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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我市各社区随处可见这

样一群人的身影，他们穿梭在大

街小巷，化身疫情防控宣传员、重

点人群排查员、居民情绪疏导员，

全力服务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切

实保障居民生活，为辖区居民筑

起一道道防疫屏障。生态文旅区

福地路办事处森林公园社区网格

员费璇，自3月至今，一直坚守在

疫情防控一线。

两万步、三万步……在森林

公园社区，费璇每天穿梭在自己

的网格里入户走访摸排情况，在

她的微信运动里，步数排行遥遥

领先。从门岗值守查验居民的行

程码、健康码，到打电话对大数据

推送的人员信息流调，到协调布

置核酸检测现场；从外市返淮人

员的信息登记，再到带领医护人

员为正在居家隔离的居民入户开

展核酸检测。她累计为500余名

预备返淮居民讲解疫情防控政策

知识，为300余人返淮居民登记

信息，为49名需要集中隔离的居

民对接信息安排进入隔离酒店，

为900余名居家隔离居民监测体

温，跟踪核酸结果，并为10余名黄

码、红码人员提供转码信息对

接。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情况，她

总是随身带个本子进行登记，把

当天了解的信息进行详细记录。

“我就想尽最大努力和大家

共渡难关。”费璇的眼神清澈而坚

定。 ■通讯员 仲小草
融媒体记者 王夏禹

疫情防控知识问答

答：第一，从疾病发生、发展

规律来说，任何病原体感染都具

有一定的潜伏期，新冠肺炎病毒

也不例外，新冠肺炎病毒潜伏期

为1—14天，多为3—7天，潜伏期

长短存在一定个体差异。第二，

从检测技术来说，有检测窗口期

的概念。病毒感染后在体内有一

个增长复制过程，中国疾控中心

副主任冯子健曾谈及此问题，他

给出的解释是：感染者或是病人

从暴露感染到病毒开始排毒，专

业上叫“强隐期”，而无症状感染

者排毒专业上叫作“前隐期”，也

可以叫实验室检测筛查的窗口

期。在窗口期，多次检测都可能

检不到阳性，但到“前隐期”末就

会检出阳性。就是说，感染初期

病毒载量太低，低于检测下限，阳

性是无法发现的，这个时间段就

是检测窗口期。感染潜伏期和检

测窗口期，使得在感染初期不一

定能够检测到阳性结果，反复多

次检测，可以增加阳性发现概

率。第三，由于呼吸道病原体的

采样主要采用咽拭子、鼻拭子、鼻

咽拭子几种形式，取样过程不可

避免地存在一定取样差异。这种

差异包括采样部位、采样深浅、采

集分泌物量的多少等。重复多次

采样检测可弥补采样误差可能带

来的假阴性结果。

（刘卫东 杨文洲）

问：为什么要进行多次核酸筛查？

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双脚，每天“霸屏”朋友圈运动数

本报讯 拧开一次，拧紧一次

——蔡晓云坐在生物安全柜前：

左手拧开试管，右手握紧移液枪，

快速准确地吸取标本……4月27

日上午，淮阴区疾控中心PCR核

酸检测实验室，检验师蔡晓云、陈

竹青、郑伟等人正在紧张地忙碌

着：配制反应体系、手工加样至提

取板、仪器提取核酸、将提取后核

酸加入体系、上机扩增，最后判读

结果，数据上传系统……

据了解，淮阴区疾控中心

PCR核酸检测实验室目前承担着

全区隔离点中高风险地区来（返）

淮人员，冷链食品、进口货物、外

卖快递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乡

镇以及学校、工地、敬老院等人群

和涉疫应急采样的核酸检测任

务，每天检测的样本量超过4000

管，有时甚至高达9000管。而实

验室仅有8名技术人员，加上其他

医疗机构增援的4名工作人员，每

天12个人两班倒，24小时运转，

确保所有样品随到随检，在最短

的时间内出具核酸检测报告。

当日下午2时15分，一身疲

倦的蔡晓云和同事们走出实验

室，从早上8点多进入实验室，他

们穿着密不透风的连体防护服，

戴着N95口罩、防护面罩，套着双

层手套，已在负压的实验室环境

下连续工作了6个多小时，长时间

戴着紧绷的橡胶手套，加之拧盖

时不断摩擦，每个人的双手皱皱

巴巴，特别是右手长时间抓握移

液枪，吃饭时虎口酸疼得几乎握

不住筷子。“今天上午做了25板，

还不算多。”“90后”郑伟说，“最多

的一天做了96板。”那一天，蔡晓

云一个人就做了36板，一次拧开、

一次拧紧，双手一天拧管3000多

次！

下午2时56分，简单吃了几

口饭，短暂的休息后，蔡晓云和同

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

疫情防控工作以来，淮阴区疾控

中心检验科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

满负荷运转，准妈妈赵明玉生产

的前两天还坚守在电脑前录入数

据；刚休完产假的丁孝凡做数据

常常熬到深夜；家住生态新城的

王慧凌晨疲倦不堪地回到家，刚

躺到床上就接到紧急任务，又赶

回实验室；棉花中心卫生院检验

师李梦颖自2月17日增援以来已

连续坚守70余天……

她，他，他们……在疫情防控

一线，面对着日复一日的辛苦忙

碌，一丝不苟、尽心尽责，及时、准

确地发出每一份检测报告，为防

疫决策提供精准参考和依据。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支梅

这双手，一天拧管3000次

中心副主任胡继香既是一名

党员干部，又是一位妻子，更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一名

公安民警，奋战在疫情防控指挥一

线，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夫妻

俩几次相见也是在会场偶遇。胡

继香每日除了统筹疫情防控工作，

兼顾分管业务，还要既当爹又当

妈，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和情绪。

为了让隔离人员吃上可口的饭菜，

胡继香坚守机关食堂阵地，挑起了

隔离点餐饮保障的重担。

从2020年至今，胡继香牵头

做好一批又一批隔离人员餐饮保

障，无论从餐饮品类，还是营养搭

配等方面都精心安排，还为少数民

族、高血糖等特殊人群提供个性化

服务。

为缓解本地农产品大量滞销

的困境和疫情防控一线的同志买

菜难的问题，淮阴区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谋划“送菜到班”服务，搭起田

间地头到机关餐桌的“连心桥”。

以机关食堂兜底，帮助菜农销售蔬

菜、鸡蛋、水果，既让菜农鼓起了

“钱袋子”，又让疫情防控一线的干

部职工放心家中的“菜篮子”。

每一个无私的给予
就是最暖的给力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很了不起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很了不起！！

缕缕微光汇聚成熊熊火焰缕缕微光汇聚成熊熊火焰

连日来，淮阴工学院学子精
心设计了10个学校工作人员形象
的手绘定制抱枕，并送至辅导员、
宿管阿姨、食堂阿姨、医务人员、
电工师傅、保安叔叔等工作人员
手中。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学校教职员工加班加点工作，全
力保障学生学习生活，学子们通
过这种形式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
达感激之情。 ■融媒体记者 王昊

通讯员 胡可 杨建

692次重点人群的接驳转运，11个隔离点的集中
改造，3000多名隔离点人员的后勤保障……从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淮阴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用三年的坚守，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着力
量。 ■通讯员 严秋怡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3月30日凌晨1点多，淮阴区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接到淮阴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紧急通知，需立即启

用第五集中隔离点，确保早上八点

前布置完成供隔离人员入住。而

在此之前，工作人员已经72个小

时连轴转，协调酒店房间用作隔

离。

闻令而动，30分钟内集结党

员和志愿队员30余人，分组投入

紧张的筹备工作，监控安装、三区

两通道改造、地板革铺设、门磁安

装、物资配送……一捆地板革一百

来斤，全靠这群人肩扛手抬；趴、跪

在地上几个小时不抬腰，只为铺得

严丝合缝，不让病毒附着在地毯

上。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而他们

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有的同志最后累得瘫坐在地

上，靠着墙角就睡着了。

“经过三年的实战历练，我们

已经是熟练工啦。”一位50多岁的

老同志笑着回忆道，“现在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越来越规范。记得

2020年疫情刚发生时，我们的情

况更艰难。”那时候，物资短缺、群

众不解，很多工作都在摸索中进

行。最先启用的汉庭酒店隔离点

没有配备一个服务人员，他们既当

保安又当保洁，干起了垃圾收集、

床单清洗晾晒、餐饮保障、物资分

配、就医协调等工作。

●保障隔离点：“小白”成了熟练工

接驳转运，是闭环管理中的重

要一环。这意味着身处闭环之中

的驾驶员需全程穿戴防护服、护目

镜，被严格限制吃饭、饮水、上厕

所，更不能回家。这项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风险高、强度大，无论

何时何地，只要接到通知，就要立

刻整装出发、奔赴各地。一天24小

时，一直在“等待”和“赶路”中度过，

常常一趟来回十几个小时。1995

年出生的退役军人李言川，匆匆告

别爱人和刚满6个月的小女儿，主

动请缨加入“接驳转运志愿队”。

335个日日夜夜，一路风雨兼程，圆

满完成了143批次200余人接驳转

运任务，安全行驶2万多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这群志愿队员

还承担起120救护车的驾驶任务，

填补了120驾驶人员的空缺。中

心组建120驾驶专班，按“21+7+

7”轮班专职驾驶120救护车，为卫

健系统解了燃眉之急。

●接驳转运：闭环中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用心保障：从餐饮品类到营养搭配都精心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