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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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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铌紫

“我突然有个想法，现在不少外卖小
哥送外卖后回不了家，我们可否拿出一
些门店出来供他们休息？”

“先内部统计一下，看目前哪些门店
可以拿出来。”

……

一个暖心帖子

11 月 13 日凌晨时分，一个题为
“望扩散！帮帮送外卖的小哥”的帖子
在某公众号发布。文中，重庆到家了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凯，提出
为在外奔波的外卖小哥提供休息场所
的想法。很快，这个充满温度的帖子
在社交平台传开来。

“现在正值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阶
段，多亏了外卖小哥给市民送物资。马

上要降温了，我们在重庆有1300余家门
店，就想着能不能拿出一些门店，供无法
回家的外卖小哥暂时住一住。”到家了公
司相关负责人解释，公司作出这一决定
后，大家迅速在工作群里商量讨论，统计
目前可开放门店的数量和分布点。

不少员工得到消息后，自发前往家
附近未封控的门店，打开门和灯，用A4
纸打印“欢迎外卖小哥到这里休息”并贴
在门上。“很受感动，虽然我们还没有发
正式通知，但是大家特别积极，都想为抗
疫尽一份力。”该负责人说道。

第一时间对接

随后，王凯又联系到市委统战部和
团市委，表达了将门店提供给外卖小哥
休息或住宿的意愿。团市委随即与美
团、饿了么公司进行了对接，并建立联络
群，收集外卖小哥的需求。

很快，到家了公司根据饿了么公司
的需求，开放不在封控区域的18个门店
供外卖小哥休息，并将门店信息发送到
外卖小哥的联络群。

这些门店配备有沙发、饮水机、桌
椅等,分布在江北、九龙坡、两江新区、
南岸、沙坪坝、渝北、渝中等区域，到门
店借宿的小哥可免费使用水电和备好
的防疫物资。接下来，到家了公司还将
继续与美团对接，按需求扩大门店开放
数量。

记者了解到，到家了公司现有500
余名员工在各自小区当志愿者，其余的
封控在家。因此，各门店将直接把钥匙
或锁密码提供给外卖小哥，小哥到店后
自己开门，离开时把门关上即可。

一场爱心接力

“感谢到家了的各位亲们，骑手脸上

洋溢着安心笑容。”“杨家坪艾佳沁园店
已入住，白天稍微休息下也是很好的，给
你们点赞”……一天下来，已有不少外卖
小哥走进到家了门店休息，大家纷纷在
联络群里发送照片和留言，表示感谢。

爱心与善意还不止于此。在上述帖
子的留言板上，“灯晃plus酒馆”的老板
赵小平也表示：“有需要的外卖小哥可以
给我打电话。”

赵小平对记者表示，这两天在网
上看到外卖小哥在露天坝椅子上睡觉
的照片，很心酸，“希望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情。”

灯晃plus酒馆位于江北区鎏嘉码
头融景城附近的“九街有个单位”文创街
区。赵小平告诉记者，酒馆内有矿泉水
和被子，厨房也能使用，外卖小哥可以睡
在沙发上，“今天已经有外卖小哥联系了
我。”

降温了，让为抗疫“奔跑”的外卖小哥有个温暖的“家”

一个帖子引发一场爱心接力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连日来，
外卖小哥坚守岗位，冲锋在物资保障的
第一线，但他们寻找休息场所却遇到了
麻烦。11月13日，根据外卖企业的需
求，在市委、市政府指导下，市委统战部、
团市委积极发动重庆到家了、链家等公
司，协调出中心城区内300余个未封控
的100平方米以上门店，向外卖小哥免
费开放，作为临时居住点。

“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宅’在家

里，但外卖小哥们奔波在大街上，满载
着市民们选购的生活物资、美食，将一
份份期待安全、及时送达。”团市委相关
负责人称，此次协调的这些门店配备有
沙发、饮水机、桌椅等，可供小哥白天和
夜间休息补给。

同时，外卖小哥应严格遵照抗疫
保供人员通行证、绿码、24小时核酸
阴性等防疫要求入住，不聚集交流，
每个门店只住同一公司的骑手，且不
超过10人，配送期间两点一线闭环管
理。

“感谢大家的关心，为我们找到临时
住所，有效降低了我们往返小区家里造
成接触面扩大的风险，避免了很多可能
的麻烦，白天也有了补给场所，保供配送
更加安心。”入住“临时服务驿站”的外卖
小哥古绍勇说道。

300 余门店对外卖小哥开放

◀11月13日，茶园新区，外卖小哥在一个新近开放
的“临时服务驿站”休息。

本组图片由记者解小溪摄/视觉重庆

▲11月13日，两名快递小哥来到位于南岸区的“到
家了”同景国际城A区门店，准备在这里休息。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凯

叮叮叮……11月13日清晨7点过，渝北区回兴街道金兰路社
区，便民服务大厅内电话铃声响起。一个娇小的身影，拄着拐杖一瘸
一拐赶回工位接起电话，耐心解答居民关于疫情防控的问题。

这是28岁的社区干部刘冰馨，最近因为拄着拐杖坚守岗位，被
居民们戏称为“拐杖妹儿”。

11月2日，刘冰馨在购买后勤保障物资时不慎摔伤，右脚踝骨
折。“医生建议她静养疗伤1个月，但冰馨说疫情防控工作眼下处于
最吃劲、最紧要、最关键的时期，休养了几天，便不顾劝阻，拄着拐杖
回来了。她说社区人手少、工作量大，自己不好意思待在家里。”金兰
路社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刘冰馨一只脚全部封着石膏，完全不能着地，社区的政策解
释、电话排查、混管追阳、转运密接、人员信息整理等内勤工作都是她在
落实。社区其余人员全部下沉一线，从事值守卡点、核酸检测等工作。

为隔离人员提供心理疏导，给有就医需求的居民开具证明，做好
独居老人关心关爱工作……刘冰馨说，同事们冲锋在前，自己在“后
方”做这些事还是能胜任的，这也是一名社区干部、一名青年党员应
有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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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妹儿”蹦蹦跳跳回来了

抗击疫情，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连日来，重庆无数党员干部、医务

人员、公安干警、快递小哥以及普通市民的积极参与令人感动，令人起敬。

同心抗疫，可以是奋勇“逆行”冲锋在一线，可以是对医护人员的一句问

候、一声“加油”，也可以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体谅……

致敬抗疫中的每一个“你我他”！
一线抗疫故事

爱心再接力>>>

□臧博

面对很多外卖小哥为了工作无法
回家，晚上休息场所也不固定，一家公
司的管理人员触景生情，统计了公司
可提供住宿的门店并准备好行军床和
沙发后，公开了门店位置和联系方式，
方便有需求的外卖小哥晚上到店里休
息。

简简单单的故事，在全市万众一心
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带来的是实实在
在的感动。

对许多市民而言，外卖能点、快递能
到，是在“静下来”的日子里，安全感的来
源。“家里有粮，心中不慌”，稳定的物资

供应和物流保障，实实在在地给一定程
度上心存焦虑或疑虑的市民以安慰。

物资来自何处？快递小哥就是其中
的重要力量。

为了配合疫情防控，避免给家人和
客户带来风险，很多快递小哥暂时回不
了家。很多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同时积极想办法帮助他们——有热心
商家为快递员准备了临时休息点，有
热心市民点餐时多为外卖小哥点了一
份……想方设法为“小哥”们提供生活

上的帮助，让他们吃得上热饭、洗得上
热水澡、有稳定休息的地方。这种助人
者与受助者的“双向奔赴”，见证着重庆
的温情与团结。

重庆是个英雄的城市，重庆也是座
温暖的城市。

在抗疫的关键时刻，这些连续奔波
在路上的小哥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英
雄。他们的高效配送，保障了千家万户
生活物资的供应；他们的努力奔波，减少
了社会面的流动。他们的“动”，让我们

能安心地“静”下来，从容抗击疫情。他
们值得我们温暖相待。

一次次善举，汇聚起这个城市抗击
疫情的强大力量;一点点善意，积累起我
们打赢疫情歼灭战的信心。怎样被“小
哥”感动，就该怎样去善待“小哥”。向他
们道一声谢谢，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
及的帮助，一起让重庆更有爱，一起让社
会更温暖，这本身就是在凝聚抗疫强大
的社会力量。

谢谢您将温暖送给快递小哥！

感谢您将温暖送给快递小哥

□本报记者 崔曜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作为重庆日报记者的我又多了一个身
份——社区志愿者。11月12日，我联系了所在的两江新区天宫殿街
道星湖路社区，在报送了相关的信息和申请后，成为社区众多志愿者
之一，协助社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接受培训，“全副武装”上岗

11月12日晚上8点左右，我接到社区的工作指令：次日上午8点
准时在龙湖水晶郦城静苑小区8栋与9栋楼下集合，这里是当天的小
区居民核酸样本采集区域。

13日一早我就起来了，说实话内心还是有些忐忑。因为从来没
有当过抗疫志愿者，如何做好这份工作对我是一个全新挑战。

上岗前，星湖路社区网格员李文娉对我进行了培训，包括如何做好
自身防护，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解答居民对疫情的困惑……

小区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帐篷，我和社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进
去换了衣服，“全副武装”起来。

扫码提速有“诀窍”

上午9点，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开始。水晶郦城小区有1000多户
居民，需要完成2000多人次的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庞大的工作量考
验着现场每一位工作人员。

“各位居民朋友，请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提前打开‘渝康
码’。”龙湖物业工作人员宋宸昊录了一段话存进扩音器，然后把它放
在旁边的桌子上，以便每位排队的居民听清楚要求，提前做好准备。

我被安排参加扫码工作，先扫一个开箱码，扫试管条码、居民的
渝康码或身份证，扫够20名居民后封管，然后再扫下一批。

两个小时后，社区工作人员让我去维持现场秩序。大部分居民
都依次排好队，保持安全距离。不时有居民过来询问和求助，我都一
一解答和帮助。

她一天排查3000条疫情数据

下午1点左右，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工作结束，我当天的志愿服务
工作也暂告一段落。但对李文娉而言，更重的任务还在后面。快速吃
完盒饭后，李文娉回到社区办公室。小憩一会后，她又坐到电脑桌前。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只是李文娉工作中的
一部分，每天她还要排查3000多条涉及疫情数据。

她说，社区工作人员已经连续5天工作、休息都在办公室了，疫
情期间没有上下班的概念，随时都要进入工作状态。

核酸检测样本采集结束后，宋宸昊也没有闲着，马不停蹄地参加
了物业公司的工作会议。“我们每天都要开会讨论当天的核酸检测样
本采集工作，思考一下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12日的出入通道较
窄，造成核酸样本采集不便。我们开会讨论后，设置了新的采集点。”
宋宸昊说，13日的采集点就调整到一个较为宽敞的地方，进出通道
用隔离线分开，互不干扰。

接下来，我还将继续自己的志愿服务工作，为社区疫情防控贡献出
一份力量。

我在社区当志愿者
本报记者参与社区核酸样本采集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1月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11月1日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累计
出动执法人员6600余人次，检查商超、
农贸市场、药店等市场主体4420家，多
维度发力保障“菜篮子”、“米袋子”和防
疫物资价格稳定。

据介绍，针对疫情期间重要民生商
品价格容易发生波动的特点，市市场监
管局制定了疫情期间维护价格稳定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调整优化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体系组织架构，设立专项工作组，
开展“日调度”“日研判”，全面加强维护
价格稳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同时，该局对新世纪、永辉、盒马、饿
了么、美团等经营者进行行政约谈，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价格自律；发布《疫
情期间维护市场秩序提醒告诫书》，要求
各类经营者依法经营，严禁哄抬价格、虚
假宣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监管执法方面，市市场监管局加大

对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价格执法
检查力度。11月1日以来，该局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6600余人次，检查商超、农
贸市场、药店等市场主体4420家，对投
诉举报反映和检查中发现的哄抬价格、
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依法立案
调查。

此外，该局还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组
织平台商品价格专班，加强对重要民生
商品线上线下价格监测。

市市场监管局鼓励广大市民：及时
提供借疫情之机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
违法行为的线索，共同维护疫情期间良
好市场价格秩序。

确保“菜篮子”“米袋子”价格稳定

重庆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哄抬物价

□本报记者 刘一叶

“这几天工作量确实大，好在大家都顶住了。”11月12日晚，记
者电话联系上张桓的时候，他刚给社区居民送完药回来，说话间隙还
在急喘气。

张桓是沙坪坝区联芳街道联芳桥社区某药房负责人。本轮疫情
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名，成为联芳街道大城小爱小区的红岩
志愿者。

“我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核酸信息登记、物资搬运、药物咨询配送
等。光是为社区居民送药这一项，每天少说也要送60次。”张桓称。

这是一项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张桓回忆道，第一天到岗的时候，整个大城小爱小区参与志愿服

务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共有40余人，但是大家要服务的社区居民
有3400多人。算下来，每一名志愿者要对接服务近100人。

“这段时间很辛苦，但整个过程都没有人叫苦。为了能早点打赢
疫情歼灭战，苦点累点不算啥。”张桓说，更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天不
断有新的志愿者补充进来，大家的压力正在减小。

故事主角故事主角：：沙坪坝区某药房负责人沙坪坝区某药房负责人、、红岩志愿者红岩志愿者

他每天给居民送药60多次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