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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通讯员 张亦囝

1月30日，江北区在铁山坪完成首个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设置，目前已将铁山坪相对独
立、远离人群、环境僻静、交通方便的滴水山庄
等6家宾馆作为集中隔离点。据了解，集中隔
离点全覆盖采集隔离人员咽拭子，进行病毒核
酸PCR检测，集中隔离期满，两次检测为阴性
后，才解除隔离。

“环境好吃得也好，我在这儿住个十几天，
下山的时候怕是要胖成球。”

2月12日下午，在隔离房内，留观的李女
士正通过微信视频和闺蜜“吐槽”。

李女士说，她从湖北返渝，已被隔离7天。
隔离点上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周到，在这里看
看电视、打打游戏，时间过得挺快也不觉得无
聊。

“感谢国家，感谢重庆政府，这段时间在
隔离点，医生每天关注我们的身体情况，嘱咐
我不要着凉、多穿点，还关心我的想法，消除
我精神上的负担。”2月10日，陈女士和母亲
结束了隔离观察，离开隔离观察点时，留下了

一封信给工作人员。陈女士母女是武汉人，出
国旅游后无法回去，坐飞机到达重庆后滞留在
重庆。

陈女士在感谢信中写到，在入住隔离点后，
工作人员和医生不辞辛苦，给予她和母亲最细
心的照顾。虽然没能回家，但是工作人员给了
她们极大的安慰。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彻
底打败这次“疫情”。

“陈老师，麻烦你帮我买两本书”“陈老师，
我的手机充电器坏了，能不能帮我买一个？”这
些天，铁山坪街道工作人员陈涛在隔离点担任
后勤保障，隔离人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会直
接给他打电话。

为了保障好集中隔离点的各项需求，每
个隔离点都落实专人免费提供营养餐配送、
代购物品等24小时“保姆式”服务，做到隔离
不隔心。同时注重人文关怀，全程提供免费
食宿、书报、WiFi、网络电视等文化娱乐设施
和服务。做好心理疏导，医护人员每日两次与
隔离者进行电话交流，了解其所思所想所需，
运用微信、QQ等方式疏导沟通，增强大家的
信心。

江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在集中
隔离点建立出入管理、安保维稳、体温检测、
环境消毒等10项工作制度。隔离点不仅满
足现有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需要，确保应收
尽收，又为疫情动态变化做好充分准备。同
时，还将严格实行“定点集中、单间隔离”要
求，除到期按程序及相关规定解除隔离的人员
外，及时将剩余密切接触者全部转移至集中隔
离点进行集中隔离，努力把传播扩散风险降到
最低。

江北区

隔离不隔爱 住得好吃得也好

□本报记者 戴娟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消息，截至2月12
日12时，渝中区累计确诊新冠肺炎20例。而其
中12例，均来自渝中区88号鹅岭公园酒店这一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集中隔离就像是筑起一道“防疫墙”。2月
12日下午，记者走近这个集中隔离点一探究竟。

下午4点钟，当记者赶到88号鹅岭公园酒店
时，酒店大厅正在进行消杀作业。酒店大门处，
大红的对联、灯笼、中国结和门外蓝色警戒线、

“医学隔离区域请勿入内”的黄色告示牌形成鲜
明对比。

渝中区红十字会副会长陈欣说，渝中区确
定 4 家酒店作为集中观察点，并分类管理使
用。1月28日渝中首例新冠肺炎确诊同时，就
正式启用88号鹅岭公园酒店，收住其密切接触
者。

“每一位隔离人员来这里，首先会签署一份
医学观察告知书。”渝中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
副局长王海江说，这份告知书明确了医学观察期
间注意事项，比如独立居住、每天两次测量体温、
发现不适及时告知医务人员等。

该隔离点由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定点管理，
并安排12名医务人员进驻。为规范监测服务，
集中隔离点实施“四严”措施，即严筛查，隔离期
间严把进口关和出口关，进出集中隔离点均需进
行PCR检测，以便尽早发现感染情况和降低隐
形感染者传播风险；严管理，对每个隔离人员实
行一人一告知、一卡一册、一人一间、一天两次体
温检测，发现有临床表现，立即转运隔离治疗；严
分区，结合酒店楼层分布，区分高低风险人群，分

区分层科学管理，防止交叉感染；严消杀，安排专
业消杀公司对酒店公共区域，化粪池、排污口等
高风险位置严格落实一日三次消杀制度，降低疫
情扩散风险。对隔离者产生的生活垃圾，按照医
疗废物由专业公司集中收集转运处置。

与此同时，渝中区还组建疫情防控专家组，
每名患者确诊后迅速启动分析研判，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界定密切接触者，尽快予以集中隔
离。搭建确诊病例转运绿色通道，隔离期间一
旦确诊，第一时间转送至市公卫中心进行集中
治疗。

隔离点上，工作人员对隔离人员通常称房间
号。“我们都没想到708房间，解除隔离后还在房
间便签上写了封感谢信。”90后医护人员李本圆
感慨道。

“708房间的刘先生，夫妻俩与确诊病例有
过密切接触，同时进来隔离的。”李本圆说，二人
刚进来，觉得自己很健康，担心在这里被传染，一
开始有抵触情绪，提了很多要求。“我们耐心解
释，同时对他们提的要求都尽量满足，赢得了他
们的信任。”

据介绍，渝中区对隔离人员加强人文关怀，
提供人性化菜单式服务。街道工作人员根据隔
离人员需求，对每日用餐、日用品、电视、上网、书
籍等尽力安排得周到细致。同时，开通心理疏导
志愿服务热线，由27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
组成服务团队，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渝中区

“四严”措施构筑“防疫墙”

□本报记者 黄乔 通讯员 江南

“爸妈放心，我住在这里没有被‘歧视’的感
觉，工作人员贴心周到，我在这里感到很踏实。”
这是被隔离在九龙坡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
王强（化名），近日发在家庭微信群里的一句话。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九龙坡
区在中梁山街道设置了两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2月11日，记者对这两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进行了探访。

上午10点过，记者来到位于中梁山街道的
合信石大酒店。该酒店于1月31日开始接收从
疫情重点地区来九龙坡的人员，截至2月11日，
已累计接收39人。

“36.6℃，正常。”“37.1℃，正常。”……此时，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工作人员正在为隔离人
员测量体温，并逐一记录在册。

“隔离人员都是一人一间房，医护人员每天
为他们测两次体温，还会通过微信、电话等了解
他们在房间内的生活情况。”该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负责人高磊介绍，为了让隔离观察点更加舒
适温馨，现场还有民警、保安、护工、医护人员和
中梁山街道党员干部等20余人，每日保障三餐
配送不重样，提供24小时周到服务。

记者看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工作人
员都进行了专业防护，并每天对隔离点的房间
和公共区域进行喷洒消毒，不留一处死角。同
时，对产生的生活垃圾，从收集到处理各环节都
十分谨慎，实行专人、专车、定时、定点、集中焚
烧处理。

那么，设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是否会对周
边居民造成影响？对此，九龙坡区疾控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留观人员既非确诊患者、也非疑似
病例，只是鉴于他们有过疫情重点地区暴露史或
接触史，存在感染的可能，对其进行留置观察，是
为了确保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观察期
间，医务人员将提供标准服务，在医学观察点隔
离比自己在家隔离更安全；这里产生的生活垃圾
也是经过专业消毒处理、定点清运，不会对周边
环境造成影响。

九龙坡区

“爸妈放心，我在这里感到很踏实”
一日三餐不重样

一人一间房

提供24小时周到服务

垃圾专业消毒处理、定点清运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对新冠肺炎密切
接触者来说，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是切断潜在
传染链条的有效方法之一。2月 12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目前已
经建立95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共有房间

5754个，基本能够满足全市密切接触者的隔
离需要。

据了解，1月21日，重庆确诊首例新冠肺炎
患者。数据显示，到1月31日，重庆本地确诊感
染人数超过了输入病例人数，家庭聚集导致的感

染也呈现上升态势。
“这就提示我们，密切接触者如在家里没有

做到有效的防护，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感
染。”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处长李畔介绍，在此情
况下，部分区县启动了集中隔离。

2月 8日，重庆正式启动对所有新增密切
接触者集中隔离措施。这项措施也适用于对
重庆无固定居所、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此前
已采取居家隔离措施但不能自觉管理的密切
接触者。

据了解，这95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多由
远离居民区的宾馆改造而成，具备良好的居住条
件，有电视、热水等。在入住期间，观察对象一人
一间房，食宿费用全免，并有专人24小时服务、
提供心理疏导等人文关怀，隔离不隔爱。

□本报记者 李珩

2月12日，在渝北区一个由宾馆改造的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渝北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了隔离观察点的情况。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保障观察对象健康是
首位的。”该负责人说，当观察对象入住观察点
后，就要立即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以便

及时排查出无症状患者。
入住后，医护人员每天都会定时到房间里测

体温。在观察期第12天和13天时，观察对象将
分别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核酸检测；如果三次核
酸检测都为阴性，观察对象将顺利解除医学观
察。

除了核酸检测、量体温，观察点内的医护
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尽全力满足观察对象
的医疗需求。观察对象虽然不能出房间，但生
活作息是自由的，观察点还会尽可能地为其提
供个性化服务，每天为他们采购需要的生活物
品。

在观察点，3岁的童童（化名）就显得很特
殊，考虑到孩子年龄小，童童便和母亲合住在一

个房间，童童最喜欢喝的是娃哈哈AD钙奶，于
是，采购人员的清单上就出现了这一项特殊物
品。

渝北区中医院精神科的邓小豆和另外两位
同事轮流守在观察点，为观察对象提供心理疏导
服务。由于不能面对面交流，心理疏导更多是通
过微信进行。

“我晚上失眠，害怕得很。”王婷婷（化名）向
邓小豆求助。

“谁遇到这种事都会害怕，害怕很影响睡
眠。”邓小豆安抚道。

王婷婷坦言，其他人都是只做了两次核酸检
测，她做了3次，“我又吓倒了，突然觉得自己有
那个病了。”

“采样是为了明确诊断，结果出来前有些担
心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敏感和
脆弱。”慢慢地，王婷婷也逐渐放平了心态。

据了解，该观察点已陆续有观察对象解除医
学观察，现有66名观察对象，其中，55人是密切
接触者。

渝北区

特殊采购清单满足3岁小孩需求

□本报记者 汤艳娟

2月8日，居住在大足区郭昌毕骨伤科医院
接受集中隔离的曾某，意外收到了区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送来的生日蛋糕，过了一个特别的生
日。连日来，大足区强化了2个区级集中隔离
观察点的“人性化”服务，让119名集中隔离人
员“隔离不隔心”。

大足在远离人口密集区、场所独立、规模适
中的酒店和民营医院设立了4个区级集中隔离
点，其中已启用的2个集中隔离点共安置了
119名隔离人员。集中隔离点实行“单人单
间”，并严格实行生活区、物资保障供应区、隔离
区“三区分离”的管理。

大足区卫生健康委主任石山介绍，该区集
中隔离点的房间均配备卫生间、电视、网络等，

隔离人员的饮食采取集中配送、单独就餐。目
前，按照国家规范落实防护相关措施要求，大足
已关闭集中隔离点的中央空调，对相关区域进
行定时消毒消杀，并严格处理生活垃圾及相关
防护用品。

“我们尽可能地提供人文关怀，让他们感
受到——隔离不隔心！”石山介绍，对于集中隔
离的每一个人员，政府部门不仅配备了专业的
医护人员，每天密切关注他们的体温情况和身
体状况，还配备心理疏导员，关注大家的心理健
康问题。

维也纳国际酒店重庆大足中心店是一栋新
修酒店，开业不到十天便被紧急征用为集中隔
离点。从2月9日启用以来，酒店已收住76名
隔离人员。酒店不但全力保障有线电视收看、
无线网络使用，还向大家捐赠了水果、饼干、牛
奶等物资。

“针对每个集中隔离点，我们设立了专班管
理制，以及多部门联防联动机制。”石山介绍，目
前，大足区管密切接触者148人、密切接触者核
酸检测实现全覆盖，第一次检测均为阴性，区级
集中隔离率达80%以上。集中隔离点的医务
人员正严密监测隔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一旦发
现有人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便立即按程序送
往定点医院诊治。

大足区

配备心理疏导员 尽显人文关怀

重庆已建立95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共有5754个房间，并有专人24小时服务、提供心理疏导等人文关怀

开通心理疏导志愿服务热线

一人一告知、一卡一册、一人一
间、一天两次体温检测

提供人性化菜单式服务

专业消杀公司实行一日三次
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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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测体温定期核酸检测

每天为他们采购需要的生活物品

微信沟通进行心理疏导

单人单间有电视有网络

饮食采取集中配送单独就餐

定时消毒消杀

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心理疏
导员

专人免费提供营养餐配送

代购物品等“保姆式”服务

全程提供书报、WiFi等文化娱
乐设施

医护人员每日两次与隔离者电
话交流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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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渝北区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医生对留观人员通过电话、微信进行心
理疏导。 记者 张锦辉 摄

2月12日，渝中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医务人员每天对场地设施多次喷洒消毒，共同筑牢“防
疫墙”。 记者 罗斌 摄

大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医护人员正在测体温。
（大足区卫生健康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