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连日来，观山湖区

世纪城街道按照市、区“解封不

解防、防疫不放松” 的要求，做

好辖区疫情防控工作，把好疫情

防控关。

为守护好辖区各交通卡口

疫情防控安全线，世纪城街道联

合辖区公安、派出所等单位按照

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启动疫

情防控工作机制，坚守各个疫情

检测点，坚持逢车必查、逢人必

测，不漏一车、不漏一人。截至目

前，已在金阳南路、清怡路、恒大

中央广场等 14 个卡点设置围

挡，依托防疫卡点，当好疫情防

控“守门人” 。

为筑牢疫情防控 “安全

网” ， 世纪城街道落实包保责

任，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的工作原则，在沿街商铺开展地

毯式摸排，要求商户及居民进出

任何场所必须执行测体温、戴口

罩、“一扫三查”（扫场所码，查

健康码、行程码、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等防疫要求。 针

对餐饮店、便利店等商铺，严格

落实核酸检测相关要求。截至目

前，共出动 1500 余人次，排查商

铺近 1400 余家。

在做好卡点防守及排查商

铺的同时，世纪城街道做好防疫

宣传工作，通过宣传海报、小喇

叭、街道公众号、街道视频号，线

上线下同步发力，引导居民增强

疫情防控意识， 加强自我防护，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李珊珊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蔡婕）

9 月 17 日， 位于贵阳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的“火眼” 核酸检测

实验室投用，日检测通量可达 20

万单管，若采用 10 混 1 的混采技

术，每日可检测 200 万人份。

该实验室由贵阳高新区企业

贵州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搭建。实验室名称源自《西游记》

中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寓意精

准识别病毒。

“通常情况下，一套实验室

从搭建到调试再到投入使用，一

般需要 20 小时左右。 ” 贵州华大

基因总经理黄海龙说，4 套 “火

眼” 核酸检测实验室从 9 月 15

日开始搭建，在两天时间内，完成

了实验室搭建、 调试以及检测人

员培训，确保实验室准时投用。

“‘火眼’ 核酸检测实验室主

要有方舱版和气膜版两种。 方舱版

是将实验室与大型货车结合开发

出的‘移动版’ 核酸检测实验室，

具备迅速响应、迅速移动、迅速投

用的特点。 此次搭建的实验室为气

膜版，解决了传统实验室在某些地

区建造成本高、建设周期长、物流

运输困难等问题，能够满足快速部

署、快速投用的抗疫需求，可达到

几千到上百万的日检测通量规

模。 ”黄海龙说，气膜版“火眼” 核

酸检测实验室采用 PVC 抗菌环保

材料，通过气拱形式形成双层膜结

构，外膜柔软、可延展、耐寒；内膜

强韧，耐老化，通过新风系统实现

舱内负压环境，确保实验室安全。

不仅如此，“火眼” 核酸检测

实验室还配备了众多 “高精尖”

仪器。 其中，MGISP-NE384 全自

动核酸提取纯化仪在同等通量

下， 可将传统提取过程从 6 个小

时压缩至 20 分钟，单机日检测通

量可超 10000 例。 “以往实验室

拿到检测标本后， 都是靠人工手

动一个一个加样、移动，而现在只

需要一个机器就可以完成， 时间

效率大幅提升， 且实现全程可跟

踪追溯。 ” 黄海龙说。

“在高科技设备、 智能化系

统和人员的支撑下，‘火眼’ 核酸

检测实验室就如同一个自动化流

水线的工厂， 具有集约化、 工程

化、自动化等特点。一套实验室的

工作人员在 32 人左右，加上外围

支撑人员，一班人员需要 70 人左

右。 ” 黄海龙说，实验室最快可在

4 个小时内出报告结果。

据介绍， 截至 2022 年 6 月

底，贵州华大基因已在全球 30 余

个国家和地区， 投用了超 100 座

“火眼” 核酸检测实验室，通过过

硬的技术实力， 高效助力各地疫

情防控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之战

中， 开阳县毛云乡簸箕村有这样

一对夫妻， 他们在自家院子里搭

起炉灶， 为志愿者们免费供应一

日三餐， 为无私奉献的 “疫” 线

“战士” 送去关怀。

看到抗疫志愿者们忙碌的身

影， 簸箕村黄花寨组的梅学见、

刘幺妹坐不住了。 “特殊时期，

不能只看着志愿者为我们服务，

我们也要尽力帮助这些抗击疫

情的‘战士’ 。 ” 刘幺妹说，“最

近白菜都成熟了，摘回来配点洋

芋就可以做火锅，虽然没有大鱼

大肉，但能保证大家吃得饱。 志

愿者们都说我做的饭好吃。 ”

在刘幺妹家，每天有 13 名志

愿者用餐，从 9 月 2 日起，她家的

“爱心灶” 已连开了 15 天。

一口大锅，一个灶台，一天除

了三顿饭， 还能为志愿者供应夜

宵，这极大地解决了簸箕村黄花寨

组疫情防控卡点志愿者们的用餐

问题。 刘幺妹的丈夫梅学见说，对

于他们这样的普通农村家庭，每天

供应 10 多人的一日三餐并不轻

松，但夫妇俩都觉得值。“比起这几

顿饭，志愿者为抗疫做出的贡献大

多了，能为这些‘战士’ 们做点什

么，我们心里高兴。 ”梅学见说。

陈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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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园是贵阳最繁华的社区

之一，有 40 万市民居住在这里。 9

月初，此轮疫情袭来，令往日车水

马龙的花果园在静态管理中彻底

“静” 了下来，居民生产生活受到

影响，生活物资采购困难。

面对这一情况，贵阳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各方协同发力，打

通物流运输和配送的堵点断点，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千方百

计抓好保运保供保链， 打通物资

供给“最后一百米” ，让生活必需

品及时送抵千家万户， 切实守稳

守好人民群众的“菜篮子” 。

5 家定点企业包片保供

居民吃上“放心肉、平价肉”

9 月 15 日早上 6 点， 一辆车

身挂着 “花果园片区保供车辆”

横幅的冷链运输车从位于修文县

的贵州养心食品有限公司出发，

车辆沿着固定的线路经过 40 分

钟路程后， 直达南明区花果园片

区风雨桥接驳点。 车辆消杀、人员

登记、 卸下物资……跟车的固定

配送人员把猪肉及保鲜用的冰袋

卸下至指定位置，随后原车返回。

9 月 12 日， 贵阳市农业农村

局联动南明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区

相关部门、街道、企业等，成立南

明区花果园片区猪肉供应专班，

明确贵阳嘉旺屠宰加工有限公

司、 贵阳黔之灵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养心食品有限公司、贵州黔

溯鲜食品有限公司、贵州台农兴

旺食品有限公司 5 家售卖生猪

企业入驻定点区域开展猪肉配

送工作。

“企业严格执行定点、定线、

定人、包片‘三定一包’ 原则，明

确专人专车往返花果园和屠宰

场，物资放在指定位置后，由进驻

花果园的 1 辆冷链运输车和 3 名

工作人员接收， 全程实现无接触

配送。” 贵州养心食品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徐丹说。

“装车！ ” 随着一声吆喝，进

驻花果园片区的 3 名养心食品公

司人员在落实防疫措施后， 将放

在指定位置的 1000 余份猪肉及

冰袋装上车， 准备送进花果园片

区内。

“养心食品公司在花果园片

区内定点区域开展猪肉配送工

作， 供应区域覆盖 U 区、L 区和 J

区。 公司进驻花果园片区的人员

每天会将猪肉运至供应区域的物

资接驳点， 物资接驳点都在居民

楼栋下的平台处， 再由社区志愿

者接力， 按订单把猪肉送进居民

家中。 ” 徐丹说。

“今天我们接到的订单已经

达到 1800 多单，每单是一包 5 斤

猪肉， 包括 4 斤肥瘦肉和 1 斤汤

骨， 均按照政府统一规定的惠民

价格每包 115 元出售， 每天我们

都会在 18 点前全部配送完毕，确

保花果园片区居民买到价格实惠

又新鲜的猪肉。 ” 徐丹说。

目前， 花果园片区猪肉保供

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截至 9

月 15 日 16 时，5 家保供企业累计

订单达 18000 余份 ， 累计配送

14000 余份。

70 余辆公交车变身“移动超市”

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

“您好， 您昨天买的东西到

了，请开门拿一下。 ” 9 月 15 日 15

时， 随着花果园小区志愿者的敲

门声，居民李琴购买的物资送达。

“这个‘移动超市 ’ 真的可

以，我家孙子的牛奶喝完了，昨天

一下单，今天就送到家门口了。 ”

对于此次高效、便捷的购物经历，

李琴赞不绝口。

花果园片区内， 一辆辆挂有

“基本生活物资销售点” 横幅的

公交车，便是李琴所说的“移动超

市” 。

“这些‘移动超市’ 都由闲置

公交车组成，容量大。 ” 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说， 因人员和车辆管

控，保供超市门店到小区终端配送

能力不足，开通“移动超市” ，可有

效缓解这一问题， 打通物资配送

“最后一公里” 。

在花果园 L 区一接驳点，几

名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正有序地将一批批物资从“移动

超市” 往下搬运。 粮油生活包、

蔬菜包、纯牛奶、瓶装矿泉水、水

果……不一会儿， 接驳点上堆满

了丰富多样的物资。

“我们在花果园区域共开行

了 61 辆‘移动超市’ 对相关订单

进行统一配送，并结合实际及时调

整配货的种类及数量，尽可能保障

民生需求。 ” 贵阳市农投集团“移

动超市” 相关负责人说，每日，贵

阳市农投集团负责完成物资采购、

配货后，便会在“农惠生鲜” 微信

小程序更新货品，市民只需将购物

需求通过电话或微信发送给小区

楼栋长，超市在接到小区楼栋长的

统一订单后就会立马备货，并在第

二天用公交车统一从门店运送至

指定接驳点。 在接驳点卸下的物

资，将由小区内的楼栋长和志愿者

转送至居民手中。

记者了解到， 除贵阳市农投

集团外，永辉超市、合力超市、北

京华联超市均按照就近匹配、全

面覆盖原则，分片包保，开通了相

应的“移动超市” 服务，按照“定

时、定点、定线” 和无接触配送原

则，进行穿梭配送和售卖。 截至目

前，共有 78 辆“移动超市” 开行。

“在做好生鲜等基本生活物资

保障基础上，我们也组织各大超市

推出了不同类型、不同价格的供应

包，既包括粮油、蔬菜、肉类、熟食

等基本生活必需品， 也包括奶粉、

婴儿用品 、 日化用品等日常用

品。 ”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 市农投惠民生鲜超市

推出了生鲜蔬菜、 鲜奶禽蛋、粮

油米面等 7 种定制包， 合力超

市、永辉超市、宾隆超市、北京华

联超市也分别推出了 20 多个 20

元至 160 元不等价位的生活物资

供应包。

“点位长 + 楼栋长” 机制

保障“最后 100 米” 配送

“大米收到了，感谢政府、志

愿者们以及所有爱心人士， 辛苦

你们了！ 感恩！ ” 9 月 15 日晚，花

果园 X 区 1 栋 2 单元的每户居民

都收到了志愿者送到家门口的一

袋 10 斤大米，感激的话语不断在

居民微信群里刷屏。

在静态管理期间， 生活物资

保供是居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

一。 政府协调物资、 社会各界捐

赠、 居民线上下单的物资到达接

驳点后 ， 如何打通 “最后 100

米” ，将物资安全高效送到居民手

中？贵阳市率先在花果园推行“点

位长 + 楼栋长” 的“最后 100 米”

末端配送保障机制， 在社区楼栋

建立保障队伍，“定人、定岗、定职

责” ，由属地政府指定一名干部担

任小区点位长， 负责统筹本小区

所有楼栋生活物资配送工作；每

栋楼明确 1 名人员担任楼栋长，

每单元配备单元长和志愿者，负

责本楼栋居民生活物资需求统

计、集单、下单以及接收物资并配

送到家。

“有一批大米到达接驳点，来

几位志愿者搬到单元楼。 ” 9 月 15

日 18 时左右，在“X 区一栋二单

元楼内志愿者” 微信群里，单元长

发布新的“配送” 任务。“来了！ ”

“马上下来。 ” ……群内志愿者马

上响应，前往接驳点搬运物资。

“这一批物资是接到点位长

通知 ， 要免费发放给居民群众

的。 ” 据 X 区一栋楼栋长汪星妤

介绍，志愿者到达接驳点后，立马

将大米从大货车上卸下来， 放置

好后再由各单元的志愿者搬运到

对应单元楼， 一大袋五小袋共重

50 斤的大米， 力气大的志愿者每

个肩头都扛了一袋。

到单元楼后， 又有志愿者将

大米搬运到电梯里，从 45 楼开始

挨家挨户发放， 由居民签字确认

后领取。

“我们 1 栋的志愿者们都很

‘给力’ ，他们都是楼栋里的居民，

大家接到任务后总是第一时间响

应，有搬运物资的，有统计核对数

据的，有值班值守的，有跑腿代购

的，大家拧成一股绳，确保物资及

时送到居民手中。 ” 汪星妤说。

“大家有需要蔬菜、水果、油

的可以在群里接龙， 我们这边统

计好后， 统一去小区的超市采购

（仅限应急物资）。 ” 9 月 14 日，X

区一栋二单元的单元长刘先强在

居民微信群里发起接龙， 不一会

儿就有几十名居民接龙。 他与志

愿者按顺序依次给居民采购物

资，还为居民垫付了采购钱。

“我家好久都没吃过水果了，

感谢志愿者帮我买到了哈密瓜和

香蕉。 ” 收到了物资的 33 楼居民

杉杉说。

……

如今， 在花果园片区，“点位

长 + 楼栋长” 的“最后 100 米” 末

端配送保障机制已取得初步成

效，极大缓解了高、中风险区域楼

栋居民的生活物资配送压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王倩 冉婷林 文 / 图

打通配送“最后 100 米”

守好居民“菜篮子”

———贵阳完善末端配送保障机制做好花果园片区生活物资供应

满载生活物资包的“移动超市” 。

合力超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物资包运上“移动超市” ，准备发往接驳点。

本报讯 连日来，花溪区优

化细化社区防控工作方案，积极

开展“无疫小区” 创建工作，通

过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进一步

筑牢群防群治、群防群控的疫情

防线。

根据 “无疫小区” 创建原

则、范围、标准 、流程等相关要

求，花溪区各个社区积极引导群

众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并结合

自身实际， 探索具体措施和办

法。 目前，花溪区多个小区已提

交创建申请，相关审核验收工作

正在进行中。

花溪区阳光街道办事处学

士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胡蓉说：“社区在摸清小区人口

底数和设施数量的基础上，持续

优化人员通道设置和设卡。 同

时，还以贵州大学的教职员工等

居民为基础成立临时指挥部，下

设巡查、核酸检测、物资保障等

五个小组， 全面提高工作效率，

确保创建成功。 ”

溪北街道溪北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周玉莲表示，社区

以楼栋为单位，招募以党员为主的

志愿者，参与到志愿服务和民生保

障工作中，在方便居民居家生活的

同时， 也为小区管理提供了保障，

发动志愿者做好居民服务，更有利

于创建“无疫小区。 ”

（胡流冰川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李春明）

花溪区积极创建“无疫小区”

“火眼金睛” 识病毒

———“火眼” 核酸检测实验室背后的硬实力

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

多措并举

把好疫情防控关

“花工，我们的防护服不够

了， 您那里还有储备吗？ ”“还

有！ 我马上去仓库调。 ” 9 月 15

日夜，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

卫市场化———京筑公司技术与

设备部维修班班长花平刚到家

就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得知前线

需要防护服后， 他来不及休息，

立即赶往仓库。

调货、补货、卸货……一直到

次日凌晨两点他才忙完。 然而休

息不到 3 个小时， 花平又开始了

新一天的工作。

花平是环卫战线上的 “老

人” ， 从 1991 年参加工作至今，

环卫战线上的所有工种他全都

干过。 2016 年后，花平进入环卫

企业负责车辆维修。 自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由于部分同事居家隔

离，他便同时肩负起了防疫物资

的收运、发放以及车辆维修管理

等任务， 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12

小时。

连日来， 花平每天都要先去

大凹和偏坡的两家修理厂， 安排

当天作业车辆的维修维护和消杀

任务，还要奔走于辖区 20 多个垃

圾转运站间， 开展垃圾设备设施

维护维修工作。

“现在是特殊时期，有的同事

无法到岗， 我就要把这些工作都

做好。 ” 花平说，虽然他 55 岁了，

精力比不上年轻人， 不过在车辆

维护维修等方面依然是一把好

手。很多时候，花平需要钻到车底

进行检查、更换零件。防护服密不

透风，人从车底出来后，往往一身

大汗，但他从不松懈。

由于环卫作业的特殊性，很

多车辆、设备都安排在夜间作业。

为了确保垃圾清运工作正常开

展，无论多晚，只要电话响起，花

平就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抢修，有

时一干就是一夜， 甚至来不及休

息就又开始了第二天的工作。

工作中的花平话不多，一直

兢兢业业。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他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用行动诠释党员本色，为贵阳

贵安早日取得战“疫” 胜利贡献

自己的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坚守岗位 诠释党员本色

———记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职工花平

“您好，这里是观山湖区 24

小时心理热线， 请问您需要什么

帮助？ ”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观

山湖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积极响应

共青团观山湖区委的号召， 于 9

月 3 日成立该区心理危机干预志

愿者服务突击队， 并于 9 月 4 日

开通疫情期间 24 小时心理热线。

突击队由 11 名省内外专业

心理咨询师组成， 配备工作人员

为心理咨询师们提供后勤保障，

包括热线排班、内容记录、求助信

息的转介、核实、跟进及反馈，让

心理咨询师专注于电话接听，提

升心理热线的响应质量。

“在抗疫过程中，有的市民

产生了一定心理压力， 我们设立

心理热线就是希望能运用专业知

识缓释咨询人的压力。 ” 观山湖

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负责人白宝康

说，目前，咨询人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心理疏导、紧急求助等方面。

“合租的伙伴开始远离我，因

为我 8 月 30 日去过石板镇。我受

不了大家异样的眼神， 也害怕得

几天睡不着……” 9 月 7 日凌晨，

观山湖区委党校教师、 心理咨询

师潘全英接到了一名群众的来

电，她耐心倾听，并对咨询人进行

心理干预和疏导， 帮助咨询人舒

缓心情。经过潘全英的帮助，咨询

人表示心情平静了许多， 也可以

安心睡觉了。“疫情期间，我们接

听到很多市民朋友的来电。 有的

在居家隔离中出现心情焦虑，有

的面对疫情不知所措， 我们能做

的， 就是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咨

询人排忧解难。 ” 潘全英说。

心理热线还经常接到紧急求

助电话。 9 月 7 日，有群众焦急地

打来电话说：“我的小孩才刚出

生 15 天，现在脐带脱落处发炎有

脓，打电话给医生，但在电话里说

不清楚，需要到医院就诊，但无法

出门，该怎么办？ ” 得知情况后，

接线的心理咨询师一边安抚咨询

人情绪， 一边向后勤保障人员转

达信息对接相关部门， 及时为咨

询人解决问题。

“市民的求助还包括出行、核

酸检测、物资运送等，我们都尽力

帮助市民解决问题。 ” 白宝康说。

此外，还有很多热心市民希望参与

志愿服务，心理热线也成了部分咨

询人报名成为志愿者的渠道。

暖心的问候、贴心的引导。在

抗疫之路上， 心理咨询师及后勤

保障组成员们为市民搭建起一个

心灵港湾，在幕后用爱战“疫”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观山湖区开通心理热线

24小时为民解忧

开阳县毛云乡簸箕村———

夫妻“爱心灶” 温暖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