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挨家挨户敲门
为400余人做登记

1月2日下午，沈阳市大东区上园
一小学核酸检测点，不少市民前来做
检测，法雪正在维持秩序。她对前来
检测的市民说：“排队检测，拿好登记
单和身份证，没有填表的我帮你们填
……”

最近三四天，法雪一直坚持在抗
疫第一线，每晚10点以后才回家。她
说：“在外面时间长了，腿冻得麻木快
没有知觉了，不时地帮居民填写登记
表，手也冻得不听使唤了”。

去年 12 月 31 日中午 11 时许，法
雪加入到大东区全民核酸检测志愿
服务队伍中，“最开始就是入户发核
酸检测登记表，同时建微信群，在群
内发布具体检测的时间和地点。”

法雪负责的是大东区华诚阳光
小区，“从下午 1 点一直忙到晚上 9
点，走访了 100 多户，登记了 400 多
人。”法雪说，“小区内没有电梯，6 楼

为顶楼，全靠爬楼梯挨家挨户发表
格，一下午爬了 5栋楼，每栋楼 5个单
元，全走下来腿都软了。”

有的居民家里没人，法雪只好再
次敲门发表格做登记。

她给记者算了一个数，“按每层
楼梯 16 级台阶来算，爬了 2500 多级

台阶。”

天寒心暖
市民送来热咖啡

1 月 1 日，新年第一天，法雪没有
和家人一起过节，而是早早从家出

发，到康都小区核酸检测点维持现场
秩序。

其间，法雪还安抚市民的情绪，
拿着小喇叭到小区里通知哪几栋楼
的居民该检测了，“这样可以减少居
民在外面排队等候的时间，也不用挨
冻了。”

这一天，法雪长时间在寒冷的室
外站着，她的腿没有了知觉，不停地
说话，嗓子也哑了。

“天寒但是心暖”。法雪说，有一
位50多岁的大姐送来了热咖啡，还有
市民送来了热水，“这些人我连面都
没见过，他们不仅用语言表示感谢，
还用实际行动来关心我们，真的特别
感动，许多业主也在微信群里表达感
谢，给我们鼓劲，这一刻感觉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

法雪并不孤单。她所在的团队
有 12名社工，其中 8名社工奋战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她们 8 人负责 5 个小
区，“有一名社工有风湿病，而且家里
还有怀孕的妻子，他依然放弃自己的
休息时间，加入到志愿服务中。”

700名医护人员
坚守检测点位

法雪等人在寒风中挺立的身影，
只是沈阳市大东区核酸检测的一个
缩影。自去年 12月 30日沈阳市启动
应急响应以来，大东区火速集结1100
名机关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112个
社区和 18 个村的检测点开展志愿服
务。在本次全民核酸检测中，大东区
共派出 700 名医护人员，分成 350 组
坚守在 10个街道的 176个检测点位，
对全区 73 万常住人口进行为时 5 天
的“全覆盖”全员检测。

大东区还开辟绿色通道，专门为
老、幼、孕、残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检
测服务，对于行动不便的居民，由社
区安排人员提供上门采样。另外，大
东区还成立隔离点工作专班，通过热
线电话、微信群、线上心理咨询等方
式，对隔离和工作人员开展人文关
怀。

杨海佳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入户登记 她一下午爬2500级楼梯

“慢慢来，别紧张，一下就完事
了。”这是和平区南市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副主任张晖这些天来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

在一二六中学八经校区体育馆
内的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井然，社区居
民在工作人员的组织引导下安静的
在一米线外等候，有序登记，每 10 人
一组参加检测，一切都那么有条不
紊。

这一切的背后，是有人在不眠不

休、彻夜奔忙。
自和平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以

来，为确保不漏一人，区卫健局连夜
调派物资，落实点位，完善措施，开展
全员检测的采样重任，就落在了局属
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的
肩上。

张晖是南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护人员，在基层护理岗位上战
斗了30年的她，心思缜密细致又雷厉
风行。南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

保 9个核酸检测点位，设置了 34个采
样台。

时间短、任务急，张晖马上行动，
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闫再娣联
系属地街道和学校、调派人手、安排
物资、布置场地，2020年 12月 31日下
午 2 点，一二六中学八经校区点位开
始运行，这是和平区首个启动的点
位。

从那时起，张晖一刻不停地忙着
组织、疏导、协调、现场指导流程，电

话指挥其他点位启动，还要亲自上
阵，替换疲惫的医护人员进行采样。
到下午 5 点半，全部九个点位都开始
采样。当晚10点，一二六中学八经校
区点位已经完成了近 2000 人的采样
任务，医务人员结束了工作下班回
家，可张晖还不能走。

她深知，当天只是一个开始，第
二天才是重头戏，时间太短，任务又
重，她必须与时间赛跑。

由于大量的社区工作人员、机关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在现场工作，防
护用品必须准备好、调配好。清点物
资、测算需求……

直到凌晨两点，她才拖着疲惫的
身体踏上归家的路程。

1 月 1 日早 6 点，仅睡了 3 个多小
时的张晖又返回到工作岗位。6 点
半，核酸采样准时开始。除去下午 2
点时吃的一天中第一顿饭，整整一
天，张晖都是穿着防护服度过的。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2021 年 1 月 3 日,居家隔离的第
7 天。

7 岁的儿子还不十分明白，他
很欢喜，可以天天跟爸爸妈妈在一
起。我和爱人的“焦虑”却与日俱
增——其实，自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小区封闭，我们俩就过上了“人在
家，心在岗”的日子。

当天早上清晨 5 时，爱人接到
去指定街道协助居民核酸检测的

“紧急任务”。我着急忙慌地一边
准备早饭，一边絮絮叨叨叮嘱他注
意安全，注意防护……

谁知正准备出发，他接到同事
的电话，“亿海阳光封闭了，你家小
区。”

我们这才注意到，园区业主群
里的“封园通知”已发过无数条，

“ 不 进 不 出 ”“ 等 待 有 序 核 酸 检
测”……我跟单位报了备、给儿子
向学校请了假，一家三口，开始居
家隔离，密切关注沈阳的消息。

老公的同事都被临时抽调到
最 危 急 的 明 廉 地 区 ，他 虽 不 能 前
往，却天天为同事们揪着心，看到
同事连续 72 小时连轴转，他恨不得
即刻奔了去，加入“战斗”。我也
是，看到同事们都在紧张地采访报
道 ，自 己 却 不 能 与 大 伙 儿 并 肩 作
战，百感交集。

可能是职业原因，我十分热心
公共事务。在园区业主群里，我主
动成为“云志愿者”——权威消息
传递员和情绪疏导员——每天在
业主群里及时发布权威消息，让大
家不恐慌。另外遇到有居民不理

解不明白的事情，我也及时站出来
帮助积极寻找答案和解释。

虽然居家隔离，我们也每天都
在密切关注“抗疫”事迹，在这座城
市中，不断彰显着平凡人的勇敢与
大爱。医护人员、公安干警、机关
干部、人民教师、环卫工人、社区志
愿者……不断上演着逆行而上的
片段！他们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守
护人。

隔离 7 天，我把这些经历认认
真真地讲给我的孩子，希望他能记
住，面对这场不见硝烟的战斗，我
们的城市涌现出无数平民英雄。

没有一个冬日不可逾越，热泪
盈眶之后的春天，会让我们更加深
爱沈阳这座城。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1月2日的沈阳，最低气温降到了-22℃附近。有这样一群人依然坚守在抗疫一线。
2日下午，42岁的法雪正在沈阳市大东区一处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拿好身份证和登记表、间隔一米、按序排队……”她耐心告诉前来检测的市民。
法雪是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街道禁毒社会化工作站的一名禁毒社工，专业社工师，也是“盛京义勇”平安志愿者，沈阳市绿萝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上园禁毒团队队长。从2020

年12月31日加入到抗疫志愿服务以来，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买好了票答应女儿元旦假期一起看电影，这次又食言了。”法雪的声音有些嘶哑。

备战检测 调派物资 她一天只睡3个小时

封闭手记

居家隔离 当起云志愿者
新闻速递

疫情发生以来，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在核酸检测现场，在沈阳无数个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辽沈晚报》记者用镜头、用文字记录着城市的点滴和瞬
间，记录下沈阳人如何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
铁壁。

同时，我们的部分记者也与市民们一样，在接受着“小区封闭”“居家隔
离”，从另外的视角，记录着战疫。

在元旦假期三天中，沈阳市和
平区每天有公职人员、党员干部
2499 人，下沉到社区疫情防控第

一线，构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其中，教育系统1178人。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这三天和平区2499人下沉防疫一线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
报道 室外气温零下 20℃，如何减
少居民的排队时间？

铁西区利用 8 种颜色的“采样
卡”，实现了科学分流、提高了检测
效率。

截至 1月 1日晚 5点，120 余万
张“采样卡”全部发放到铁西区各
个街道。

采样卡共有 8 种颜色，每种颜
色对应早 8 时到晚 8 时的八个时
段。

铁西区用8色“采样卡”提高检测效率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琦报
道 1 月 1 日下午，在经历了自早 7
点的数小时不间断核酸检测工作
后，沈河区望远社区全民核酸检测
点收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元旦礼
物——外卖小哥派送的几大包外
卖热奶茶。

在外卖单上只有这样一句话
“请检测人员签收，天气寒冷，大家
辛苦啦，沈阳加油！”

望远社区书记顾敬波说，外卖
中有 20 杯热奶茶，总价约三百多
元 ，而 关 于 点 单 人 的 信 息 只 有

“5825”的手机尾号。

“5825”为检测人员送20杯热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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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雪在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