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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冬天。感染高峰
即将到来，和过往近3年抗疫历程相比，最大
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这一次，我们彼此靠得
更近，并激发出源源不断的温暖。

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美政桥社区蓝江
公寓 3 幢某单元电梯内，密密麻麻贴着各类
不同颜色的药物，还附有一张“告邻里书”：

“邻里有需，按量自取。邻里有药，分享互
助。非常时期，邻里守望。”

衢州市柯城区三衢社区的何姥爷主动在
小区群里分享抗原试剂，他说：“家人都阳了，
我也不出门，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

杭州市翡翠之星小区的物业主管姚经理
自掏腰包，设置“守望相助爱心角”，“我找朋友
买了点药，救急的，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说。”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面对不断
出现的难题，身边一个个守望相助、雪中送炭
的故事，如点点星火，点燃了社区、邻里之间
的温情之光，也点亮了城市向善向美、风雨偕
行的温暖色彩。

从“人心惶惶”到“用爱发光”

时间拨回到一周前，龙伯坤还是一种“草
木皆兵”的心情。

他是杭州市滨江区盛元慧谷小区的物业
服务中心主任，在这里工作已经4年了。

12 月 13 日，浙江发出“保健康、防重症”
动员令。他接到社区通知，小区有一户住户
乘火车抵杭，核酸阳性，可居家隔离。

“龙经理，小区里是不是有阳性了？”“关
好点，别让他们跑出门，我们家有小孩的。”当
晚，他接到很多业主的电话，语气中充满了恐
惧、张皇和不安。

接下来的两天，感染高峰逐步逼近。在
这个上万人口居住的小区里，人们感受着疫
情传播的速度，心情也随之变化。

12 月 15 日，一位业主在单元群里主动
发声：“各位邻居：对不起，回家测抗原才发现
自己阳了，刚才上楼时乘坐过1号电梯，麻烦
物业尽快帮忙消杀。”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
龙伯坤原以为邻居们会指责这位业主，为什
么阳了还要坐电梯。但群里被一片暖心的问
候“刷屏”：“谢谢分享，你照顾好自己啊！”“有
什么需要吱一声。”“给我们分享分享症状吧，
有个思想准备也不那么害怕了。”

12 月 20 日晚，小区微信群里发布了一
张照片——一个铝合金制的“共享药箱”。管
家补充说明：“我们在物业服务中心设立‘邻
里互助、让爱传递’平台物资互助共享点，倡
议广大业主互通有无、救急纾困，把物资分类
纳入‘互助箱’。如您不便到互助点，可联系
我们上门收取物资。”

“我是 3 幢 4 单元的，家里老母亲和小孩
都阳了，但是我走不开，有没有邻居有布洛
芬？”一位业主求助。

“我家有，一会儿消完毒给你挂门上。”3
幢1单元9楼的业主迅速接力。

“谁家有美林啊？孩子还不到一岁，起烧

了。”12月21日凌晨1时，一位母亲的语音里
几乎带着哭腔，自己刚测出阳性，孩子可能被
传染了。

隔壁单元的一位新手妈妈很快回复：“小
月龄建议喝泰诺林，我家还有一点，我找管家
送给你。”值班管家也时刻在线：“好的好的，
我们马上过来拿。”

一天过去了，互助箱里的物品慢慢丰富
起来，布洛芬、连花清瘟胶囊、速效救心丸、板
蓝根颗粒、N95口罩、创可贴⋯⋯业主们除了
捐赠药品、抗原、体温计等医疗物资，还在不
断咨询物业：“小婴儿的尿不湿要不要？”“有
没有人家断粮的，大米我家囤得多，要不
要”⋯⋯

从“冷眼旁观”到“主动奉献”

“你家有多余的药吗？”
往常，在小区群看到类似的求助时，杨琪

是“事不关己”的，现在，她成了群里的“话
痨”，不断帮大家牵线搭桥。改变她的，是邻
居阿姨的一碗热粥。

杨琪是金华人，因为高校提前放假，今年
回家很早，但父母还在杭州，这段时间一个人
在家成了“独居青年”。12月18日，她有点头
晕发冷，拿出抗原试剂一测，果然“中招”了。

“一开始还好，后来发烧到了 39.5 度，整
个人昏昏沉沉。翻遍家里，只有一盒过期的
退烧药，当时就在微信群里求助。”杨琪说，半
小时不到，就有好几位邻居在群里回复说有
泰诺、布洛芬等退烧药。住在对门的邻居阿
姨说：“我离你最近，我直接放你门口。”

“阿姨给我放了一个小袋子，不仅有布洛
芬，还有维C含片。”更让杨琪感动的是，吃完
药后四五个小时，邻居阿姨又来敲门了，关切
地问：“吃了药感觉怎么样？还有什么要帮忙
的？”得知她目前一个人在家，那天傍晚，阿姨

送来了自己专门熬的一碗白粥和几个面包。
“趁热吃，发发汗，好得快。”阿姨虽然戴着口
罩，但杨琪看到了她温柔的笑脸。

“之后，每天晚上我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
菜。”杨琪说，以前跟对门阿姨一年都说不上几
句话。经过这件事，她主动和阿姨聊天，才知
道阿姨的女儿只比自己大两三岁，共同话题很
多，“我们已经约好了，来年要一起出去玩呢！”

3 年来，疫情犹如一面镜子，让人们重新
审视自己，烛照他人。

张宁从老家河南来杭州已经 6 年了，这
个冬天，她惦记着 3 个同为新杭州人的年轻
姑娘——她们合租一处，很快都“阳”了。张
宁马上给她们发了微信：“药够吗？”

“姐姐，我们原本有一板药，但现在 3 个
人都倒下了，有点不够分。”女孩的回复后面，
有一个“哭哭脸”表情。

张宁家中有老人小孩，一直有备药的习
惯，她打开药箱盘了盘“家底”，拿上两盒药和
维生素，还带了一些罐头、牛肉干和牛奶。“小
姑娘不会做饭，给她们准备些方便的食物。”
去的路上，张宁认真做了防护，戴好 N95 口
罩，口袋里还揣了一瓶酒精消毒液。

刚放好东西，她的微信就蹦出一条信息：
“谢谢姐姐！”后面是一个“小爱心”表情。

比起害怕和担忧，她感到更多的是温
情。“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生病不一
定会跟家里讲。这时候能帮一下的话，是雪
中送炭。”张宁说，虽已经成家，但特别能体会
远在异乡年轻人的孤独感。

从“群群互助”到“城城闪亮”

“这些来自网络的信息不太准确，请业主
们不要盲目听信。”

“感染病毒的业主在多喝水的同时，也要
小心‘水中毒’，可以加点盐，记得 24 小时饮

水不要超过3升！”
这两天，在杭州市拱墅区运河金麟府小

区，一支由医生、护士、药剂师组成的志愿医
疗小组活跃在微信群里，以实用的释疑和温
馨的提醒，持续温暖大家的心窝。

“目前，不少业主正在居家治疗，其中最
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用药。网上各种说法
都有，真假难辨。”绿城物业三分公司金麟府
项目经理吴足华想到：业主中从事医务工作
的不少，能不能请他们在休息时间为邻居们
在用药上把把关？

群能不能建起来，他心里也没底。“医护
人员已经很忙了，很多都是凌晨才能下班。”
吴足华试着联络了几个熟悉的医生业主，没
想到他们爽快地答应了。12 月 15 日，一则
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发布在小区各个楼栋群
里，当天就有40多名业主报名。

米市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师华珺是
其中一员，她说：“这段时间，大家对用药有各
种困惑，特别是对有基础疾病的大伯大妈来
说，感冒药、退烧药服用有很多禁忌。加入医
疗志愿组，我们义不容辞。”一条条用药科普、
防疫提醒被推送给业主，就像寒冬中的一股
暖流。

在全省各地，各式各样的互助群和倡议
书，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壮大。

“‘邻里·互助’药品共享大行动，期待您
的参与！”在温州，“共享小药房”接连出现。

“目前我们辖区有2个共享药品群，人数
加起来超700人。”温州市鹿城区七都街道组
织办工作人员胡晚露说，3 天前，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向辖区内全体居民倡议开展“幸福
里·药品共享互助”先锋行动，大家一呼百应。

群里有需求，就有人响应。建群后，她更
是发现两个“意外惊喜”。一是社会面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紧张。针对少数全家不适、无人
能外出的情况，街道也组建了以街道工作人
员、网格员和物业人员为主的送药小分队，确
保及时送达。二是最初以为会是“求药多、捐
药少”，但目前群内情况来看，愿意伸出援手
的人很多。

从最初的严防死守，到现在的共享互助，
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在上虞，由当地融媒
体中心组织的“防疫互助信息共享群”，半天
内就增加到了 6 个；在台州，市文明办发布

“邻里互助 药品共享”倡议书，倡导人们弘扬
邻里守望相助的时代新风和友爱奉献的志愿
服务精神，携手共克时艰。

“我们倡议市民们邻里守望、互助共享。”
12 月 21 日，杭州发布“最美杭州 守望相
助——致全体市民的一份倡议书”，倡议市
民们科学理性、按需适量购买相关药品、物
品；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倡议市民们坚持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保
持乐观平和积极心态。

正如倡议书中所说——不可否认，眼下
正值寒冬；不难看到，坚持便遇初春。三年偕
行，我们一步步走向破晓，而在此重要关头的
相互扶持，定能让明天更加美好。

被抗疫照亮的邻里关系：

靠 近 你，温 暖 我
本报记者 陆 遥 姜晓蓉 沈听雨 王璐怡 见习记者 朱柳霖

本报杭州12月22日讯（记者 纪驭亚
姜晓蓉） 2023 年 全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考 试 将 于 12 月 24 日 开 考 。 21 日 晚 开
始，我省各高校陆续公布考生须知和考
点公告。

此前，国家有关部门就研考防疫工
作答记者问时提到，各地要结合实际，可
有针对性设置核酸阳性考场、应急处置
考 场 等 。 隔 离 考 场 如 何 安 排 ，做 好 保
障？记者采访了省内多所高校考点的负
责人。

“因为阳性考生的数量每天都在动态
变化，不到考前最后一天我们都不能掌握
阳性考生的确切人数。”浙江工业大学研究
生院和研工部的老师们这几天都忙到深
夜。该校研招办主任朱菲菲告诉记者，为
更精准掌握阳性考生人数，并缓解阳性考
生焦虑情绪，浙工大考点专门组建了隔离
考场考生钉钉群。目前，群里已有 400 多
名核酸阳性考生要在该校隔离考场参加
考试。

朱菲菲介绍，考点为隔离考场安排了
单独的教学楼，除了提前准备好的20余个
隔离考场外，还可以随时调配同幢考试楼
里的其他教室进行补位，考位充裕。她向
记者展示了位于浙工大屏峰校区的考区
图：核酸阴性考场和阳性考场被安排在校
园的两侧，考生还有专门的行走路线，确保
阴性和阳性考生没有碰面的机会，实现物
理隔离。

浙江师范大学考点相关负责人表示，
浙师大考点将承担 4748 名考生考试的任
务，目前准备了近20个隔离考场。因为考
生须凭首日考试前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
告参加考试，所以多数考生已在21日做了
核酸检测。目前考生们的核酸检测结果还
没有全部出来，但他们预估可能还要增加
隔离考场数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考点的隔离考场和
备用考场同样设置在单独楼宇且入校口单
独设置特殊通道。考生进校后用防疫车闭
环接送至隔离考场，同时校园内设置专门
的特殊通道供阳性考生步行。

监考教师招募工作让多位高校研考相关负责人印象深
刻。“每天都有老师感染，但每天都有更多的老师挺身而出，愿
意穿上防护服冲在第一线。”朱菲菲告诉记者。在浙江农林大
学，需要40名隔离考场监考老师，而在刚刚结束的接龙中，共
有59名老师报名。

隔离考场考生的用餐和医疗保障也非常受考生关注。记
者了解到，浙江工业大学考点给考生提供送餐服务，也允许考
生自带中饭。浙江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则提
供订餐和送餐服务。浙大城市学院则为隔离考场考生免费提
供盒饭，中午学校将会把盒饭送至各楼层口，考生按需领取后
回考场就餐。本周三开始，浙江师范大学就开放了午餐预约
平台，考试期间需要用餐的考生可提前预约。

隔离考场的医疗服务是隔离考场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个考点基本都有应急处置点或应急预案，会安排专业医生
并配备退烧药等常用药品，守护考生平安。浙江农林大学研
究生院副院长田海涛告诉记者，每场考试结束后，他们会在卫
生健康部门指导下，对隔离考场的试卷、答卷等考试材料和用
品进行专业消毒，采取单独封装处理。

考研进入倒计时

，我省多所高校已备好隔离考场

—
—

考位准备充裕

提供送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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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丽水 12 月 22 日电 （记者 黄彦） 22 日，丽水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全市 22 家二级
及以上公立医院均已开设 24 小时发热门诊，171 家基层医疗
机构均开设发热诊室，覆盖率达100%。

通报称，在农村地区，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均可接诊
发热患者，46 辆流动巡回诊疗车开展巡回诊疗服务，切实保
障偏远山区群众就医需求。同时，丽水已有33家医疗机构入
驻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并开设“新冠咨询”栏目，选派各方
面专家为群众在线解答。

丽水共有医疗物资生产能力储备企业 5 家，为保证企业
生产正常，市经信局向企业派驻助企服务员，及时协调解决企
业物流、用工、原材料采购等方面的困难。为保障市民的用药
需求，丽水多渠道加大采购力度，并同步向省里申请调拨相关
医疗用品。目前，全市防治新冠肺炎的医疗物资生产平稳有
序，医疗机构储备物资和政府应急储备基本可以满足需求。

丽水基层医疗机构
实现发热诊室全覆盖
46辆流动巡回诊疗车服务山乡

杭州市美政桥社区蓝江公寓 3 幢某单元电梯内，密密麻麻贴着各类不同颜色的药物，供有需要的邻
里自取。 受访者供图

12 月 22 日，金华市金东区发布通告，经医生诊断后，发热患者
可到全区各发热门诊（诊室）及移动诊室，免费领取 4 片退烧药双氯
芬酸钠片，并呼吁市民不要焦虑恐慌、不要大量囤药。同时该区公
布了全区 16 个发热门诊（诊室）、移动诊室名单、地址，服务时间、咨
询电话。图为金东区多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患者正
在排队领药。 本报记者 朱浙萍 共享联盟·金东 李方政 文/摄

退烧药免费领

“新十条”发布后，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
阶段，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保
健康、防重症成为核心目标。

老年人一直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点
人群，也是更容易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急危重
症的脆弱人群。眼下，加强老年人的保护和
治疗，是降低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的关键。

疫情 3 年来，养老院是最早封控的场所
之一，也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社会面
放开后，新增感染者处于快速增长期。面对
即将来临的疫情高峰，浙江1871家养老院准
备好了吗？

养老院抗疫用了哪些招

“现在一律不能进院探望。”12 月 22 日，
记者来到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门口，值班人
员正在远远挥手劝退几位家属。两周前，这
里就已经实施封闭式管理。据了解，杭州市
社会福利中心共有1200多位老人，平均年龄
87 岁。今年以来，中心共经历了 5 次封闭，
累计达100多天。

“随着社会面放开，传染风险加大，此次
封闭管理的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中心主
任孙晓冬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目前，除有临终
关怀等特殊情况外，中心不接待包括家属在
内的外来人员走访探望，老人不能擅自离院
外出，300多名工作人员同样在中心吃住，日
常所需的物资要在经过酒精喷杀和安全静置
后才能进入中心。

浙江是全国最早实行养老院全面封闭管
理的省份，目的是为了将疫情挡在门外。3
年来，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浙江的养老院封闭
管理近 10 次。不论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县
城，多次封闭管理，对各地养老院来说，相当
于上了一次次疫情防控“实操课”，从外到内
的管理都在逐步优化。

位于青田县章村乡的颐康安养中心共有
在院老人41人，规模虽小但应有的管理措施
一项不少。院长刘超告诉记者，他们在对外
封闭的基础上，还将院内的护理员和老人按
楼层进行分区管理，每人对应负责相应楼层
管理，饮食方面不再堂食，采用打包分餐，尽
可能减少楼层之间人员流动，降低风险。

12 月 8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
负责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要求养老院这些特殊机构做好
相关的预案。

“3 年来，我们的应急预案一直在不断完
善。”孙晓冬说，目前院内除感冒药品和抗原
外，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相对充足，如果有老
人出现可疑症状，首先将转移至院内隔离区，
中心会立刻联系救护力量全程闭环送医，确
诊未感染的，在经过隔离观察后可返回中心，

“为了确保院内其他老人安全，一旦出现老人
离院的情况，我们通常建议家属将老人接回
家中照料。”

对于目前采取的封闭管理措施，采访
中，不少老人和护理人员都表示理解和支
持。然而，作为养老院负责人，他们担心长
期封闭容易造成强烈的焦虑烦躁情绪，这一
点不容忽视。

家属最关心的问题是啥

这段时间，是疫情 3 年来养老院防控最
紧张的阶段，而眼下又是流感易发的季节，老
人紧急就医需求能否保障？有没有打通绿色
通道规避感染风险？这些都成了家属们最关
心的问题。

从舟山本岛到嵊泗县枸杞乡乘船需要两
三个小时，看病就医本就不便。张存芬是嵊
泗县枸杞乡社会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12
月 11 日，她接到封闭管理的通知后，想到院

内的11位老人普遍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
础病，就立刻联系了枸杞乡卫生院，“还好电
话打得及时，药‘抢’到了”。目前，他们储备
的口罩、消毒酒精等防护用品以及相关药品
都比较充足。

常态化看病就医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一
旦出现急危重症需要外出就医等情况，仍是
养老院的忧心事。日前，省民政厅下发文件，
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指导养老机构制定院内分
类分级服务方案，建立与辖区医疗卫生机构、
药房的协作机制，明确转诊流程。

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的宁波市凯
健夏映苑养老院是一家民营养老院，院内住
了67位老人。“我们院内配有一名全科医生，
一般性的问诊，可以在院内完成，不需要老人
外出就医。”院长王珊珊告诉记者，目前养老
院和鄞州中医院建立了合作，为老人就医开
辟绿色通道，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外出就医流
程，从出养老院到专车接送，从个人防护到车
辆环境消杀，从设施隔离房到安排专门就医
陪护和司机，“我们把外出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点尽量考虑周全，既方便老人外出就医又避
免出现交叉感染。”王珊珊说。

据了解，12 月 19 日，宁波市卫生健康委
还发布了《宁波市养老机构休养人员外出就
医防疫指引》，涵盖了对需要外出就医的老人
进行分类管理、点对点闭环转运、返回养老机
构后在独立区域健康监测3天、实施核酸“三
天三检”等7项内容，指导相关人员必须外出
就医时如何做好防疫工作。

封闭了就能百分之百安全吗

对养老院而言，真正的战疫是从今年 12
月打响的，但从全国来看，即便最严格的封控
措施，依然有养老院“破防”。

采访中，不少养老院负责人坦言，当前养

老院难以保证绝对安全。比如老年人外出就
医会有感染风险，养老院每日还有必需物资
的进出、紧急维修人员入内等，养老院不是铜
墙铁壁，做不到密不透风。

现在养老院能做的是尽量让老年人平
稳渡过第一波感染高峰，在这期间，依然困
难重重。“感冒药、咳嗽药不是非常充足。”这
两天，王珊珊一边联系总公司调拨，一边向
院内老人家属发去征集信，寻求众人帮助，
共同为老人备药。张存芬担心的则是硬件
设施，她所在的养老院入住率达到 70%，隔
离室只设置了 2 间，“万一感染人数多了该
怎么办？”丽水地处山区，多数养老院规模不
大，护理员少，无法做到分批轮岗作业。部
分养老院负责人表示，如果出现护理员感
染，一旦让其居家隔离，养老院马上就会面
临人手不足的窘境，“实在是有些难办。”一
位养老院负责人感叹。

有专家建议，在感染高峰来临前，各地
的民政、卫健等部门要尽快建立联动机制，
全面打通养老院感染老人紧急救治绿色通
道，当有老人感染，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并保
障附近医疗机构能及时接收感染老人，医疗
专家判断病情后及时送医治疗或由家属接
回居家隔离。为避免造成医疗挤兑，没有出
现严重症状的居家治疗人员非必要不去医
院，尽量把医院床位留给老人和孩子。同
时，给予养老院工作人员更多激励政策，进
一步稳定“军心”。

“加快老年群体新冠疫苗接种也刻不容
缓。”不少养老院负责人表示。从全省来看，
目前全省养老院内部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
达 68%。眼下，各地正在加快推进养老院内
部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除四类禁忌人群外，
尽快实现“应接尽接”。根据省民政厅下发的
文件要求，我省将争取在 2023 年 1 月 15 日
前养老机构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达80%以上。

疫峰将至，养老院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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