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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封闭后，快递外卖都无法送
达，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怎么购买？
叫了外卖又怎么领取？1月 6日记者
实地探访了于洪区宏达家园、朝一中
家属区和大成府小区，小区门口设置
了接货点，从早上 7 点半到晚上 8 点
半，小区内部送货的面包车差不多 5
分钟一趟，随时把货物送到居民楼下
或者家里。

发放2000份网购指南

沈阳市决定设立疫情管控区后，

重点管控范围涉及于洪区北陵街道
0.27 平方公里，5 个小区，2 个社区。
由于管控区的设立，现有网购模式无
法配送到居民家中。“快递、外卖人员
不能进入，小区居民也无法出门，因
此我们必须想办法保障隔离区居民
的正常生活。”于洪区商务局工作人
员说。

为此，于洪区马上搭建网购平
台，与永辉超市、新玛特、美团等16家
在线网购平台开展“无接触配送”合
作，设计印刷了 2000 份《网上便民购
物渠道及平台》说明书，第一时间通

过社区人员逐户发放到居民家中，向
社区居民提供了 16 家无接触配送单
位的网上购物渠道和平台二维码，保
障居民能及时获得生活所需。“我们
不仅要保证物资及时送到居民家里，
还要保证食品安全。”

面包车随装随走

小区封闭的当晚，于洪区便在管
控区边沿设立了“宏达家园、朝一中
家属区和大成府小区”3 个临时配送
站点。“居民从网上买到的米、面、油

或者外卖等生活用品由快递员送到
以后，就先放在配送点，然后再由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到居民单元
门或者家门口。”于洪区商务局工作
人员介绍。

区商务局、市场局、北陵街道、团
区委、宏达社区、建安社区等 20 余名
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与 20 余名志愿
者组成了服务队伍，大家排好班轮流
为居民服务。

沈阳舍味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员工刘长胜已经在宏达家园服务3天
了，他每天早上 7 点半就会穿好防护

服到达小区，开始一天的服务。“有的
居民在网上买，有的是亲属给送来，
货物到了以后他们会给居民打电话，
我们按照地址送到居民单元门口。”

和刘长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 10
名同事，他们负责宏达家园和朝一中
家属区这两个小区的配送工作，物品
到达，他们一分钟也不耽误，马上就
会送往居民家中，所以在岗期间他们
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我们就是干
点自己能干的事儿，为抗击疫情贡献
一份力量。”刘长胜表示。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管控园区的“最后一公里”咋办 日常生活用品、外卖、快递怎样到家

探访管控区 面包车5分钟送趟货

虽然疫情防控工作非常辛苦，
但田萍说，能为自己的城市战“疫”
奉献一份力量，她觉得骄傲和自豪。

特别是女儿和女婿也同时在战
“疫”一线，女儿英楠是于洪区北陵街道
阳光尚城社区的社区干事，女婿乔成
伟在北陵街道橡树湾社区工作，全家
齐上阵，互相打气，更是多了一份力
量。

但是说起自己8岁的外孙，田萍

眼睛湿润了，情绪有一些激动，语气哽
咽。

“我们三个人各自都有任务，
女儿除了做好本社区工作之外，
还会抽调到工作任务繁重的社区
去支援；由于橡树湾社区目前已
经升级为中风险地区，从实施管
控 到 现 在 ，女 婿 一 直 没 有 回 过
家。我 8 岁的外孙子没人照顾，我
们特地安装了 8 个摄像头，这样可

以随时了解孩子的情况，心里才
会安稳一些。”

1 月 4 日，于洪区开展第二轮
全民核酸检测，担心孩子一个人
在家不安全，孩子被送到了父亲
朋友家，田萍说，这样她和女儿、
女婿可以更加安心的在战“疫”一
线做好自己的工作。

“每当孩子得知大人要离开家
去工作，孩子就会非常难过，哭的撕

心裂肺的。我就感觉特别揪心，我
都不敢看孩子，觉得对不起孩子，但
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会
告诉女儿和女婿，因为疫情，城市需
要我们，居民需要我们，我们只能舍
小家顾大家，这是我们的责任。”同
时，田萍也会把这个道理讲给外孙，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教育孩子，让
他理解什么是责任与担当。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全家去战“疫”了 家里安8个摄像头看护8岁孩子

她为收医疗垃圾每天57个检测点走两遍 女儿女婿齐上阵

大人都战“疫”家安8个摄像头看8岁娃
她每天两遍去往于洪区26个街道社区的57个核酸检测点，收集

各检测点的废弃防护服、一次性手套、检测棉签等医疗垃圾。
56岁的田萍是于洪区陵西街道城管办公室负责人，她的女儿和

女婿也是于洪的社区干事，这个战“疫”家庭，一直忙于一线战“疫”工
作，家里8岁的孩子无人照顾，只能靠安装8个摄像头实时监控孩子
情况，大家才能放心。

1月6日，记者采访了田萍，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战“疫”故事。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于洪区启动
了第一轮全民核酸检测，田萍的主要
任务就是负责陵西街道检测后医疗
垃圾的收集工作。“主要涉及我们街
道 26 个社区的 57 个核酸检测点位，
我每天要两次到各个点位收取医疗
废弃物”。

每天早 7 点，田萍已经离开家
门，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到达核酸检
测点，穿着防护服的田萍，将核酸检
测试剂废弃物、棉签等医疗垃圾统一
封装在专用的医疗废弃物黄色垃圾
袋中，和团队里的工人们一起将垃圾
装入专用运输车辆，这些医疗垃圾被

运往陵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统
一处理。

“每天大概到下午吧，我们能把
这 57 个点位走一遍，完成医疗垃圾
的收集和转运。然后再进行第二轮
工作。”由于涉及的社区、核酸检测点
位多，田萍和她的团队每天的工作节
奏非常快，经常是加班加点的工作，
回到家已经是凌晨 1 点左右。而第
二天的工作还是按照这个节奏去进
行，保证早七点离家去工作。“当初得
知要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田萍主动请
缨，带领团队完成街道所有核酸检测
点的医疗垃圾收集工作。

57个核酸检测点每天两遍收集医疗垃圾

不过，本次一线战“疫”，让田萍
印象深刻的，要属自己在跨年夜接到
了警方打来的电话。

“2020年12月31日晚上11点多，
我刚回到家，就接到了电话，说有市
民打了举报电话，发现路边有医疗垃
圾，希望能够处理一下，所以警察找
到了我。”于是，田萍连夜坐上了警
车，奔赴现场，将医疗垃圾按照规定
流程进行了处置后运走，回到家中，
已经是2021年元旦凌晨1点多了。

“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
上警车，这经历真的挺难忘的，好在
我们很快把问题解决了。”

就像在前一天，也就是去年12月
30 日晚，田萍接到了街道的通知：无

论什么情况，必须在晚 11 时到岗，上
级有重要部署。

她如往常一样，没有片刻的犹
豫，第一时间赶往她的工作岗位。“这
没啥可说的，通知就是命令，不是我
一个人。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我们
一起并肩作战。”

疫情期间，田萍一直认真的完成
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医疗垃圾的收
集转运工作；协助社区，为居民服务，

“有的社区封闭了，居民可能生活上
会有一些需求，我们会帮着解决；还
有的居民起初有一些不适应，这样容
易产生心理上的变化，我们会耐心地
给他们解释为何园区要封闭，帮他们
及时调整心态。”

跨年夜接举报电话 坐警车奔赴现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
报道“这些暖贴让我们感受到了沈
阳市民对我们的关爱和关心。这些
暖贴贴在我们身上，暖在我们心里，
我们要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希
望沈阳的春天早日来临！”1 月 5 日，
沈阳市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发热门
诊护士长陈佳佳接过市民通过快递
送到的1000张暖贴后，眼含热泪，心
情激动。

爱心女士是一位沈阳人，表示
心里特别感谢医护人员，“和她们的
工作比起来，我做的都是微不足道
的，我想尽自己的一点力为医护人
员做点什么，就想买点暖贴给他们
取暖。”

千张暖贴
温暖医护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
道“第二轮核酸检测居民只需随身
携带身份证，用手机扫一下即完成信
息采集，相比首轮检测更加方便快
捷。”1 月 5 日，在浑南区全面启动的
第二轮全民免费核酸检测工作中，检
测流程跟第一次相比有很大变化，全
区各检测点位全部使用“标本采集”
APP自动录入被检测人的身份信息，
既节省人力又节约时间，综合检测效
率提升约50%。

在一处检测点记者看到，检测人
员用手机打开APP后，只需将居民身
份证正面拍照识别一次，就可以完成
全部信息录入工作，将过去人工录入
几分钟的工作时长缩减到5秒完成。

浑南区卫健局负责人表示，使用
“标本采集”APP完成信息录入工作，
需要在检测前由检测人员用手机扫
描检测点转运箱条码，进行该箱的使
用登记，居民来检测时，再扫描采集
管条码，然后对居民身份证进行扫描
识别，确认信息无误后，进行封管封
箱操作即可开始采样工作。相比第
一次核酸检测，减少了医护人员填写
居民信息的步骤，加快了检测速度，
缩短了居民等待时间。

据了解，浑南区已向所有参与核
酸检测的工作人员下发了“标本采
集”APP使用流程说明和检测全程操
作的教学视频，确保在第二轮全员检
测开始前，所有点位的工作人员掌握

“标本采集”APP的操作流程，确保检
测工作顺利有序完成。

标本采集APP
助力浑南
二轮核酸检测

田萍8岁外孙无人照顾，家中安摄像头看护。 受访者供图

田萍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