米袋子”。面对当前
上海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东台
市迅速组织开通农产品直供上
海的“绿色通道”，在能够停放
150辆机动车辆的海东物流停
车场，新建涉农车辆集中转运
场，分设外来车辆消毒区和外发
车辆消毒区两个管控区，实行驾
驶员AB岗制度。A岗驾驶员负
责农副产品外运上海，B岗驾驶
员负责市内农产品组织装车并
运送到转运场。经集中转运场
驶出的车辆，东台高速出口发放
涉农车辆绿色通行证，一车一
证，统一编号。A岗驾驶员实行
上海、转运场、隔离点“三点一
线”闭环管理，在隔离点接受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可随时出
发前往上海，有效化解了因驾驶
人员隔离而导致运输周期延长
的问题。

现在，每天从东台销往上海
的各类农产品共有2000多吨。
东台市岭松蔬菜瓜果专业合作社
是上海蔬菜集团在东台的定点蔬
菜基地，之前因为驾驶人员从上
海返回需要实施“3+11”健康管
理措施，运输一度十分紧张。如
今，有了“绿色通道”，合作社每天
稳定向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3所大学供应蔬菜
5万斤。

东台“菜篮子”
日供上海2000吨

为了更早发现病例、更快切断疫情传播链条，精准
科学地及时开展多轮区域核酸检测很有必要。新华日
报·交汇点记者从积极配合多轮筛查到主动成为青年防
疫志愿者，这条Vlog，她想跟你聊聊核酸检测时要注意
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宗祺

核酸检测，不要再喊“啊”了科普Vlog

媒视窗

□ 本报记者 金亦炜 张琦

“闸机的角落缝隙都要擦到，别遗
漏了。”南京地铁安德门站工长冯成，
手持喷壶、抹布，正带着几名地铁站工
作人员对整座车站进行全面消杀。这
段时间，这是他们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安德门站是南京地铁重要的换乘
枢纽，平时每日客流量可达15万人
次。冯成告诉记者：“每天头脑中都紧
绷一根弦，毕竟那么多人进站出站,防
控压力还是不小的。”

冯成介绍，今年2月中旬，南京地
铁就开始对各个车站电梯、座椅、购票
设备等乘客易接触的重点区域进行每
天4次的全面消杀。南京出现疫情
后，南京地铁全面消杀又调整为每4
小时一次，每天5次。

3月16日，南京地铁1号线运营
区段调整为迈皋桥站至南京南站后，
5名家住江宁、溧水的工作人员无法
坐地铁来上班。作为工长，冯成本想
安排他们居家办公，“没想到大家都主
动出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要求来
上班，令人非常感动。”

安德门站的控制室墙上，挂着一

幅画——一辆蓝色的南京地铁列车正
穿过茂密的粉色花丛疾驰而来。冯成
告诉记者，画中的花是日本晚樱，原型
就在安德门站1号出口处，每年晚樱
盛放之时，安德门站都会化身“网红打
卡点”，吸引不少市民乘客到此拍照观
赏。记者来到1号出口，只见几株晚
樱含苞待放。“相信疫情会早日过去，
到时候欢迎大家来赏樱！”面对镜头，
冯成说。

3月30日16:00，记者再次来到
安德门地铁站，门口的晚樱已经盛放，
暖风吹拂，银色的站台建筑掩映在粉
红的花丛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开心！又可以坐地铁上班啦。”当
日，南京地铁1号线、3号线、S8号线
等6条线路恢复运营，不少网友发帖
表示熟悉的生活正在回归。

记者在安德门站发现，工作人员
继续按要求穿戴防护设备“严阵以
待”。每一个入口处，测温、戴口罩等
乘客进站检测要求一个都不能少。“我
们站台、列车的消
杀频次没有变化，
请各位市民放心乘
坐的同时，继续做
好自身防疫措施。”
冯成说。

疫情过后，欢迎来“网红地铁站”赏樱

本报讯（记者 李睿哲）3月10
日南京疫情发生以来，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口腔医院抽调160多名医务人
员支援江宁等地抗疫，同时开通24
小时急诊通道，保证患者及时就医，
做到抗疫诊疗“两不误”。

该院每天向鼓楼区111个采样
点派出50名医务人员，开展核酸采
样。向江宁区麒麟街道、汤山街道、
禄口街道、大学城等派出110名驻点

医务人员，进行集中和上门采样。按
统一要求，3月21日起门诊停诊后，
医院迅速组建临时急诊科，立即开通
24小时急诊通道，紧急调配人员保证
急诊运转，尽可能满足患者日常就医
需要。南医大附属口腔医院党委书
记邵海亚介绍，他们克服大量人员驰
援一线人手少的困难，每天确保50
名医务人员“三班倒”、周末无休。目
前，该院已接待急诊患者2291人次。

南医大附属口腔医院
抗疫诊疗“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 杨琦） 3月 31
日，徐州市召开第三场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3
月30日下午3时至31日下午3时，
徐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其
中，集中隔离点发现9例，社区筛查
发现2例。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
病例28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目
前，所有阳性病例均已在定点医疗机
构隔离，整体情况良好。

自3月31日上午6时起，徐州主
城区开展第三轮核酸检测工作，至当
日下午3时，共采样231.06万人次，
已出结果19.01万人。徐州持续排
查重点人员，尽可能将潜在的感染者
管控住，防止出现疫情外溢扩散。

发布会上通报，徐州市目前正在
有针对性地建设方舱医院，依托淮海
国际博览中心的3个展厅，设计床位

2000张，计划4月10日完工，将由
市中心医院负责管理，做到有备无
患，随时可以投用。

截至目前，徐州共划定封控区47
个、管控区21个，防范区5个。接下
来，徐州将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严格重点场所的管控，按照
封控区足不出户、管控区人不出区、隔
离酒店全闭环管理等相关要求，严格
落实管控措施。二是对流调溯源进行
回头看，对各条线索进行再梳理，确保
重点一个不漏，疑点一个不留，同时加
强转运力量调配，与筛查和流调工作
紧密衔接，及时转运隔离到位。三是
全力做好核酸筛查，加快采、运、检、报
全流程匹配衔接，最大限度挖掘检测
能力，同时科学调整设置检测点，在黄
码人员较多的社区，将更多的检测点
指定用于黄码人员的采样。

徐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

不如你 ⑤
春风十里

□ 本报记者 集体采写

公交停运、工厂停工、学校停课……
过去两天，由于新一轮疫情，以往热
闹喧嚣的徐州城区似乎一下静了下
来。然而，社区卡口，51万多名党员
冲在一线；核酸检测点前，人们秩序
井然；超市货架上，米面粮油供应充
足，静下来的徐州在这个春天，从容
筑牢疫情防线。

城市静下来，防控紧起来

3月31日12点，曾经人流不息的
铜山万达商业街区，仅有2队50人左
右的检测核酸队伍，以往拥堵的交通
道口，此刻等待绿灯通行的车辆不足
10辆。商场入口处张贴着因疫情管
控暂时封闭的公告。

“让城市停下来、静下来”，3月29
日，徐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针对疫情
新情况发布12号通告，要求徐州市主
城区及周边区域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
和活动。同时，徐州全面开展疫情研
判、流调、重点人群排查、核酸检测、小
区封控管理、交通管控等措施。该市
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设立流调溯源、
核酸检测、隔离管控、社会及社区防控
等10个工作组和多个工作专班，实行
提级管理。

“晚打一分钟电话，就有可能造成
感染；晚打一小时，感染病例就有可能
传播到外地。”睢宁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大队长施鹏说，流调溯源要争分夺秒，
为转运隔离、社区封控等提供精确指
导。徐州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在内的
多种手段，对无症状感染者近期接触
过的人员、到过的场所、乘坐过的交通
工具进行细密排查。

徐州公安流调指挥部迅速启动
“城区—县区”两级响应，警力24小时

在岗待命，力争对密接、次密接人员流
调在最短时间内最快速度核验出关键
信息，确保全链条溯源从实从细。截
至目前，徐州累计报告阳性病例28
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追踪排查密接
2177人、次密接4949人，均转运隔离
到位，实现应隔尽隔。全市目前已储
备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494个，共
37209个房间，启用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场所104个，房间4979间。

“请扫身份证，登记个人信息。”3
月30日一大早，泉山区金山花园小区
核酸检测点前排起了长队，居民自觉
保持一米间距，有序等待检测。“考虑
到小区孩子较多，我们专门开辟了学
生绿色通道，确保孩子们在网课开始
前能够做完核酸。”泰山南医院医生袁
孝龙告诉记者。

截至3月31日，徐州主城区已有
序开展第三轮核酸检测，共计采样
231万余人。此前两轮检测用时不到
两天，采样近400万人。

社区封起来，保障跟上来

“群主好，我需要购置一盒酸奶、
两斤苹果、一斤西红柿。”“我需要买两
斤青菜、两斤萝卜、一斤豆腐。”……接
到居家群众发来的信息，淮海国际港
务区庞庄街道时代社区网格员杜海航
立刻打开疫情监测群，认真查看、做好
登记，了解居民需求，随后进行采购、
发放。这几天，杜海航和庞庄街道30
多名网格员和志愿者化身“配送员”，
帮助居民解决生活难题，全力做好后
勤保障。

结合各居民小区实际，徐州“因区
施策”，截至目前，共划出47个封控
区、21个管控区和5个防范区。针对
各地区指定就近保供超市，实施“网格
化”“点对点”服务，并鼓励第三方电商

平台等渠道，开展订单配送、社区团购
等业务，为市民提供各种套餐。

与此同时，徐州市场监管、商务部
门等组织大型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
场超市以及社区超市、便利店等商家，
提高粮油、肉菜、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
补货、补架频次，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望城农贸市场负责人朱子
诺介绍，市场每天进行两次消毒，50
多个摊位正常营业，当天进货当天销
售，附近居民凭徐州健康宝和当天小
区出入证明可进入市场。

3月31日凌晨5点，山东菏泽货
车司机张云拉着一车蔬菜赶到徐州重
点保供企业——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
发市场。市场入口处，身着防护服的
防疫人员立刻上前对驾乘人员进行测
温、查验“两码”，并对驾驶舱、车体等
部位进行全面消杀后放行进入市场。

记者在该市场门口看到，专设两个
大门出入，均实行人车分离。市场还采
取“人盯车、人盯人”的管理办法，在外
地车辆到达市场大门后，需要检查入徐
核酸采样记录、病毒抗原阴性证明，在
登记、消杀等手续后，引导至相应区
域。该市场宣传招商部副部长刘强说：

“我们每天平均为徐州市民提供30万
斤水果、120万斤蔬菜、2万斤肉类。”

徐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马辉表示，当
前，徐州市主副食品正常供应、重点保
供单位正常经营、保供车辆正常通行，
全市44家重点商场超市的米、面、食用
油、蔬菜、肉类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生活慢下来，党员动起来

“您好，请靠边停车进行信息登记，
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还有您的核酸
检测报告。”3月29日上午，徐州潘塘高
速疫情防控卡口，来自徐州市城管局的
党员志愿者曹爱民正在对来徐车辆进

行登记查验，并耐心地向驾乘人员解答
当前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同时，这里还
集结一支由大龙湖旅游度假区、交通、
交警、卫健委等部门组成的“先锋队”，
每天由一位党员干部带班，严格查验驾
乘人员行程码、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报
告，发放疫情防控告知书，明确管控口
径，全力以赴守护“城门”。

生活慢下来，党员干部没有歇下
来。连日来，徐州市级机关各级党组
织6000余名党员纷纷组建志愿“先锋
服务队”和党员突击队，奔赴社区和交
通卡口，让党旗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

自3月29日起，徐州51000多名
党员干部就地转化为志愿者，深入防
控一线，构筑疫情防控网。接连3天，
鼓楼区社区医院党员丁倩驻守在黄楼
街道采样点，与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共同完成居民核酸检测。每天，她
的丈夫夏炎总会准时出现，等待采集
工作收尾，再按要求排队检测。“第一
次采集核酸时，丁倩整夜没回家，我每
天守在这里，也能做些志愿工作。”夏
炎笑着说，夫妻俩虽然辛苦，但只要

“大家”安全了，一切都很值得。
这是徐州万千抗疫工作者默默坚

守一线的缩影。3月28日，该市发布
疫情防控第9号通告及10条防控措
施。当晚，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火
速召集392位党员医务工作者，连夜
支援城区疫情防控工作。

“永安社区，分批走”“火花社区，
快上车”“经开区，现在出发”……作为
徐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定点医院，
该院党委统一部署，各部门迅速行动
分组——276名党员支援泉山区永安
社区、火花社区、泰山社区、段庄社区，
116名党员支援徐州经开区。在各小
组长带领下，医护人员在料峭寒夜中，
通宵达旦开展核酸采集工作，让党旗
在城市各处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徐州各地干群众志成城奋战抗疫一线——

停下来静下来，守护家园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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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对境外和国内所有风险
地区来苏人员以及货物快递等第一
时间落实防控措施，增强各类“哨点”
敏感性，确保早发现、快处置。要严
密防范医院及发热门诊、集中隔离
点、健康驿站等出现交叉感染。要加
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方舱医院、核
酸检测、集中隔离点、专业人员等应
急能力储备要进一步加快、保证充
足。要抓好清明节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尽可能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会议强调，坚持就是胜利。目前，
全省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最关键的
阶段，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各地各部
门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领
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主要负

责同志要靠前指挥，指挥体系要扁平
高效、一竿子插到底。要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自己当作
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
事，积极帮助群众和市场主体排忧解
难，紧紧团结和依靠群众，构筑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的坚固防线，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综合组
汇报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徐州、
宿迁、无锡、镇江、苏州等市汇报疫情
防控进展情况，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和联防联控指挥部成员，各设区
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