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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把服务放在第一位的快递小哥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359359

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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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中通快递员，你的快递
到了，请问你现在方便收货吗？我给你
送过来。”对于快递小哥张泽来说，这样
的电话每天至少要拨出300多个。

张泽是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重庆览途物流有限公司的快递
员。在平凡的岗位上，七年如一日，张
泽充分发挥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不仅赢
得领导、同事的赞誉，更获得了用户的
认可。

服务社会 迎难而上

张泽曾在解放军某炮兵部队服役
12年，在部队一直是作风优良、素质过
硬的骨干。从部队退役后，张泽始终秉
承“退役不退奋进志、转岗不转报国心”
的理想信念，他放弃了由国家安排工
作，想要自己闯一闯。在漫长的自主创
业过程中，他先后从事过早餐售卖、家
具安装、汽车修理等工作，这些工作无
一不需要艰辛的付出，但他从未抱怨，
总是积极地去面对和解决工作中的困
难。2016年，在老战友的带领下，他来

到沙坪坝区，进入快递行业，做了一名
普通的快递员。

张泽从早到晚奔波在所在辖区的
大街小巷，不管天气有多恶劣或是身
体有多疲惫，他时时刻刻为客户着想，
将每一份快件安全、准确地送达到客
户手中，忙碌并充实地收获着简单的
快乐。

2022年夏天，面对连日40摄氏度
以上的极限高温，张泽并没有退缩，而
是勇敢地站出来，主动承担相关区域的
物资配送工作，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社
区居民慰问活动，为居家人员分发生活
物资。

这种氛围，让张泽一度想起了部队经
历：“当我还是新兵时就随部队参加1998
年抗洪抢险任务，扛沙包、堵管涌，连续数
十个昼夜守在大堤上一步都不退。”

服务客户 毫无怨言

快递工作看似简单，却总是风里
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全年无休，但是
张泽凭着“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
神坚持了下来，从他进入快递行业以

来，手中发出的快件从未出过任何问
题，他还经常对同事们说：“客户交给
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快件包裹，而是一
种托付，一种信任，更是一种对生活
的期待，只有将快件安全地送达至客
户手中，才算完成了我们快递人的使
命，才不会辜负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在一次派件过程中，一位姓王的
客户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已经94岁
高龄、行动不便，自己又在外地工作，
家里也没有请保姆，让张泽帮忙把快
递全部给送到家里去。得知这个情
况后，张泽第一时间将快递送到老人
手里，并且还主动帮助老人购买了生

活用品。
在工作中，张泽会用心记住一些

特殊客户的基本情况，本着“特殊人
群，特殊对待”的原则将每一个包裹
配送到客户身边。他立足于情，将情
感融入工作之中。就这样，他慢慢地
获得了所在片区广大客户的认可和
信赖，与客户之间架起了一道充满爱
心、信任、友谊的桥梁。

有时候都已经下班回家了，还会
有客户打电话要求把没派送成功的
快件再次派送，张泽从未抱怨，总会
立刻联系仓库人员领取快件再次为
客户派送。他常说：“顾客是我的服
务对象，把他们服务好了我的工作才
会顺利。”

服务团队 恪尽职守

张泽总是以身作则恪尽职守，认
真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每当有
新进同事，他都会主动帮助开展岗前
培训，认真带教，答疑解惑，手把手地
传授业务知识和业务技能。

当同事需要帮助时，他会主动帮

忙填单、做件、包装；当发现快件包
装不牢固时，他会及时指出需要改
善的地方。慢慢地，他成为了同事
眼中的好榜样。每年“双十一”期
间，有的同事为了赶进度，忽略快件
收发程序，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来
让其改正。

在快递日常验收中，张泽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守安全底线，严
格执行“百分百实名制”“百分百验视”

“百分百安检”等规章制度，切实将违
禁品拦截在寄递渠道之外，确保寄件
的安全性，同时也为社会的安全稳定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由于前期下足了功夫，公司领导
对张泽也十分信任，把一些老旧小区、
流动人口较多、业务量较大、情况复杂
的区域交给他负责。在别人躲避或不
理解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发展壮大的
机会，并以此为契机聘请助手10余人，
不仅壮大了快递事业，更创造了新的
就业岗位。

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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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的张泽在工作中的张泽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
乾坤。”“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在大足区经开小学，学生们
端坐在教室，认真诵读学校编撰的
《经开小学清廉诗词读本》。这是大
足区经开小学厚植清廉文化，深入推
进清廉学校建设的一幕。

“清廉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大足区经开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杨现青介绍，自开展清

廉学校建设以来，在大足区纪委监委
的指导下，学校党支部成立清廉学校
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学校“未来教育
成就幸福人生”办学理念，以清严党
风、清明政风、清朗校风、清正教风、
清新学风“五风工程”建设为抓手，全
面落实“党建统廉、文化润廉、质量促
廉、制度固廉、家校助廉”工作任务，
着力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
里”。

融廉入心，让党风“严”起来。在
清廉学校建设过程中，大足区经开小
学始终将党建放在首位，严格履行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领导班子建
设，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以
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打造廉洁幸
福党支部，塑造清严党风。

融廉入教，让教风“实”起来。大
足区经开小学围绕“崇廉立德”主题，
定期开展“四个一”常规+特色活动

（教师“奉廉”“知廉”演讲比赛、教师
读写活动、研究清廉教育、开展教师
养廉行动），培养教师清白、廉洁、正
直、奉献高尚情操，规范自身言行，树
立清正教风。

融廉入学，让学风“兴”起来。大
足区经开小学将廉洁文化融入思政
课、班队课，编写《清廉诗词读本》，推
动清廉学校建设和学校中心工作同
频共振，使清廉理念入耳、入脑、入

心、入行。同时，学校深入挖掘崇清
尚廉的基本元素：忠、孝、诚、信、志、
责，定期开展“我是小小清廉宣传员”
系列活动、“清廉”主题活动、“清廉”
社团活动，通过绘画、书法等评比展
示，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行为习惯，培育清新学风。

作为一所建校仅7年的年轻学
校，大足区经开小学把清廉学校建设
的理念落实到工作中、体现到行动

上，在全校掀起崇德尚廉之风。
清廉学校建设需持久发力、久

久为功。未来，大足区经开小学将
以办一所优质的现代化学校为目
标，持续推进清廉学校建设各项措
施落地落实，让清廉学校形成特色、
清廉文化深入人心、清廉理念浸润
师生，让以清为美、以廉为荣在学校
蔚然成风。

何霜

大足“五风工程”让清廉之风满校园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赵婆婆，董爷爷目前是昏睡状态，生命体征
正常，我来给爷爷擦下身体。”3月14日中午，九
龙坡区中医院安宁疗护病区，护士谭莹双来到病
房为患者董爷爷例行检查，赵婆婆坐在一旁的沙
发上，安静地看着病床上的老伴。

74岁的董爷爷是一位脑肿瘤病人，于去年
国庆节入住九龙坡区中医院安宁疗护病房。赵
婆婆说，在医护人员的照护下，老伴人生的最后
阶段很舒适。

所谓安宁疗护，又称姑息护理、舒缓疗护，是
指为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终末期患者，给予积极
和全面的照顾。以控制疼痛及有关症状为重点，
并关注其心理、社会及精神需要，目的在于提高
和改善患者与家属的生活质量，帮助患者有尊严
地离世。

随着银发浪潮来临，在生命终点，人们希
望以更温暖的方式走完人生，安宁疗护就成
为必要的方式之一。它能为患者及家属提供
什么帮助？在重庆，安宁疗护发展现状如
何？又面临哪些困境？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调查。

疗护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

去年4月，董爷爷患上恶性脑胶质瘤，医
生建议动手术。但董爷爷不愿意动手术，想保
守治疗。于是，赵婆婆陪着董爷爷到另外一家
医院进行治疗。刚去时，董爷爷还能自己走
路，出门散步，直到去年8月，董爷爷已无法自
己下床。

子女不在身边，赵婆婆只能独自在医院照顾
老伴，那几个月，她几乎没有回过家。“我晓得他
这个病治不好，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医生说肿
瘤随时有出血的风险。”赵婆婆回忆，那时老伴每
天都喊头痛，慢慢丧失了生活能力，只能躺在床
上，每一口水、每一口饭都要喂。

第一次照顾疾病终末期患者，赵婆婆茫然无
措又身心俱疲，也不知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说实话，看他躺在床上可怜得很，我心里也难
受。每天我的神经都是紧绷起的，生怕他病情突
然恶化。”赵婆婆说。

去年国庆节，朋友向赵婆婆推荐离家近的九
龙坡区中医院。在肿瘤科主任沈健的建议下，董
爷爷住进了安宁疗护病区。

九龙坡区中医院是全国第二批安宁疗护试
点医疗机构，有23名专科医护人员。这里的病
房有透着几分宁静的米色窗帘，还配备中西医治
疗设备，微波炉、电视机、沙发、衣柜等家具家电
一应俱全。病区还设有谈心室、营养室、沐浴室、

关怀告别室。
“安宁疗护病房与普通病房的根本区别在

于，它不再进行以治愈为目的主动干预，而是以
缓解症状，提高生存质量为主。”沈健说，在安宁
疗护病房很少见到全身插满管子、为生命做最后
一搏的景象。

统计显示，肿瘤晚期患者60%—80%都伴有
疼痛、胃口差、呕吐、便秘、大小便失禁、睡眠障碍
等症状，缓解这些不适就是安宁疗护的主要任
务。医护人员针对董爷爷的情况，设计了个性化
方案，董爷爷的疼痛及其他症状得到了有效控
制。

最让赵婆婆满意的是，董爷爷在床上躺了大
半年，都没有长褥疮。她说，这里的护士护理得
非常好，每天要给老伴擦拭两次身体，还经常给
他翻身。“我们会利用艾灸、针灸等中医手段减少
褥疮发生。”谭莹双介绍。

安宁疗护也包括对家属的人文关怀。赵婆
婆刚来时，情绪十分低落，医护人员就经常找她
谈心聊天，嘱咐她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作为患者
家属，本来心理很脆弱，听到这些安慰的话，就会
想得通一些。”赵婆婆说。

赵婆婆紧张的情绪逐渐得到舒缓，一直住在
医院里陪护，每天坚持给老伴做三餐，均衡蛋白
质与各类营养素。每天早饭后，赵婆婆还要到附

近广场跳坝坝舞。
最近，董爷爷病情有一些加重，失去了意

识。不过，医生检查后表示，董爷爷目前肌肉状
态还保持得不错。“如果老伴能平静地走，我就放
心了，也没有遗憾。”或许对赵婆婆和董爷爷来
说，现在就是最好的办法。

安宁疗护缺失让生命最后一程充满无奈

入住安宁疗护病房的病人，大多经历过漫长
的医疗过程，才最终来到这里。但如果没有安宁
疗护，当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们又会怎样度过？

渝中区余先生的母亲去年10月突发心梗，
随即去往重庆市急救中心进行抢救，做了相关检
查后，老人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同时家人拒绝了
创伤性抢救。

“进重症监护室没多久，医生就说母亲心肌
的肌腱已经断裂，无法抢救也不能做手术，最多
只剩一两天时间。”余先生回忆，当时医生建议他
们找一家有安宁疗护服务的医院陪伴母亲最后
一程，他当即提出疑问：“我母亲现在的情况哪里
经受得住转院的折腾，难道医院没有安宁疗护病
区？”

答案是没有，而且普通病房也不会收治这类
病人。

余先生跑了多家医院，私立医院、小医院都
问过了，均表示病人住院时间太短，不能收治，最
起码要半个月以上才能入住。

余先生一家只得让母亲继续住在重症监
护室。老人离世后，余先生惋惜地说，没能让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获得安宁疗护，是最大的遗
憾。

大渡口区黄女士也有类似遭遇。几年前，她
父亲被查出肺癌。从2019年到2023年，她父亲
一直在某三甲医院做放疗。肺部放疗半年后，父
亲出现皮肤溃烂，又做了一次手术，把坏掉的地
方切除，可做完之后疼痛感强烈，只能靠吃止痛
药。

“去年底做完手术后，医院就喊我们出院，表
示无能为力，建议回家休养。”黄女士说，她一下
就慌了，因为父亲每天都要换药，回了家该怎么
办？

回家后，黄女士只好和母亲轮流给父亲换
药。直到11月底，黄女士的父亲病情恶化，母女
俩只能再次把他送到该三甲医院。在医院期间，
其父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医生无计可施，建议
他们转到其他二级医院或是社区医院。

“我联系了区人民医院，他们明确表示不收
治，让父亲回家休养，可这种情况我们普通人
完全没法应对。”黄女士称，自己曾了解过有一

些私立医院开设了安宁疗护病区，但她不想把
父亲转过去，一是私立医院一般都是医养结
合，专业性不强，费用还比公立医院高；二是如
果三甲医院能够开辟安宁疗护病房，医院对患
者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对症治疗，也不用折腾
病人转院。

没有安宁疗护，让不少终末期患者生命的最
后一程，充满了无奈和痛苦。

安宁疗护推广需要更多支持

事实上，安宁疗护在我市尚处于试点阶段。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目前重庆只

有8家医院试点推进安宁疗护服务，安宁疗护总
床位300张左右，其中试点总床位71张。

相比其他省市，我市安宁疗护机构远未形成
体系。数据显示，北京市每个区都有1个安宁疗
护中心，全市床位1800张以上；上海市246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四川省
210家医疗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已经建设15
个安宁疗护中心，到2025年建设30个中心；浙
江省每个县至少1个安宁疗护病区。

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丁国富坦言，
重庆开展安宁疗护有诸多难点。首先，社会认知
度低；其次，我市老龄化比例高，对安宁疗护的潜
在需求较大，但现有的安宁疗护服务机构较少；
再次，安宁疗护是一种多学科协作提供诊疗护理
的模式，大多数医护人员对安宁疗护相关专业知
识掌握程度较低，专业人才匮乏。

如何推进安宁疗护？业内人士表示，首先需
要在政策上完善。目前，安宁疗护暂未纳入医保
项目，大部分服务内容无医保对应收费项目。此
外，安宁疗护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无医保资
金支付方式的支持，医疗机构缺乏积极性，安宁
疗护难以持久开展。

对此，丁国富建议，可采取安宁疗护服务按
床日付费的方式。“目前，该项工作已经与市医保
局对接，开展相关调研，争取2024年底前出台相
关医保政策。”丁国富透露。

同时，当前“优逝”及安宁疗护等概念尚不够
普及，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医务人员，对安宁
疗护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以及准入条件等问
题都没有全面系统的认识。这些都需要全社会
形成共识并制定相关标准。

针对安宁疗护发展现状，接下来，我市将完
善安宁疗护制度体系和医保政策，推进安宁疗护
国家试点。预计到2027年，全市安宁疗护床位
达到1000张以上。届时，所有区县至少有1家
二级以上医院开展安宁疗护服务，一半以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能提供安宁疗护病
床。

如何让老年人温暖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3月14日，九龙坡区中医院，护士正在检查
患者生命体征情况。

记者 周奇 摄/视觉重庆

▲某医养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配置了电视、
茶几、水暖等设施，使患者入住更有居家的温馨
感觉。

加快推进数字化配电网示范区建设
3月18日，国网重庆北碚供电公

司城区运维班员工通过调用PMS3.0
系统中的电网专题图成图算法服务，
用了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一条新投异
动配网线路成图及美化。

入选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家数字
化配电网培育单位以来，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以夯实配电网数字化基础、
优化配电网生产作业模式和提升配电
网管理质效为重点，快速推进数字化
配电网北碚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

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的指导
下，国网重庆北碚供电公司按照“模型
统一、一模多图、数据一个源”的总体
思路，以高效的自动成图技术降低了
电网逻辑图形绘制维护工作量，单线
图、环网图、系统图成图应用率达到
100%，设备新投移动成图美化率由平
均1小时缩短至1分钟。目前，北碚区
配电网“四可”（可观、可测、可调、可控）
能力显著提升，10千伏馈线自动化覆
盖率提升至82.3%，城网公用台区融合

终端覆盖率100%，分布式光伏监测率
和柔性可控率均达到100%。

国网北碚供电公司打造了配电站
房智能巡检、架空线路无人机自主巡
检、台区融合终端实用化、“电网一张
图”图上作业管控等示范应用，通过数
字化、智能化手段，推动配电网传统运
检业务从“经验驱动”转向“数字驱动”，
着力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智能
配电网。

谭荣 谭定琴

合川区：破难题、解新题 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我认可这份调解协议的内容。

这下我心里踏实了……”日前，家住合
川区草街街道的林某在调解协议上签
字。这是合川区依法按政策破难题、
解新题，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
一个有力缩影。

据了解，林某因对房屋拆迁补偿
标准不满，多次以同一事由向各级部
门信访。该案件由合川区级领导包
案，通过法治宣传等方式最终促成该
信访事项化解。

今年以来，合川区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区范围内全面
铺开信访工作法治化，并将该项工作
纳入区委工作要点同部署、同推动，纳
入年度重大改革举措同研究、同深化，
构建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门推
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同时，针对重复信访积案，进一步加大
各级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工作力度。针
对具体信访案件，联合相关部门及属

地党委政府，因案因人制定化解方案，
充分运用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社会帮
扶等手段妥善化解。

多措并举下，杨某对行政处罚不
服、某高校门口个体户板房消防隐患、
韩某要求开通小区自来水等一批产生
时间长、化解难度大、涉及群众广的信
访积案得到妥善解决，一大批群众“急
难愁盼”的民生难题得到有效破解，推
动全区信访形势平稳向好。

吴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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