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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 一线抗疫故事

2022年 11月 15日 星期二

责编 倪训强

美编 郑 典

11月13日早上，两江新区金山街道民心佳园社区服务站门口，约50名志愿者骑手准备赶赴社区各个角落全面参与疫情防控。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13日，曾信华接透析病人鲜小红回家。
（受访者供图）

14日，“桌布哥”正在送免费餐。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14日，龙山路社区,医生上门做核酸。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13日，本报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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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引起各方关注和网友、读者的点赞。14日，爱心企业、相关
部门等陆续加入和拿出更多门店、场所提供给有需求的外卖小哥，小
哥们表示，入住临时住所，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连日来，市委统战部会同团市委、房屋中介协会，组织市新专联
中的房屋中介机构，对接美团、美团优选、饿了么、淘菜菜、京东到家、
京东物流等商家，提供备用门店336个，作为疫情防控服务者驿站，
帮助解决因疫情防控不能回家的快递小哥等群体共计2600余人的
住宿、午休、补给需求问题，助力做好生活物资的常态化保障。

截至目前，到家了、链家等中介机构的92个门店，已接收晚上住
宿快递小哥680人。

北碚区把城区除封控区、管控区、风险区以外的17座“劳动者港
湾”向快递、外卖小哥等保供人员免费开放。

《一个帖子引发一场爱心接力》后续

92个门店已接收
680名快递小哥晚上住宿

□本报记者 王天翊

11月13日早上7点45分，两江新
区金山街道民心佳园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约70名志愿者骑手已在这里列好
队。他们的“坐骑”，有的是绑着送货箱
的摩托，有的是动力并不强的电动助力
车。

“做好防护，大家出发！”一片“雄起”
声中，他们把一箱箱医疗、生活物资搬上
摩托车，赶赴社区各个角落。

民心佳园社区，是中心城区第一个
公租房社区，人口密度大。本轮疫情中，
好几栋楼被划为高风险区。

这些骑手中，有14人身穿红色马
甲，“金山老兵志愿者”几个字表明了他
们的身份：退役军人。他们将去到社区
风险最高的A1区和C区开展服务。

记者跟随45岁的退役军人霍定友
来到A1区。刚卸下物资，他就得知2栋
92岁的刘奶奶犯了腰痛，却因为楼栋封
控无法出去买止痛药。

不由分说，他接过刘奶奶的医保卡
和处方单，就冲向小区外的药店，登记、
买药，又一路奔跑着回来。整个过程只
用了不到7分钟。

“军人就是要冲在最前线。”从楼里
出来，霍定友又骑上摩托车去运送下一
批物资。

这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骑兵连”队
伍里，有一名特殊的“步兵”。她叫李佳
琦，就住在民心佳园社区，是大渡口区育
才小学的老师，今年25岁。

“勇救落水儿童的王红旭，就是我们
学校的老师。这次我出来当志愿者，一
是为大家做点事，二来也是想用实际行
动致敬王老师。”李佳琦说，前一天早上
她下楼打听加入志愿者的渠道，正好被
金山街道退役军人事务站站长康富强注
意到。于是，这名“90后”就成了老兵们
的“最佳搭档”。

比如在维持核酸采样秩序时，老兵
们的严肃气质和大嗓门有时候会吓到小
孩，李佳琦就接过这个工作，拿起喇叭叫
大家“迈起你们的小步伐，赶快来、站开
点……”活泼的表达配上温柔的声音，让
不少居民听了脸上都泛起笑容。

然而，这个瘦小的女孩子运起物资
来，就成了一名“女汉子”。不会骑摩托
车，她就用手拎、用手推车推，一路小
跑。前一天，她送物资忙了5个多小时。

“你出来做志愿者，家人放心不？有
没有什么困难？”记者问。“没有困难！”属
牛的她笑着说，“勇敢牛牛不怕困难（网
络流行语，意为‘勇敢面对，不怕困
难’）。”

建“骑兵连”老兵再上“前线”

□本报记者 陈维灯

11月10日天刚蒙蒙亮，巴南区李家
沱街道林荫社区的周光辉就开车急匆匆
出了门，他要去执行一项“运输任务”。他
是街道“送温暖小分队”志愿者。

“各位志愿者，现需要协助街道开展
防疫物资运输，现征集李家沱辖区的面包
车或小卡车。”11月8日晚，一条志愿者招
募信息在李家沱街道抗疫志愿者微信群
内发出。

不到一分钟便征集到10辆车，街道选
择了其中6辆组成了街道“送温暖小分队”，
他们每天清晨驾驶私家车辆在街道集合领
取物资，再分送到各个管控区卡点。

周光辉每天早上7点多就会将早餐送
到管控区一线抗疫人员手上，自己则抽空
啃几口面包。送完早餐，他又开车回到街
道，领取下一批将要运送的物资。

“矿泉水、防护用品、居民所需物资
等，我们什么都送，一天要往返街道三四
趟。”小分队成员游成辉说。

他们要为40个交通卡点、临时管控楼
栋等提供后勤保障，志愿者们每天清早出
门，要忙到晚上9点过才能回家。

一条倡议
一分钟征来10辆车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凯

11月13日早上7点半，一辆贴着
“雷锋的士”标识的出租车分别在大渡
口区锦天康都小区、蓝馨园小区接走两
位孕妇去大坪医院产检。9点，又一辆

“雷锋的士”在大渡口区春晖花园接病

人鲜小红前往重医附一院做透析。
这两辆“雷锋的士”司机分别是助

人为乐“中国好人”、“重庆好人”曾信华
和她的丈夫张瑞平。

“我们有两个车，请把病人的联系
方式给我，我去接送。”曾信华和张瑞平
家住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得知辖区转
运车辆紧缺，11月11日，夫妻俩放弃出
租车业务去做志愿者，每天把出租车停
在春晖路街道门口，等街道疫情防控指
挥部“派单”。

“这三天，我们接送的都是透析病人、
产检孕妇和急症患者。”把鲜小红送到医
院后，曾信华回到街道，在核酸检测点帮
忙，顺便等待其他病人，看是否有用车需
求。下午4点，她又去重医附一院，把做完
透析的病人接回家。夫妻俩商量好了，参
与疫情防控，出车不打表、全免费。

这些年，曾信华夫妇坚持免费接送
高考生、困难群众，帮助贫困儿童。自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加
入了公司的“运输服务突击队”，多次参
加突击任务。

下午3点，曾信华又接到一个任
务：晚上9点到晋愉绿岛小区接一名患
者去渝中区第三人民医院透析。

“雷锋的士”开到街道门口等派单

□本报记者 何春阳

“这个菜要多舀点儿，和点儿油进
去，不然干巴巴的。饭也要多加点！”11
月14日早上10点半，渝中区石油路街
道的百盛怪味鱼餐馆内，十多个员工正
在忙着配餐，老板傅登良一再叮嘱员
工，饭菜的量要打“足”，让防疫医护人
员和志愿者们吃饱。

14日起，这群员工每天中午、晚上
都会分别做200份盒饭，免费送给附近
的抗疫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快递员等。

疫情时期需要做好防护，傅登良想
到“就地取材”，让大家把一次性桌布戳
几个洞，打上几个结，包裹在身上。因
为看起来略显滑稽有趣，大家便互相笑
称为“桌布哥”。

“各位，这次疫情很严峻，我想做点
快餐免费送给抗疫人员，不晓得哪些人
愿意跟我一起干？”11月13日早上，傅

登良在餐馆微信群里发出询问，很快得
到员工回应。“我可以”“我参加”“需要
我们怎么做”……10多个员工组成的
小团队开始说干就干。

报备、申请应急保供人员通行证。
当天下午，他们采购回120斤鸡肉、100
斤猪肉、500斤土豆……晚饭后，4个员
工开始为第二天备菜，轮番切鸡肉丁、
回锅肉片，一直切到深夜十二点。

第二天天不亮，就开始做菜。员工
付世健告诉记者，“我们老板最辛苦，又
出钱又出力，昨天只睡了三个多小时”。

10点半左右，回锅肉、土豆肉丁、
大白菜陆续出锅。临近中午，一盒盒热
气腾腾的饭菜交到医护人员和志愿者
的手中。

“桌布哥”每天免费送餐4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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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角
石油路某餐馆员工

□本报记者 周松

“辛苦你跑了这么多趟，谢谢你妹
妹！”11月13日，一条居民的感谢信息
发送到九龙坡区公安分局警令处辅警
关艺的手机上，让她感到温暖。

“妹儿，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下药？”
11月13日上午10点过，关艺在谢家湾
封控区域巡逻。在华润二十四城一期
小区，门内一位50岁的大妈叫住了她。

原来，大妈的邻居有一位八旬老
人，老人的降压药吃完，血压开始上升，
但是老人家中没有年轻人，只得托她帮
忙买药。

大妈在家中没有找到老人所需的
药，又无法出小区，着急的她向路过的

关艺求助。
“阿姨你别急，我马上就去帮老人

家买。”关艺二话没说，从大妈手中接过
药盒，就往不远处的药房走去。

可这家药房并没有这种降压药，关
艺又拿着药盒接连走了3个药房和1个
诊所，都没有买到老人所需的降压药。

担心大妈等得着急，关艺回到小区
门口，加了大妈的微信，拍了药盒的照
片，继续踏上了寻药的路途。

“我记得华润二十四城二期那边还
有药房开着门。”关艺告别大妈后，经过
15分钟的步行，来到华润二十四城二期
附近，终于在一个药房找到了老人所需
的降压药。

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小时，关艺走
得急，背上出了毛毛汗，当她把药递到
大妈手上，对方连连表示感谢。“我只是
尽自己举手之劳，相信谁遇到这样的事
都会伸出援手。”

一声求助 女辅警为八旬老人买药“跑腿”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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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一工地宿舍做核酸不方便
70余名工人：“有专人上门为我们做核酸检测了”

11月14日，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到反映，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
杨梨路社区伍家河沟中铁二局的建筑工地上，有70余名工人在工地
宿舍集中居住，因疫情原因，附近的便民核酸检测点均已关闭，导致
工人无法正常进行核酸采样。

当天下午，“12345记者帮你跑”栏目记者联系当事人获悉，当地
社区已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将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到工地进行
核酸检测。 （记者 周松）

“家里就我一个老人，不会用手机买菜”
大竹林街道星汇社区：提出三种解决方案

“家里就我一个老人家，不会手机买菜，菜不够吃了怎么办啊？”
11月14日，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怡和小区居民赵东（化名）向12345
政务服务热线求助，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

“12345记者帮你跑”栏目记者首先联系到这位居民，对方称自
己54岁，11月11日0时自己所住小区开始封控，不能出去买菜，非常
着急。记者随后辗转联系上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星汇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邓琴，反馈了居民面临的实际困难。

邓琴立即与赵东取得联系，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一是将赵东纳
入食品保供微信群，通过微信群买菜，然后由骑手配送、志愿者送上
门；二是如果嫌网上购买贵，可安排社区志愿者前往附近还在营业的
超市，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按照赵东的需求挑选买菜；三是赵东可通
过亲戚朋友买到便宜菜，然后送到小区门口，由志愿者接菜送进去。

目前邓琴和赵东加为微信好友，邓琴表示将随时帮助赵东解决
困难。 （记者 陈波）

快递小哥被封小区无法上班
向社区报备后：可以正常进出了

11月13日、14日，12345政务服务热线先后接到江北区两名快递
骑手的反映，称自己虽然有防疫指挥部开具的通行证，但所在小区仍
不放行，无法上班。

“12345记者帮你跑”栏目记者先后联系上这两位快递骑手。住
在江北区北国风光小区9栋15楼的顺丰快递骑手郑周表示，自己有
江北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具的通行证，12日向社区报备后，经核实
13日社区通知小区放行，如今可以正常进出小区；

家住江北区半山华府小区的外卖骑手路强表示，江北区商务委
员会在11月12日给他开具了通行证明。回到居住地后，不允许再出
小区。13日他向所在社区报备后，经核实，11月14日社区通知小区
放行，如今他也可以正常进出小区了。 （记者 崔曜）

急！胡女士女儿的排异药快断了
开州区人民医院核查：有同类药

11月13日，开州居民胡女士打入12345政务服务热线求助：女儿
的抗排异药快断档了。

胡女士的女儿今年11岁，一年前在上海做了肝移植手术后，一
直服用中美华东厂家的新赛斯平环孢素软胶囊。“目前家里还有7天
的量，由于中心城区疫情严重，我们无法外出购买。一旦停药，最严
重将导致孩子肝硬化。”胡女士说。

了解情况后，“12345记者帮你跑”栏目记者联系上开州区人民
医院。据医院核查，目前医院有环孢素软胶囊，胡女士可向社区提出
特殊就医需求。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凯）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疫情防控中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企业
已经行动起来。11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京东获悉，目前，京东
到家、京东小时购重庆地区商超及生鲜卖场超九成门店正常营业，提
供到家服务。

京东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日，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京东到家、京
东小时购第一时间响应，全面升级保障措施，全力以赴保障重庆居民
的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全面落实防疫保供，守护民众的“米袋子”和

“菜篮子”。
在民生物资供给方面，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联合沃尔玛、山姆、

永辉、华润万家、重百新世纪超市、谊品生鲜等重点保供商家，全力保
障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配冷藏、个洗清洁等日常民生物资的线上
供应。针对常态化防控区域，同步调整营业门店可配送范围，最大程
度覆盖周边区域，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物资需求。

同时，平台通过销售数据智能分析，每日为商家提供分区域、分
门店的进货库存调整及备货分析建议，帮助门店降低生鲜等备货损
耗。根据消费需求变化，还为市民推出特价蔬菜和水果，积极稳定库
存及平台价格，全力保障民生供给。目前合作的重庆各商超门店生
鲜果蔬等平均备货量增加到平时的3倍左右。

此外，在拣货及配送方面，京东到家积极协调沟通商家门店增补
一线拣货人员，确保订单第一时间拣货打包。针对高风险区域，通过
采用预约单模式进行订单集中处理，门店统一拣货打包后，由达达快
送骑士集中配送。达达快送则通过加强区域骑手的合理调度，最大
限度确保订单的送达时效。

超九成门店在线营业

京东到家全力保障
重庆民生物资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