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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移动核酸采样亭，再仔细瞧
瞧，却不大一样——

外面张贴着“便民发热诊疗点”标识，里面坐诊人员“全副
武装”，前来的市民不是测核酸，而是看病取药。

眼下正处于新冠病毒疫情和冬春流感的高发期，为最大
限度满足群众诊疗需要，上周开始，温州在建成全市47家发
热门诊和206家基层发热诊室的基础上，又让符合条件的个
体诊所、村卫生室、门诊部等基层医疗机构统一增设或改造成
便民发热诊疗点，其中，有些就是从大家熟悉的移动核酸采样
亭改造而来。

温州最近提倡市民“非必要不排队做核酸”，不少核酸采
样亭被改造成便民发热诊疗点后，不仅缓解了医院发热门诊
的压力，也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目前在温州，这样的亭子
有100多个。被改造的采样亭里面配有哪些设备？是如何方
便市民看病的？我带着疑问，来到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南浦路
的核酸采样亭，现场当起工作人员的助理，一起体验它带来的
问诊开药便利。

“这里就可以直接看发热。”
还未到目的地，就有居民给我指路，循着手指的方向，亭

子就在大马路边上，十分醒目。这里恰好挨着小区后门，边上
就是鹿城区南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边大多是老旧住宅，居
住的多是老人。“以前我们习惯到这里做核酸，现在这边改掉
了。”居民又热心地说。

看看四周，采样亭窗口前两个熟悉的“长手套”、为了方便
市民排队临时搭建的蓝色遮阳伞、脚下的“一米线”标识，都让
我感慨，“还是熟悉的配置”。探头看看里面，却是改造一新：
核酸检测的提示标识已经被取下，窗户紧闭，改为一侧的小
门开着，4平方米不到的空间里，新摆进了一张长桌，一个台
式电脑拉着网线，边上是医保刷卡机器、小型打印机，四周
架子和地上一摞一摞摆放着药品，止咳的、退烧的、治感冒
的……各类都有。

鹿城区南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朱峥嵘见我
来，继续介绍道，核酸采样亭具有一定基础条件，改造起来很
方便。

原来，温州的核酸采样亭多是归属相关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或者药店管理，核酸采样人员来自社会招募等。现在，
核酸采样亭被改建成便民发热诊疗点后，则由卫生服务中心
运营，里面坐诊医生也悉数来自居民家门口的社区医生。

朱峥嵘打趣道：“现在我们叫这个是‘发热亭’。”南浦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设有发热诊室，上周“发热亭”投用后，患者分流
不少。“现在每天早上8时到11时半，下午1时半到5时，‘发
热亭’固定排班，医生开诊。”朱峥嵘说着边招呼我“上工”，“先
赶紧去换身衣服。”

在边上的卫生服务中心里，当天轮值便民发热诊疗点的
周伟，是在社区工作了10多年的全科医生。她麻利地拿出了
防护服6件套，准备给我换上。一整套装备有一次性帽子、
N95口罩、医用隔离面罩、蓝色隔离衣、医用橡皮手套、鞋套，
总共6样。

当我还在犹豫怎么穿的时候，周伟已经麻利穿戴好，准备
出发了。

“虽然是在户外，但坐诊一天，我们要接触发热患者，这一
切防护都不能马虎。”这已经是周伟第三次当班便民发热诊疗
点，她提醒我手套一定要牢牢扎着隔离服袖口，口罩缝隙要压
实了，面罩也绝对不能摘下。坐诊便民发热诊疗点一天，起码
8个小时，防护服不便穿脱，所以进去便民发热诊疗点前要尽
量少喝水。

通常看病配药，要先挂号，到门诊室，再到药房取药……
而在便民发热诊疗点，一切全省了，我们相当于一个人得干三
个人的活。周伟医生坐诊在里面看病开药，我就在外面维持
秩序，接受问询，要是便民发热诊疗点临时缺药，我就送进去，
随时有个照应。分工完毕，我们马上开干。

亭子就在家门口

“医生，我前几天发烧退了，怎么今天又
开始烧了呀。”刚打开亭子的门，就有患者前
来，60多岁的赵爷爷家住附近，之前常在这
里测核酸，得知亭子被改成发热诊疗点，便
径直找来。

“您医保卡带了吗？现在体温多少？还
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吗？”周伟关心地问。

“早上测过了，38.6℃，还有些咳嗽、喉
咙痛。”

周伟麻利地接过老人的医保卡插上，在
全科医生综合平台上，开具处方，转过身配
起药，“4粒退烧片，38.5℃以上可以吃，每次
一粒，一天不超过两次，止咳药饭后吃，过几
天再看看症状有没有减轻，这几天一定要休
息好、多睡觉。”她边叮嘱着边递上一袋药，
整个流程不过5分钟。

赵爷爷连着点头说，“记住了”。他不忘
对我竖起大拇指道声感谢，“这里确实很方
便！”

“这里咳嗽可以看吗？我前几天发烧
过，现在喉咙还痛着。”“温州现在有免费发
放退烧药，这里可以领取吗？”……

见我在街角“全副武装”地徘徊维持秩
序，不少市民路过，也围上来咨询打听。目
前发热相关的十种症状，便民发热诊疗点都

可以看，包括感冒、咳嗽、畏寒、全身肌肉酸
痛……隔着护具，我说话有些费劲。

前来问询的大多是老人家，我还要提
醒大家戴牢口罩，搬来塑料椅子给大家坐，
好在问诊方便，前来的市民不需要等多长
时间。

有没有退烧药，是几位过路市民最关心
的。我把对乙酰氨基酚片按照4粒一小袋
拆分好，放在亭子里备用，只要是发热患者
尤其是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都可以登记信
息，免费领取。

身着环卫服的张师傅，刚交完班赶来，
戴着口罩也遮不住他被冻得通红的脸，家里
人发烧了，他干着急。“医生，我能在这里买

药吗？”我带着张先生先测体温，36.5℃，张
先生已经退烧了，但说话间还在咳嗽。周伟
听了后，又详细问张先生近况，给他开药，

“这几天还是要和家里人尽量居家隔离，互
相之间注意分餐、手卫生，好好休息，照顾好
自己！”张先生连着点头。

一遍又一遍，医生给发热患者看病，也
普及健康知识，一次次回复下来，常常说得
口干舌燥，有的老人听不清楚会重复问，有
些患者疑惑比较多。“没办法，面对有需要的
发热患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比他们更有耐
心。患者焦虑，我们要让他们别担心，相信
病可以治好；患者大意，我们要让他们格外
小心，注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周伟说。

看病开药很方便

忙着忙着，已经过去两个小时。穿着
隔离服，站在街头，冷风刺骨，紧箍着防护
面罩让我有点晕乎。

周伟喊我休息，自己却坐在亭子里不
敢挪位子，“我没关系，可不能等下让患者
找不到医生了。”用周伟的话说，其实在这
里坐诊，“还算是轻松的”。

鹿城区南浦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诊室
和便民发热诊疗点，有4名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务人员轮流坐诊。“最近几位医生
连着上班，我们也不忍心。”朱峥嵘说，现在
在发热诊室，社区医生朱炳雁、雷晓锋还在
坚持接诊，给患者测体温、留观、开药，大家
忙得连轴转。

实际上，脱下防护服，周伟和我们一
样，也是普通人。在外，她是患者信赖的医
生；在家里，她是孝顺父母的女儿、念家的
妻子，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周伟坐在便民发热诊疗点里给发热
患者看病，已连续两周，与我相比，要淡定
很多。

说不害怕是假的。周伟向我吐露心
声，其实自己一家子也刚“阳康”，家里人
前几天还在发烧。但这期间，自己一直很
谨慎，不敢被感染。“上班有患者要等着接
诊，回家我还得扛起责任，照顾一家子。”
她说。

这段时间游走在病毒之间，可想而知
医生有多不易。周伟也告诉我自己的防护

“小秘诀”，她指了指身上，除了这身严丝合
缝的“保命”隔离衣，其实每次上岗前，她会
特地换掉从家里穿来的衣服。

下午5时半下班，天色已晚，这会儿亭
子内亮起了灯，周伟坚持接诊完最后一个
发热患者，才准备“收摊”。最后的步骤也
很多，打开亭子顶部的紫外线消毒灯，锁上
门给亭子消毒。周伟小心脱掉全身的隔离
衣，手消毒完，还要换下衣服，洗把脸，整个
清理完毕，才安心回家。

一天的工作体验下来，小心和谨慎，
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相信还有很多像周
伟一样逆行的社区医生，守在群众最需要
的地方，默默付出、从不抱怨、坚守岗位，
参与这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健康保
卫战。

“加油！相信我们能挺过这个阶
段。”周伟说，每次下班后脱下隔离服，想
着自己还健康着，又
释怀地笑了，她跟我
挥手道别。看着她
的背影，我想，也许，
这就是结束“发热诊
疗点的一天”最大的
确幸吧。

我们能挺过去我们能挺过去

记者蹲点改造后的温州鹿城核酸采样亭，跟着医生体验——

问诊开药，一站搞定
本报记者 王艳琼

周伟医生在便民发热诊疗点里坐诊。 通讯员 陈姝彤 摄

王艳琼

·资 讯··资 讯·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
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为了让柯
桥青年更好地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共青
团柯桥区委依托各级基层团组织打造

“15分钟青年学习圈”。一方面把一场
主题宣讲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且
注重宣讲形式多样、宣讲的内容易接
受；另一方面，依托地铁、城市书房、青
年之家等站点，让青年在城市生活圈的
15分钟内就可以找到学习场所。以就
近学、快速学的方式，为青年成长赋能。

11月下旬，团柯桥区委联合浙江
音乐学院团委、柯桥区轻纺城建管委
举办的“纺都青年心向党”青年宣讲活
动进中国轻纺城市场，“纺城星声代宣
讲团”代表周一婧作了《一块布上的城
市》的主题宣讲，随后浙江音乐学院

“文艺轻骑兵”进行了《忆峥嵘岁月，扬
青春之帆》的情境式宣讲。每个主题
宣讲控制在15分钟以内，这样的宣讲
没了以往的说教味儿，多了轻松和幽
默，让人既能听进去，过后回味，还能
引起新的思考，引得市场的商户纷纷

走出门市部观看。
“如今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我们与

时俱进，浓缩宣讲内容，将宣讲时间基
本控制在15分钟以内，宣讲形式也尽
量年轻化多样化。”团柯桥区委书记胡
珊珊说道。柯桥被誉为“托在布上的城
市”，中国轻纺城内进行宣讲，很符合柯
桥的城市定位，也让市场内经营户听到
了青年的声音。近年来，伴随着一批批
青年人开始主导经营一线，市场内青年
比例不断提升。团柯桥区委因势利导，
大力吸引轻纺城市场青年进入宣讲团，

并定期举办各类青年人喜欢的活动，通
过音乐宣讲、歌唱串烧、市集宣讲等形
式，让宣讲更“接地气”。利用围炉煮茶
等青年喜欢的形式，搭建纺织行业的青
年创业者学习交流平台，以轻松愉快的
方式提升学习效果和青年传播度，为轻
纺城市场二次腾飞注入青春动能。

位于齐贤街道的星火龙山红色基
地就是齐贤街道青年15分钟学习圈的
一个重要场所。青年党员通过组织红
色剧本杀活动，吸引了一批批的外卖小
哥、大学生、回乡青年来此体验。同时，

齐贤村团支部书记高行峰在新建成的
场馆中，向村民、青年群众作宣讲。在
安昌街道的安昌古镇青年之家内，开展
了一场传统工艺和现代传承的文化碰
撞，依托直播等新媒体方式，助力共同
富裕建设。此外，团区委还在学生、团
干部、青年职工、青年创业者等各类群
体中，设立“青年学习社”“青年社团说”

“团干大讲堂”等青年讲堂，组织读书
会、分享会等活动，形成科学有效、分层
分类的学习布局。

此类学习宣讲活动，正在柯桥不间

断上演。团柯桥区委联合各镇街，充分
发挥微信公众号、微信联络群等社会化
动员渠道作用，做好青年之家学习平台
活动的发布、报名、记录、展示、评价等
工作，推动更多团员青年参与到学习热
潮中，举办青年Talk秀等宣讲比赛、学
习会20余场。此外，团柯桥区委将推
动清廉文化在团员青年中入脑入心，引
导团干部积极树立清澈纯粹的形象，更
加清楚地理解“清廉思想”与青年发展
的促进关系，从源头提升团员青年的凝
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就近学 快速学 共青团柯桥区委打造“15分钟青年学习圈”
马可远 胡华杰

方溪，因溪得名，位于缙云县南
部，处于丽水市黄村饮用水源准保护
区，是国家级生态乡镇，生态环境优
良。

走进方溪乡方溪村，整洁的村道、
繁茂的花草，村民谈天说笑，宛如一幅
和谐宜居的乡村图画，这得益于方溪
乡今年大力推进的美丽城镇创建工
作。

作为全市首个单体投资最大的项
目——百亿抽水蓄能项目的主战场，

随着道路的贯通和主体工程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
进入方溪，给方溪村的整体生态环境
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为彻底解决问
题，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方
溪乡党委政府、方溪村两委班子以及
抽蓄项目部领导召开联席会议，结合
美丽城镇建设等工作，开展联合整治
行动。根据前期入村对各个点位摸排
结果，乡、村两级干部分头行动，逐一
销号，方溪村各个角落都遍布“美丽城

镇创建”的印记。
一直以来，方溪乡紧抓抽蓄项目

机遇，坚持把美丽城镇建设、“微改
造 精提升”等环境提升改造工程作
为提高乡村“颜值”、优化农村人居环
境、促进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关键一
招，着力抓推进、抓成效、抓巩固，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陆续建成了休闲绿
道、景观亭、口袋公园、文山小道、印
月桥等特色节点，打造了3条美丽风
景线，谋划了“全乡一个大景区”的全

域旅游格局。同时，通过旧物利用，
修旧如旧，利用水库移民时拆除的水
缸、石盘、石磨等老物件点缀，既花小
钱，还增添朴素韵味……这些由“美丽
城镇创建”助力的喜人变化正在方溪
乡持续上演。

此外，为使美丽城镇创建地成果不
断放大，方溪乡不定期开展旅游主干道
环境集中整治，不断提升旅游生态环
境。每月组织工作人员对主干道的乱
堆放、乱张贴的点位进行全面排摸，并

逐一拍照建立档案，确保不留死角。深
化清单销号制，同时积极发动村民参与
整治，通过清扫路面、清理乱堆放和乱
张贴点位等举措，做到“整改一个，销号
一个”。

“方溪乡是全县最小的乡镇，空余
用地不多，只有持续整治好现有空间，
才能更好地发展。”在方溪乡党委书记
李周杰眼中，“美丽城镇创建”是方溪撬
动发展的有效途径，“我们借着抽水蓄
能项目带动，以‘美丽城镇创建’‘六边

三化三美’‘全域洁静’等工作为抓手，
紧密结合乡域发展，促使方溪在建设美
好家园、发展美丽经济中快速成长起
来。”

写好“环境”文章 提升乡村“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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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溪乡绿道一隅
(图片由缙云县方溪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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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街头，由核酸采样亭改造成的便民发热诊
疗点。 共享联盟·洞头 庄海文 陈经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