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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波

12月4日，永川区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对外宣布：“12月5日，永川全部规上
企业将实现100%开工率！”

事实上，整个疫情期间，永川区353
家规上工业企业始终保持96%开工率。
一边是紧张抗疫，一边是紧张生产，不曾
停歇的机器轰鸣给永川带来的是更加笃
定的战疫底气。

更早的11月20日，永川区就发布
通告，宣布永川中心城区四个街道范围
内的小区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
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恢复正常上
班，这意味着为期 5 天的临时管控结
束。

任何阶段性成绩的背后，总是智慧
和汗水的付出，永川疫情防控取得的成
果，也得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高度肯定。

与疫情暴发拼速度
防控“云端流水线”实现

防控“秒级响应”

“永川经历过多轮疫情，最严重的时
候从零病例到最高点，就只4天时间。”
12月4日，永川新世纪百货金科店配送
员曾德科说，他对疫情的感受因突然激
增的配送量而变得深刻。

“我们店是社区店，我每天配送量就
三四十单，很稳定。”一夜之间，曾德科发
现，他每天的配送量突破100单，配送时
间随之变得紧张。

比曾德科更能察觉时间流速加快的
是刘慧。

作为永川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风险区管理分指挥部综合组副组
长，“战疫”一词在他脑中更加具象。

27项疫情处置制度、指南和规定，
1 个方案，4个表格模板，累计4.1万余
字——刘慧手中厚达95页的《永川区突
发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管理工作手册》
（第八版），串成了这座城市每一个战疫
角落、每一个战疫单元、每一个战疫个体
的行动路径图。

“接到管控命令，现场处置组等9大
班组在中心城区须20分钟到达。”这本
《手册》中，涉及“小时”的表述29处，涉
及“分钟”的表述29处，甚至涉及“秒”的
表述也有1处。

至于这本《手册》本身的更新速度，
则以天计。仅11月9日至16日，《手册》
就更新3个正式版，不足3天更新1个版
本。

“速度，我们认为战疫最核心关键就
是速度！”为与病毒拼速度，永川将追阳、
管控、转运、隔离等所有流程环节，统统
搬上智能移动办公平台钉钉，在云端形
成一条“流水线”。

“你能想象吗？永川在隔离等诸多
领域实现了‘秒级响应’。”刘慧说，手机
可操作的这条云端“流水线”，各步骤一
屏呈现且完全同步，手机屏幕明灭间即
标志着各步骤完成。

压减传统电话通知、报表后，云端
“流水线”让永川防控提高效率约70%、
减少人员约50%。

战疫之途快者胜。
“永川从病例数最高点到社会面清

零，居然只用了4天。”曾德科不知这4天
中防控人员做了啥，但每天疫情数字他
却能脱口而出。

进入疫情最严重的11月，“流水线”
模式的抗疫策略效果初显，直至11月20
日结束为期5天的临时管控。

严峻态势下保民生
疫情暴发期力保3场8000

余人考试

应对规模化疫情暴发，最易被忽略
的往往是个体。但这一次，永川试图努
力保住每一个人。

永川拥有各级各类在校学生高达
32.7万人，西部职教基地就有17.6万名
学生。

早在10月，永川不少互联网平台就
出现类似问题：今年自考、教师资格考
试、成人高考会取消吗？

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疫情肆虐的当
口犹如一道“天问”，答案似乎根本不由
人力所能回答。

“教委与各兄弟单位，那段时间几乎
每个小时都在紧张地测算、协商、汇报。”
永川区教委分管考试的副主任童斌压力
空前。

彼时，那支计算考生人数的笔，在童
斌手中异常沉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
考人数2365人，教师资格考试报考人数
4281人，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
考人数2027人。

“3场超千人规模大考，8673名考
生，无数考点、考场，时间横跨10月22日
至11月 6日……”童斌很清楚，疫情之
下，这不仅是考试，更是考验。

对决策者而言，疫情之下取消或缓
考各类考试最稳妥，全国类似做法并不
鲜见。

对考生而言，这些考试不仅事关学
业，更关乎就业与个人前途，疫情之下这
些都倍显珍贵。

时间在嘀嗒流淌，考验在每一个永
川防控人员心头萦绕。

最终，当一则则考试如期举行的《公
告》密集出现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
上时，至少8673个家庭都在沸腾欢呼。

欢呼声无法传到防控人员耳中，彼
时整个永川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由那一则则《公告》导入大战前最凝

重时刻。
“近万考生核酸怎么做？交通怎么

解决？考场怎么安排？上千区外考生怎
么办？”一道道前所未有的难题，被潦草
地写在纸上，然后由组织者逐一“吵”出
草案，最后在一次次激烈否定与肯定中
形成完整预案。

“光考生信息确认环节，就需要100
多名教师每天从早到晚打电话逐一核
实。”考试之外，这场没有先例的考验更
显紧迫。

更令人心生敬意的是《2022年10月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永川考区基础数据》
中寥寥12字记录：“永川监狱考生15人，
考场3间”。

据说，当考卷被武装押运进特设的
“监狱考场”时，15名服刑人员集体起立，
眼睛通红。

最终，不仅3场8000余人的大考圆
满完成，且永川各高校无一停课，一直保
持正常教学秩序。

感受到疫情中温暖的远不止永川监
狱15名特殊考生，还有永川水韵书香小
区高龄孕妇赵芳茹（化名）。

11月14日，40岁的赵芳茹大出血，
重医附属永川医院出动120救护车通过
绿色通道将她接至发热门诊。经会诊，
赵芳茹因宫外孕随时会失血休克。

病人来自封控区、封控楼栋，还是
“红码”人员，但这一切都没迟滞半分救
治节奏。

“12小时下床活动，术后36小时达
到标准出院。”一起紧急医疗事件，在疫
情暴发期高效完成。

对114万永川人民来说，疫情期间
最能体会冷暖的窗口，来自每天的菜篮
子。

永川动态调整充实保供企业名录
库，纳入“白名单”的保供企业从26家迅
速扩充至340家，统筹调度25家生产、
加工企业加强肉菜粮油稳产保供，同时
对重点生活物资市场价格实行每日监
测、每日研判、及时处置，确保物价稳
定。

当教育、医疗、饮食这些最基础需求
稳定后，战疫的节奏也逐步开始稳定。

科学防控下抢发展
疫情期间353家规上工业

企业力保96%开工率

与永川全城战疫的紧张氛围不同，
孔德莲对本轮疫情的感受只限于“两点
一线”。

“疫情期间我每天都能回家吃饭睡
觉哦。”36岁的孔德莲工作在重庆磐谷动
力技术有限公司，家在永川区南大街兴
隆村，两地相距10多公里。

孔德莲疫情期间的规律生活，源于
永川对工业企业独特的“外紧内松”式精

准防控策略：对外确保物流绝对畅通，但
所有外来原材料车辆严格全封闭管理、
非接触式交接；对内将核酸采样点遍布
工业园区、厂区，工人实现“足不出园、足
不出厂”完成采样。

这种独特的“外紧内松”模式，守住
了物流链畅通，保住了供应链稳定，确
保了生产链运转，使得永川在战疫期间
创造了一项殊为难得的纪录：全区353
家规上工业企业始终保持 96%开工
率。

一边紧张抗疫，一边紧张生产，不曾
停歇的机器轰鸣给永川带来更加笃定的
战疫底气。

如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地汽车日产
量一直维持在疫情前产能水平。大数据
产业园企业则通过线上办公、闭环管理，
实现疫情期间未停工。

永川区经信委的最新数据预计：截
至目前，该区长城汽车生产的“长城炮”

“坦克300”两款车型今年实现产值同比
增长28.5%；东鹏陶瓷1-11月产值同比
增长8%。

“至少在规上企业这一块，永川一定
程度上说不存在‘复工复产’，因为我们
基本上没有停工停产。”12月4日，永川
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永川区全部
规上企业在12月5日将实现100%的开
工率。

最大程度力保群众生命与健康，最
大限度抵消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疫情期间没有停工停产的永川，在
诸多重点工程领域都诞生了阶段性成
果。

“落梁！”11月30日8：30，永川区五
间镇友胜村特大桥16号桥台，现场指挥
一声令下，该标段第300榀箱梁稳稳架
设在桥墩上，标志着渝昆高铁川渝段站
前二标的大里程（昆明）方向架梁任务提
前30天完成。

11月 18日，重庆市历史上投资最
大、涉及面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跨多区
重大调水工程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永川
段项目建设如期推进，已进入全线管网
施工阶段。

11月7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
要电力基础项目，永川500千伏输变电
新建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进入
电器设施设备安装阶段。

……
一张张热火朝天的现场施工图片、

一段段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的视频，
传遍永川居民朋友圈，振奋着疫情中
的人心。类似的喜报，几乎贯穿于永
川整个疫情期间，给紧张的防控工作
带来惊喜的同时，更带来赛过黄金的
信心。

“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永川114万
人就有彻底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底气。”永
川区委书记张智奎说。

战疫中的“分分秒秒”
——永川区从精准防控到有序恢复生产生活侧记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2
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火车
站获悉，旅客进站需查验健康码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再
查验“离渝证明”。

在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前来
乘车的旅客有所增长，旅客以学生
返乡为主，占比较大。为助力学生
旅客顺利出行，重庆火车站在严格
落实防疫举措基础上，加强进站
口、电梯口、检票口、出站通道等环
节的秩序维护和组织引导，为旅客
提供问询求助、便捷改签、候乘引
导、失物招领、投诉处理等全流程
服务。为确保学生旅客顺利返乡，
车站开设学生票专窗，优先办理学
生售取票业务，方便学生旅客购取

车票。此外，车站还将陆续恢复旅
客列车开行，以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

在防疫方面，按照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政策要求，旅客进站需查
验健康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不再查验“离渝证明”。重
庆火车站提醒，旅客乘坐火车出行
时，要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引导，全程
佩戴口罩、主动查码核验，共筑防疫
屏障。

另需注意的是，学生证磁条信
息不完整、乘车区间不符、减价优待
次数已用完或学生证未进行年度注
册等情况，均会导致网购车票无法
正常换取，请仔细核对个人信息，以
免耽误行程。

重庆火车站不再查验“离渝证明”
仍需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2
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北碚区了
解到，该区不断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和恢复正常
生活秩序，确保社区疫情防控形势
稳定向好，碚城“烟火气”逐步回
归。

北碚区不断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精准施策，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该区成立了保供稳链工作专
班，深入镇街、园区、企业，精准对接
企业需求，推动货物运输渠道畅通、
保障水电气要素充足供应、确保企
业生产物资到位、配套企业复工复
产。

目前，北碚区269家规上工业
企业正常生产，在岗员工约6.5万
人，到岗率约90%。72家“双百”企
业、链主企业、要素保障企业正常生
产运行。

与此同时，北碚区有序恢复正
常生活秩序，新世纪新城店、好客万
家、华联超市等24家大型超市全部
恢复营业，在岗人数1800余人，47

家限上商贸企业正常营业。北碚城
区、农村地区60条公交线路全部恢
复运营，全力保障市民出行。辖区
登记注册4000余辆出租车、网约车
100%正常营运中。

“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一
米线……”12月 3日，北碚区北温
泉街道北泉社区，不少餐馆已经开
业、通过无接触式配送服务经营线
上外卖业务，居民们戴着口罩在社
区内的药店、商超有序购物，不少
商超门口都贴着这样的“温馨提
示”。

北温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吕玉春说，街道通过连点
成片、连片成面有序推进无疫小区
（社区）创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
康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目
前，北温泉街道184个小区中，已有
96个小区近5日无新增阳性病例，
社区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向好。

截至12月2日，北碚区近5日
无新增阳性病例村（社区）140个、
无新增阳性病例小区2402个。

北碚24家大型超市全部恢复营业

正确看待新冠病毒，有
效开展核酸检测和核酸自
采，做好居家隔离检测，加强
老年人防护措施

▲12月3日，江北区观音桥商圈，一厨师在烟火缭绕中烹饪美食。
当日，该商圈15家商业体有序复商复市，其中大型超市开业4家，复市率80%；大型百货开业5家，复市率100%；大

型购物中心开业5家，复市率83%；大型专业卖场开业3家，复市70%。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12月4日，巴南区万达广场全面恢复运营。
据介绍，巴南区300余家超市、社区门店已恢复线

下经营，近200家餐饮企业恢复经营。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12月4日，重庆北站，旅客有序候车。
（重庆火车站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哎呀，我的女儿又来看我来
了！”

11月30日中午时分，重庆高
新区曾家镇五里社区康田B区居
民罗修容看到“女儿”陈敏提着大
包小包出现在家门口，高兴地合不
拢嘴。

“罗妈妈，这是给你带的白菜、
水果、蛋糕，还有午饭。要是还缺
啥，就给我说！”陈敏说道。

陈敏其实是五里社区党委书
记，因为罗修容90岁的老伴廖发
林常年卧病住院，儿子廖伟精神三
级残疾，从2013年社区成立后，她
就开始结对帮扶罗修容家。正因
如此，79岁的罗修容成了她的“结
对妈妈”。

近年来，罗修容的身体大不
如前，陈敏上门看望和照顾老人
更加频繁。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由于小区封控，平时负责买菜做饭
的廖伟无法出小区，陈敏便对这个

“结对妈妈”给予了更多“特殊”照
顾。

“最近，我下沉社区网格的时
间更多，只要走到罗妈妈这里，都
会抽空上楼来看看。实在是忙得
抽不开身，也会在楼下给她打个招
呼，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好。”陈敏
说。

只要知道陈敏要来，罗修容总
是喜欢拿一个拉杆行李箱当拐杖，
提前慢慢挪到门口，听到敲门声时，
第一时间开门迎接。

“我说给她买个拐杖，她总说不
要，用起不习惯，就喜欢用拉杆箱当

拐杖用，犟不过她。我也晓得她是
不想给我添麻烦。”陈敏说。

把罗修容从门口搀扶到沙发上
坐下，看着她光着脚，陈敏就拿了双
毛线袜给她穿上；看着她的棉背心
敞着穿，又帮她把扣子一颗颗扣好；
看着她头发有些乱，又拿起梳子帮
她梳头……一边忙上忙下，一边反
复“唠叨”：“这两天降温了，多穿点
衣服，不要感冒了哟！”

不仅如此，陈敏还把卧室、厨
房、客厅都收拾了一圈，一晃半个多
小时过去了，一直没歇口气。“我多
做一点，他们就少做一点，反正都是
小事情。”陈敏笑着说。

实际上，这样的“特殊”照顾，在
五里社区还有很多。

陈敏说，居住在中央花园A区
的失独老人“黄妈妈”，原本与儿
媳、孙子一起居住。因为疫情，儿
媳被封控在工作单位，家里只剩下
她和孙子两人。担心“黄妈妈”缺
少生活物资，结对帮扶的社区网格
员赵静会每隔两天时间，根据“黄
妈妈”的需求送去蔬菜、肉、蛋、水
果等。

此外，重度精神病患者“吴妈
妈”，因老伴前几天不小心摔倒住
进医院，一时间在家无人照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结对帮扶的
助残员李微便带上志愿者一起上
门，连续多日给予“吴妈妈”悉心
照顾。

“目前，我们17名社区工作人
员、网格员、助残员，一共结对帮扶
了20个家庭，都认领了自己的‘结
对妈妈’或者‘结对爸爸’，小到生活
起居，大到看病就医，都会给予特殊
照顾。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举动，能
给这些‘结对妈妈’‘结对爸爸’带来
更多温暖。”陈敏说。

“结对妈妈”得到“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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