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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 一线抗疫故事

□本报记者 李珩

“有一个双胎29+3周，边缘性前置胎盘伴大出血的孕妇需要
立即进行手术……”11月14日下午3点，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接到紧急求助电话，医院手术麻醉科、
双胎专科以及新生儿救治中心迅速联动组建手术团队，开启绿色通
道为孕产妇进行手术。

14日下午，孕妇张女士由外院急诊转入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双胎
专科，医生查看发现病人床单等处可见鲜血及血凝块约有500毫升，
于是立即安排手术。

18点04分、18点05分，胎儿分别顺利娩出。随后，两个小宝宝
转运至新生儿监护病房进行治疗。因为孕妇累计出血量1400毫升，
专家团队随即开始抢救，18时50分手术顺利完成，孕妇平安。

一个求助 紧急抢救生下双胞胎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疫情期
间保障民生，11月16日，记者从重庆多
多买菜获悉，该平台每天从各个区县的
近百个网格仓配送上百万件蔬果肉蛋
等，通过社区节点，及时分发到消费者
手中。

给货筐消毒、分类摆整齐贴信息标
签、核验菜品和果品件数、发微信通知消
费者提货，这样的“四部曲”，连日来江北

区嘉陵三村多多买菜团长钟祖芳每天上
午都要重复一次。对不习惯网购、行动
不便或独居的老年消费者，钟祖芳还有
额外的第五步服务：电话沟通后代为订
购，并送货上门。

钟祖芳介绍，疫情防控期间，由于
居家消费需求增长，仅她所在的嘉陵三
村一个点，每天订单就增长了一倍。“本
来担心菜、肉会供应不上，目前看来供

货很稳定。”
为何稳定？记者了解到，重庆多多

买菜提前增派人手，提高前置环节效率，
加班加点对货物进行分拣、装箱、装车。
以该平台五里店网格仓为例，全体员工
上班时间提前2小时，确保对每一件货
物进行及时清点。

“目前，我们是全员上阵助保供。”重
庆多多买菜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调度

平台商家加强粮油米面、饮品日杂等生
活品储备，同时出台补贴政策，提高司
机、分拣、团长激励，确保人员充足。

据悉，为保障电商平台正常运营，重
庆市商务委近期也加大了电商平台中心
仓运营保障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电商保
供人员通行证应办尽办，加大卡点、堵点
纾解力度，电商平台运力紧张、送单难问
题大为缓解。

日均配送百万件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妹儿你们一天这么辛苦，莫吃泡面了哟，我给你煮点红苕稀饭
来。”11月16日午后，铜梁区巴川街道龙山社区志愿者张平接到了
一个陌生的电话，对话内容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

经对方提醒，张平这才明白，是同事拍的一张照片，让自己成了
社区居民关心的重点。

原来，张平最近一直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忙碌，已经多日没有回
家。龙山社区老旧单体楼较多，有些楼栋三轮车都到不了楼下。当天，
张平和同事们每人徒手拎上几个大口袋，挨家挨户为居民送物资上门。

看着身高不足1.6米的张平手上拎着几大口袋，身上还挂着两
袋，同事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了社区居民微信群里。

送完物资的张平翻阅微信群时看到了自己的照片，也开玩笑地回
了一句，“还好今天没穿防护服，不想再吃方便面了，吃多了拉肚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平没想到的是，微信群里看到照片和自
己的留言后，在社区经营一家小餐饮店的居民李霜就打来了电话，执
意要给志愿者熬点红苕稀饭。

“不用不用，我说起耍的。”挂了电话，张平又开始忙碌，很快就忘
记了这件事。

不曾想，当天晚上7点多，李霜在微信群里告诉张平，她给社区值
守的工作人员熬了一锅粥，还炒了些热菜，并放在了最近的值守点。

“晚上降温快，喝一碗热粥心里很暖和。”值守志愿者余远芬舀了
一碗热粥，散发着红苕香味的热粥入口，让她胃里、心里都暖乎乎的。

让张平和同事们没想到的是，社区小卖部商户郑兵每次拿着出
门条出去买菜，回来非要给张平他们塞点水果，说他们吃饭吃得晚先
垫垫肚子；社区卫生室的曾医生干脆提供了自己的厨房，还拿出自己
的蔬菜，时不时炒几个菜端到值守点……

除了“投食”，居民们又给值守点送来了方便运送物资进小巷子
的小推车，还给值守点送去了藤椅和被子，“晚了外头冷得很，他们保
护我们，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冷到、饿到。”

一张照片 志愿者被居民争相“投食”

□本报记者 云钰

疫情之下，我市中小学教师在忙什
么？11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
解到，当前不少老师都有了新身份、新角
色——白天，他们在线上当“主播”，用一
堂堂精彩的网课陪伴孩子们；课余时间，
他们以志愿者身份，与社区居民一起战

“疫”。
“在关键时刻，我们也要给这座城市

‘扎起’！”南华中学教师舒云奎在电话那
头斩钉截铁地说。11月9日，舒云奎申
请并成为渝北区追阳专班现场指导组的
一员。每天，他主要负责信息收集、综合
协调、流调溯源等工作。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是常态，要打大量的电话、长时间
盯着电脑屏幕，一天下来，耳朵都嗡嗡直
响，眼睛干涩酸痛。

在重庆市人民小学，也有一群教师
志愿者队伍。数学老师尹佳佳在渝中区

枇杷山正街社区负责核酸采样扫码登记
工作。“每天要对1500余人进行扫码登
记，最初以为这个工作挺简单的，没想到
一天举手放下，又举手再放下……如此
反复3个小时，最后手都抬不起来了。”

“线上课堂不同于在教室里，对内容
设计、讲解方法、教学技巧方面都有更高
的要求。”重庆铁路中学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校各学科备课组不定期都会举
行线上教研活动，针对线上教学发现的
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沟通交流，大家还
头脑风暴，分享教学思路上的新技能、新

方法，在线上当“主播”，力求教学效果不
打折扣。

“近几日，饮食情况、睡眠情况、情绪
状态如何？”本轮疫情发生之初，大足第
一中学每位学生都收到了这样一份《心
理评估调查表》。为了解学生身心现状
与心理需求，该校邀请了大足区“美丽心
灵”辅导团和学校心理教师组成了一支
心理辅导专家团，免费为学生开展心理
咨询和疏导服务，并针对由各班主任提
供的班级心理问题重点学生名单，开展
一对一的心理干预。

老师们线上当“主播”线下齐战“疫”
故事主角

全市中小学教师

□本报记者 杨铌紫

“我们急需车辆为交通卡点一线人
员运送物资，请求支援。”11月16日上
午，重庆市“雷锋的士”微信群里收到来
自巴南区龙洲湾街道发来的消息，“雷锋
的士”们立即响应，“不要着急，我们马上
赶到。”

当日下午2点左右，来自渝北、大渡
口、巴南的8名“雷锋的士”迅速集结，在
出示渝康码后进入巴南区龙洲湾街道开

始转运工作。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8辆的士

依次排开，司机和工作人员正加紧装运
各个卡点所需的生活物资并进行消杀。

“这些防护服、消毒液、口罩等都要送
到交通卡口和社区，提供给做核酸采集的
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廖财莉是党的二十
大代表、“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队员，在
收到支援消息后她第一时间报了名。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我深刻
体会到医护人员、街道社区工作者以及

一线支援人员的不容易，这些天气温变
化大，提高了防疫工作的难度，我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应该带头冲锋在前。”廖财
莉说。

殷其龙是“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的
老队员了，当天下午，他火速从渝北回兴
家里赶到巴南，在现场主动当起讲解人，
把自己13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经验分
享给大家，把所学的防疫知识、经历过的
问题及解决办法一一讲述给其他的士司
机们，“这次遭遇这么严重的疫情，现在

正是齐心协力抗疫的关键时期，我绝不
会置身事外。”

据了解，截至目前，市“雷锋的士”志
愿服务队已在中心城区建立“雷锋的士”
志愿服务支队（大队、中队）34个，发展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车1645辆、队员
3607名，实现规模以上出租汽车企业全
覆盖。中心城区外的其他区县，共组建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组织30个，发展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车1256辆、队员
2219名。

“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赶到”

□本报记者 杨铌紫

“这一包装了40个邮件。”11月15
日上午9时，渝北区双龙湖街道二支路
环保局临时卡点，中国邮政重庆市渝北
片区分公司双龙营业部邮政投递员肖
渝，从同事李野手中接过一袋邮件。

经过仔细消毒，肖渝扛起邮件径直
走进封控区。

这是肖渝进入封控区工作的第四
天。自双龙营业部11月12日成立16
人邮政小分队以来，肖渝每天早上8点
准时来到卡点，等待同事李野送来当天
的邮件。

李野则在封控区外，每天开着车向
七个卡点分发邮件，上下午各送一趟。

位于双龙湖街道的飞湖路社区、
龙顺街社区、绿茂社区、龙兴街社区均
为单体楼小区，共有238栋，常住人口
3万余人，4个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
超过60%。这4个社区正处于封控状
态，居民的邮件和生活物资只能送到
卡点。

“车进不来，就开到卡点处卸货，我
出来接。”肖渝说，他这个卡点每日投递
的邮件量大约在100件，当天上午他接
到了40个邮件，送一趟要将近两个小
时。

记者看了看，口袋里有大米、水果、
抽纸等生活物资，着实不轻。

“您好，中国邮政，您买的东西到了，
五分钟后请到楼下来取。”每次邮件来
了，肖渝先要排个序，再挨个通知收件
人，按单元楼顺序从近到远往里面送。
对于出不了单元楼的居民，则由肖渝送
到每个单元楼下，再由各单元的志愿者
送货上门。

除了派送邮件，肖渝还会帮居民送
外卖。“外卖小哥进不来，只能送到卡点，
里面的区域就由我们来接力完成。”肖渝
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得跑个三四趟。

“小伙子，我在网上买的东西怎么还

没送到？是不是快递停送了？”“大爷，您
别着急，我看物流信息显示您的货品已
经到达我们邮政的分拣中心，下午我就
给您送进来。”投递途中，肖渝接到了一
位老大爷的咨询电话，他耐心地安抚老
人情绪。

“这些天，我们的小哥既是投递员，
又是社区志愿者，夜以继日保障投递。”
双龙营业部负责人李宸介绍，在保障自
身安全前提下，双龙营业部16人的邮政
小分队队员们全员上岗，内外配合，轮流
投递，接力打通单体楼小区物资配送“最
后一米”，将物资、邮件安全快速地送到
居民手中。

16人邮政小分队打通配送“最后一米”
故事主角

中国邮政渝北双龙营业部

故事主角
“雷锋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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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看到这几张手绘的天使图案邮票，我心都化了！”11月16日，
在璧山区太阳堡公租房篮球场，正在做核酸检测准备工作的璧山区
第二人民医院内二科副主任韦燮，拿出6张手绘邮票对重庆日报记
者说，“这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我会好好保存起来。”

韦燮回忆，14日中午，采样间隙，一位五六岁小女孩将一个纸盒
子放在他身边的小桌子上，撒腿就跑了。完成核酸检测工作后，韦燮
打开纸盒子一看，里面竟然放着6张手绘邮票，每张邮票上都画着医
护人员，他们都“长”着一双天使的翅膀，“邮票”右下方还用铅笔写着

“100分”的字样。
除了6张“天使邮票”外，小女孩还附上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

到：“今天来不及了，请您告诉我在这个小区里一共有多少名医护人
员，我只画了6张。”

“一股暖流，我差点掉泪！”韦燮说，他将珍藏这些“邮票”。

一幅手绘 “天使邮票”感动“大白”11月16日，“雷锋的士”工作人员在送防疫物资。
通讯员 刘纪湄 摄/视觉重庆

11月13日，南岸区铜元局街道梨支园社区亚太商谷小
区，青年志愿者正上门为辖区孕妇服务。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11月16日，江北区嘉华世纪新城A区多多买菜团点，负责配送的司机正在卸货。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故事主角
重庆多多买菜平台

一笔捐款 10万元匿名善款变“爱心包”

11月16日，綦江区融媒体中心组建的“綦媒帮帮团”记者跑腿队
伍收到匿名爱心人士捐赠的10万元善款。该善款将全部用于购买

“爱心蔬菜包”，分发给封控区居民。图为17日凌晨，綦江农博城分
拣中心，志愿者正在分装爱心包。 通讯员 杨子路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