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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大中小学

温州温州

衢州衢州

平湖平湖平湖

本报温州 3 月 15 日电 （记者
戚祥浩 共享联盟鹿城站 林婷玮
张 嘉 豪） 对 着 快 递 包 裹 表 面 一

“照”，就能“秒杀”绝大多数冠状病
毒，连日来，由国科温州研究院光电
医工科研团队自主设计研发的病毒
灭活设备，已在温州多地投入试用。

3月15日，在温州市鹿城区大自
然社区快递取件处，社区工作者、下
沉党员及志愿者当起了快递消杀员，
尝鲜试用这款设备。“跟消毒剂喷洒
消毒比起来，用这个设备对皮肤不
会有刺激，无形之中就给快递到家
这最后一步装上了‘安全锁’。”居民
潘仁锚点赞道。目前，首批30多台
设备已被赠送给当地多个社区，在
快递寄存点、中转站等进行试用。

“别看设备‘个头’小，消杀的秘

密在设备门帘里，设备内部密布了
紫外线芯片，对包裹的上下、前后、
左右各个面均有高剂量紫外光照
射。”国科温州研究院研发人员丁莉
莉告诉记者，该设备可用于文件包
裹、随身物品、食品包装等物表消
毒，并搭配防护眼镜和手套，保证使
用者的安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的实验结果显示，病毒灭活可
高效杀灭衣物、纸箱、木材、玻璃、不
锈钢、塑料材质表面携带的冠状病
毒，灭活率达99.99%。

目前，国科温州研究院已经开
始研发针对更多场景的定制化设
备，除了在快递业发挥杀菌消毒作
用之外，还将用于机场、火车站等大
型公共场所的包裹运输、行李安检
等方面的消毒杀菌。

快递包裹消杀“神器”来啦！

市民正在用病毒灭活设备消杀快递包裹。 共享联盟鹿城站 林婷玮 摄

本报讯 （记者 姜晓蓉 纪驭亚）
“人物同传”是本轮疫情传播的特点
之一，我省学校的快递存放点防疫措
施是否扎实？师生取快递时有哪些
要求？记者15日走进部分高校和中
小学实地探访。

上午 9 时，中国美院南山校区的
后勤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进入快递
服务点进行消杀。这样的消杀工作，
每天早中晚各开展一次。

快递服务点门口，一位大三油画
专业的女生刚取完快递，拿着拆了外
包装的包裹准备离开。“这个包裹里
面是定画液，专业课要用。因为疫情
的原因，我最近已经减少网购了，不
是非常需要的东西尽量不买。”这位
女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南山校区每天有四五百
件快递，所有包裹进入快递服务点之
前都会先消杀再上架。中国美院疫
情防控办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向全
体学生发出倡议，近期请同学们减少
网购，在取快递的时候戴好口罩，做
好个人防护，签收后要立即对内外包
装进行全面消毒，拆完包裹把外包装
留下，不带出快递服务点。”

“请同学们佩戴口罩，保持一米
距离，现场拆包。”在浙江师范大学各
快递点门口，同学们正戴着口罩，有
序排队，出示取件码；网点工作人员

戴着口罩和手套代学生取件，并在快
递外包装上喷上消毒水后再交给他
们。按照要求，浙师大各快递点每日
对场地、货架、车辆、前台等进行两次
集中消杀，并建立消杀台账。快递收
寄、装卸、派送前必须对快递表面进
行消杀，每份快递在入校前、离校前
都会经历至少2次消杀。

浙师大后勤保障部教育服务中
心主任付骞表示，对于疫情引起的取
寄件不便，学校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告
知、解释，学生们都表示理解。

一走进杭州市第十四中学校门，
记者就看到了醒目的快递消杀处。
送到学校的快递要在这里静置30分
钟，再进行高浓度消杀。消杀完后，
再静置 30 分钟，才会进入校门边的
收发室并标明消毒时间。而收发室
也会每天进行全方位消毒，确保快递
放置的安全性。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近日
向老师们发出倡议，减少不必要的网
购，同时加强对快递的管理。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快递人员全部不入校，
凡入校快递一律由校医
和保安师傅全程戴好医
用口罩和手套，在户外通
风良好的地方对外包装
用75%酒精进行全面喷
洒消毒后统一存放。

扎紧“物防”篱笆扎紧“物防”篱笆

本报杭州 3 月 15 日讯 （通讯员
翁津津 苏志敏 朱建美 记者 张帆）

“师傅您好，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仁和
收费站只进不出，谢谢配合！”3月15
日中午，在 G25 杭宁高速仁和收费
站，收费员冯艳敏正逐一提醒、劝返
驶向仁和方向的车辆。

受疫情影响，自 3 月 10 日 12 时
起，余杭区对进出仁和街道的所有道
路，包括高速公路、城区高架、省市镇
公路、村（社区）道路等出入口实施交
通全面管制。为全力守好高速大门，
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湖州管理中心
余杭北综合管理所第一时间与属地政
府取得联系，并根据防疫要求积极配
合属地政府、高速交警等部门对进出
高速车辆的管控。同时，工作人员严
格落实防疫防控要求，全程穿戴防护
服、护目镜和手套，加强对通行卡及
收费现场的消杀工作，确保收费现场
防疫安全，尽最大可能防止疫情扩散。

在落实交通重点从业人员核酸
检测和精准管控的同时，针对本轮疫
情“物传人”等新情况、新问题，省交
通部门紧急出台《交通运输进口物品
疫情防控工作指引》，聚焦港口、机
场、铁路三类口岸和道路货运场站等
重点场所，进一步明确拆箱、装卸、运
输等环节作业条件、操作要求，加强
分区管理、环境消杀、安全防护等要

求，同时印发《加强道路货运疫情防
控工作通知》，按照“人、物、环境同
防”要求，细化18条管控措施，全面压
实各方责任。协同邮政部门，对进口
物品寄递和物流运输环节，强化管控
措施。

民航、铁路、港口等口岸也进一
步强化防疫措施并细化服务，方便旅
客和用户。铁路部门已对省内封控
区域的高铁站实施“只进不出”的临
时管控措施，严防疫情通过铁路场站
输入输出，并推出免费退票业务。杭
州萧山国际机场强化了航站楼进出
港，做细客流和物流的入境把关，强
化入境航班闭环管理，为航班设置专
用机位、通道、车辆；人员申领国际版

“健康码”，纳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管
理；机舱实施终末消杀，入境货物分
阶段3次消杀，加强现场监督。

在宁波舟山港，管理方加强了引
航员个人防护，不在船上就餐、如厕、
休息，下船后所在场所严禁交叉使
用。进口冷链作业人员日常防护、外
包装消杀和作业场所消毒也已进一
步加强。同时，进一步落实涉疫外轮
闭环处置，追溯掌握船舶抵港前 14
天内动态信息，加强靠岸管控，实施
涉疫人员闭环转运。国际船员换班
管控也更加严格，实施先检后换、闭
环转运、定点隔离等措施。

全力守好大门全力守好大门

浙江交通浙江交通浙江交通

本报讯 （记者 翁云骞 通讯员
虞昌胜 孙逸锴）“最近一直没回小
区，但是码变红了？”3 月 15 日下
午，在宁波前湾新区世纪城汀香苑
小区数据中心，社工施梦淡正在接
电话，由于连续作战，小施的嗓音明
显有些嘶哑，但仍十分耐心，边听边
记。“目前小区已管控，杨师傅你的
红码应该和确诊病例没关系，别急，
等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我帮你联系相
关部门。”

接电话、核数据、通知检测⋯⋯
通过社工、楼长、志愿者合力，汀香
苑织起一张精密的居民疫情查管网
络。截至 15 日，小区 303 名涉疫地
区返回人员全部纳管。

世纪城是前湾新区乃至全宁波
最大的住宅区之一，仅汀香苑就有
31栋楼，近5000人。14日深夜，当
地通报首例阳性病例，大家的心一
下子悬了起来。如何用最短时间做
到“应检尽检”“应调尽调”“应隔尽
隔”？15 日一早，记者赶赴前湾新
区，从样本转运到社区管控再到方
舱搭建，亲身体验这张由大数据、志
愿服务力量和跨部门协同机制共同
编织的疫情管控网络如何精准有效
运转。

“快！”上午 8 时许，空气里还有
些寒意，一场核酸样本“接力跑”早已
开始。世纪城防范区外，记者看到几
辆样本转运车来回穿梭。车一停，身
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立即拿起样本，
快步将其放置到汽车后备箱。放满
后，车辆迅速驶往医院检测。

“14日晚接到指令，我们立刻开
始调集样本转运车。”新区公用事业单

位相关负责人张明明介绍，由于一早
就要开展“三区”核酸检测，可前湾新
区自身检测能力有限，样本转运任务
十分紧迫，“志愿者司机们毫无怨言，
来来回回前后忙活了近12个小时。”

而在汀香苑小区里，一场精准到
每一家每一户的排查管控从前一天
的深夜就已开始。片区负责人张文
文告诉记者，从接到初筛阳性报告的

那一刻起，整个社区就迅速行动。凭
借网格化管理和一个个下沉到楼层
的工作群，社工、物业、志愿者共数百
人挨家挨户排查，“15 日凌晨，阳性
病例所在楼栋居民能转的全都转移
到集中隔离点，5000余份早餐也很
快到位。”

排查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
“情况”。“有个住户刚进行了脑手
术，实在不适合去隔离点，经过向相
关单位申请，我们就允许他居家隔
离。”张文文一边走一边告诉记者，
个性化服务不止于此，他们接下来
还要做一件事，就是在每一栋楼都
建一个购物群，“通过部门联动，尽
快把大家所需的东西送上门。”

此外，社工们还依靠志愿者和
居民楼长的力量，搭建服务群、联络
群。正是这些群组的存在，让居民
数庞大的世纪城能在短时间内管控
住海量居民的出入，让疫情防控更
有效率。

记者离开世纪城时，大家仍在有
序地忙碌着。15日16时，宁波前湾
新区通报已累计采样、检测20570人
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时，距离
前湾新区首个阳性病例公布仅16个
小时。

16个小时，超级社区“静”了下来
宁波前湾新区宁波前湾新区

本报平湖 3 月 15 日电 （记者
肖未 市委报道组 陆浩强 共享联盟
平湖站 陈鑫誉） 15 日凌晨 3 时，万
籁俱寂，平湖市农产品展销配送有
限公司的农检中心实验室里灯火通
明，头戴面罩、手戴塑胶手套的农残
专职员朱曾珍正有条不紊地对刚到
货的青菜进行取样检测，动作麻利。

而在不远处的分拣中心，质检员
顾秀珍则“埋头”在一堆芦笋、青菜和
番 茄 里 。 蹲 下、站 起 ，再 蹲 下、站
起⋯⋯顾秀珍不时拎起这些蔬果仔细
端详，如有一点点外观破损，就会被挑
出，“送到居民手里的蔬果，要新鲜更
要安全。”作为出货前最后的把关人，
这两天顾秀珍都要忙到晚上9时多。

“疫情防控期间，保障群众的
‘柴米油盐’是重中之重。”平湖市防
控办有关负责人说，自本轮疫情发生
后，平湖第一时间激活保供体系，协
调落实 52 家保供企业，对“三区”范
围实行专人专车专线、无接触配送，
形成覆盖全市的生活物资保供企业
网，以确保大米、食用油、猪肉、蔬菜

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并通过开设
“抗疫求助”平台、热线等收集群众对
生活物资的特殊需求。

物资送到“三区”，接力棒就交到
了各个卡点配送员手上。“谢谢你们，
辛苦了！”15 日上午 9 时许，从配送
员曹亮亮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物资包，
当湖街道东湖社区居民王先生满脸
笑意。为了满足激增的居民物资需
求，平湖组建起一支由志愿者、社区
工作者组成的80人配送员“逆行”队
伍，为居民点对点配送生活物资。水
果、竹笋、鸡肉、大米⋯⋯这样一份荤
素搭配、可供一家人 3 天生活所需的
物资包，平湖已发出1.8万余份。

吃得好，也要吃得放心。平湖
专门成立生活物资服务保障组，一
方面实时监测市场生活物资供应
和需求情况；另一方面由市场监管
部门成立专班，在强化线下巡查的
同时，通过阳光厨房、浙食链、浙冷
链、防疫餐饮在线等数字化监管平
台在线抽查，加强食品安全质量监
管，确保供应生活物资产品安全。

多部门联动，保障群众“柴米油盐”

3 月 15 日 ，
在平湖市农产品
展销配送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准备
配送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王志杰 摄

本报衢州 3 月 15 日电 （记者
于山 共享联盟衢江站 丰莉莎）

“我们一定积极配合，你们抗疫辛
苦了！”3 月 15 日凌晨 2 时许，3 名
次密接人员顺利抵达衢州市衢江
区一处集中隔离点。从发现、找人
到护送，前后只用了 1 个多小时。
来不及喘口气，衢江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转运小组成员又开始执行下
一个任务。

3 月 13 日至 15 日 12 时，衢江
相关疫情共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21
例。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衢州迅速采取精准有效举措，
通过快检测、快流调、快编组、快
转运、快隔离的“五快”循环机制，
和病毒抢时间，尽快遏制疫情蔓
延势头。

15 日早上 7 时许，衢江区廿里
初级中学操场上，10 辆核酸检测车
一字排开，工作人员刚结束一个通
宵的工作，开始用紫外灯对仪器设
备进行消杀。13 日，衢江区廿里镇
发生疫情当晚，这些来自衢州各县

（市、区）和市外支援的核酸检测车
迅速在廿里集结，最大日检测能力
达到8万余管。

来自衢江区的应急核酸检测团
队，3 月 6 日支援开化疫情防控工
作，13 日下午又直接从开化赶往廿
里镇投入新一轮“战斗”。检测人员
曹杰仪穿着密闭的防护服连续工作
十多个小时，为避免上厕所，口渴了
也不敢多喝水。他说：“我们快一
点，风险就少一点！”与此同时，衢州
在市区范围已设立采样点 476 个，
15 日当天，累计采样检测 62 万余
人次。

快起来，紧起来。为迅速排查
重点风险人员，衢州市组建联合流
调溯源组，公安、公卫、大数据等部
门通力协作。15 日中午 11 时许，
衢江区卫生监督所干部刘灵莹被派
往流调 5 组支援，组长郑灿杰交给
她一个任务：对一例确诊病例到过
的一家饭店进行调查。刘灵莹立刻

行动，先通过视频了解饭店布局，确
定不同区域人员与病例的接触程
度，再逐一核实当时在场人员。不

到 2 小时，刘灵莹就掌握了 21 位相
关人员的信息，其中 5 人初步判断
为密接者。为有效降低疫情社区

传播风险，截至 15 日 23 时，衢州已
累 计 隔 离 密 接 3720 人 、次 密 接
4928人。

疫情发生后，柯城区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也迅速行动，发挥“三
联工程”“包区清楼”“红色物业联
盟”等机制优势，全部编入乡镇（街
道）疫情防控队伍。据统计，区级共
有 980 余名干部、2300 余名教师、
1200 余名公安警力、500 余名志愿
服务人员投身疫情防控一线，构筑
群防群治严密防线。

衢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
人表示，衢州市将进一步健全完善
指挥体系和工作体系，市、区两级
高效协同，把“不外溢、降总量、早
清零”的要求体现到各块工作中，
努力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实现社
会面清零。

快检测、快流调、快编组、快转运、快隔离

全力以赴与病毒赛跑

3月15日晚，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医护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拍友 谢丹 摄

扫一扫
校长说防疫

3月15日，宁波前湾新区社工施梦淡正在电话核查居民相关信息。
前湾社工委供图

3 月 15 日晚，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医护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核酸检测，确保不
漏一人。 拍友 谢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