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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董严军）回家啦！昨日下
午，晋江又有 18名阳性感染者达到出院标准，从泉州
市定点救治医院康复出院。出院后，晋江派专车从泉
州点对点接回。截至4月1日，本轮疫情晋江已从泉州
市定点救治医院转运回70名出院患者。

晋江又有18位
阳性感染者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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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供！保供！

疫情吃紧！防控吃劲！保供是重中之重！
陈埭镇下辖26个村（社区），大小企业有7000多家，常

住人口近40万人。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可想而知。
全域划为封控区，除严格管理，进一步夯实“人防、物

防、技防”之外，解决民生保障也成了陈埭当务之急。
“太感谢了，这些物资帮我们减轻了不少压力。”3月

27 日晚 10 时许，晋江金星源橡塑鞋材有限公司负责人
林根财收到了晋江市慈善总会、总商会、总工会开展的

“爱心接力 同心抗疫”新晋江人关爱行动送来的首批民
生保障物资。

“方便面、牛奶、自热米饭、水果等一应俱全，对于公司
108名员工和家属来说，是一场及时雨。”林根财说。

接下来几天，一批又一批民生保障物资送到陈埭。更
多新晋江人和辖区困难群众源源不断接到各方“补给”，背
后离不开社会各界自发的捐赠。

3月31日晚，福建盼盼食品集团再次捐赠驰援，一辆又
一辆载着总价值超百万的爱心物资的货车抵达陈埭，里面
有米、油、面包、沙琪玛、能量棒、豹发力矿泉水等困难群众
迫切需要的物资。

出身于陈埭的众多晋江名企，第一时间“助战”——安
踏集团通过和敏慈善基金会捐赠100万元、361度通过福建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 100万元、泰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捐赠50万元、中裕皮革实业有限公司捐赠50万元、洋埭村
林天送个人捐赠50万元……

一笔笔捐赠涌向陈埭。截至目前，陈埭镇已累计收到
各类捐款576万元，以及大量紧缺的医疗及生活物资捐赠。

“我们是在陈埭成长起来的企业，有责任全力参与这场
战‘疫’。”这是企业家们的共同声音：守望相助，同心战疫，
我们必须在一起！

随着 11个街镇的驰援，他们筹集的一批批防疫物资、
生活物资也陆续抵达，满足陈埭的抗疫需求。陈埭镇也主
动联系各大商超，建立供应体系，进一步充实物资、顺畅运
输。村（社区）网格成立突击队，组织党员、志愿者送货上
门，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百米”。

关爱！关爱！
“感谢叔叔阿姨的关心和帮助，有你们在，我不孤

单。”这段时间，住在陈埭涵埭村的 12岁小乐（化名）每天
都能收到志愿者送来的热腾腾的午餐和晚餐，脸上总会
泛起幸福的笑容。

小乐随父亲租住在村里一处民房二楼。约一周前，
他的父亲因外出工作被隔离，而他也短暂地成为“留守
儿童”。

“入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名独居的男孩。村里组织
采集核酸时，他都很配合。”负责该网格的村干部李玛利说，
经了解，隔离之初，男孩每天靠吃泡面维持生活，“男孩比较
内向，但很独立、很乐观。我们都会及时了解他的生活情
况，保障他的生活需求。”

“我红斑狼疮病情复发，急需去医院，你们能帮帮我
吗？”3月 26日傍晚，洋埭村网格员接到李先生的电话求
助。很快，村里工作人员赶赴李先生家，并紧急联系医生
进一步了解患者情况。“经过医生初步诊断，建议李先生
立即前往医院就医。”于是，村里立即调度专车，并协调通
行问题，为李先生到晋江市医院治疗开辟了绿色通道。

“老林在家吗？我们给你送生活物资了。”3月27日夜，
海尾村网格员来到年近八旬的困难群众老林家门口，除了
送去生活必需品，还送上了200元基本生活救助金。

从3月27日晚开始，陈埭26个村（社区）2000名困难群
众陆续拿到了陈埭镇紧急向晋江红十字会申请的 40万元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物资救助金。

“关爱必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群众事无小事。”陈埭疫
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张健龙介绍，为做好关爱特别行
动，镇里关注“老、弱、病、幼”等重点群众的生活需求，落实
好各项帮扶政策，全力保障防疫和服务工作运转有序。

互助！互助！
患难见真情！
在这场无声的战“疫”中，不少新晋江人成为主动请战

的“主角”。
3月 29日，陈埭海尾村封控第二网格突击队队员程似

锦入户做信息核对时，菜农张乐铁无意间提到菜地里有可
以收割的蔬菜。

“刚开始以为老张是担心蔬菜滞销的问题。”程似锦说，
在他们联系相关部门为蔬菜寻求销售渠道时，老张却拒绝
了，“他说他们夫妇想送菜给村里居民，为战‘疫’出出力。”

张乐铁夫妇告诉记者，他们女儿在湖南老家当护士，也
曾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女儿的辛苦，他们知道。生活在
晋江，他们早已把自己当作晋江人，“我们能做的也不多，把
这些蔬菜给村里，尽一份力，也表达一份心意。”

张乐铁的举动带动了同在晋江种植蔬菜的兄弟张乐
刚和堂兄弟张乐元。张氏三兄弟一共给村里捐赠了 1500
斤包菜、1500斤花菜、200斤西红柿、400斤莴笋、400斤生
菜……

得知陈埭派出所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的消息后，来自
湖北的潘忠怀当即报名。他被分配到阳光路花厅口路段设
卡处执勤。这几天，晋江刮风又下雨，有些许寒意。但潘忠
怀却说，在这微冷中总能感受到人们守望相助、齐心协力的
温暖，这场疫情让众多同他一样的新晋江人看到了一个友
爱的陈埭、温暖的晋江。

“困难面前，不分你我。我们在一起，一条心，一起战，
一定能迎来抗疫最后的胜利！”潘忠怀说。

本报记者 柯雅雅

战“疫”，我们在一起
——抗击疫情侧记

昨日，是潘忠怀参加陈埭派出所招募的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的第8天。他是这次招募到的21名新晋江人志愿者之一，也是最早报名加入的人，“作为一名新晋江人，我有义务参与战
‘疫’，主动担当！”

3月25日，晋江陈埭镇全域划为封控区，实行封闭管理。全镇26个村（社区）建立防控工作专班，陈埭面临一场形势极其严峻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3月30日，晋江吹响集结号、冲锋号，镇街主官挂帅出征，11个镇街对口驰援陈埭重点村疫情防控，对这波疫情重兵合围。
军令如山！“百团大战”总攻由此打响！

5点的闹钟响起，我和小刘惊醒，没有赖床，起身
把自己收拾好。临出门前，看了一眼孩子们，睡得正
香。今天能比往常多睡一个小时，开心。

我叫张丽芳，小刘是我的丈夫，大名刘培坤。我们
分别是湖尾村卫生所的医生和护士，村里人喜欢叫我
们小刘、小张。久而久之，我们也这样称呼对方。

今天进行第八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到达湖尾村临时采
样点，是5点20分。我俩只抿了几口水，就开始穿防护服。
不吃早餐，担心采样中途想上厕所，防护服会受到污染。

不到6点，采样工作就开始了，咽拭子的整套动作已是
非常熟练。还记得刚开始接触采样工作时，常常用力过猛，
被采对象干呕不止。在重复这个动作成千上万次之后，被采
对象不再感觉不适，让我想到一个词——唯手熟尔。

还记得疫情暴发初期，作为医护人员且参加过核
酸采样培训，我俩已经做好被召唤的准备。但是接到
任务时却有点懵——整个湖尾村的采样任务都交给我
们了。“我们能胜任吗？”内心都很慌，第一轮大规模核
酸采样的前一晚，我俩失眠了。

硬着头皮上场，却被乡亲们一个个笑脸和一声声道
谢治愈。是啊，我们没有推脱的理由，除了身为医护人
员的职责，还有想要守护这群可爱乡亲的心。说来，小
刘是安溪人，我是江西人，却在湖尾生活了二十多年，并
决定扎根于此，就是因为这里乡风淳朴、乡亲可亲。

八轮核酸检测，家里两个小孩无人照管，乡亲们争
着要代为照顾，最终由村委会出面负责；没空买菜，可
家里菜、肉都不缺，是乡亲们一样一样送到家门口。更
不要说平日里，村里的婚丧喜事，乡亲们总会叫上我
们，从不当我们是外人。

2600多人的核酸采样工作，我们忙到中午12点，
效率相比以往提高了很多。早餐没吃，肚子饿得咕咕
叫，但是放松后的疲惫感充斥全身，反而没有胃口。匆
匆扒拉几口饭，赶紧回家休息一会儿，下午还得去卫生
院采核酸，这次我们是被采的。

采完核酸，也没得休息了，孩子的学习、作业要监督，
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得干。而小刘，再次穿上防护服，
走村串巷，为几户居家医学观察的村民做入户核酸采样。

忙碌的白天过去，夜晚相聚的时间令人倍感珍
惜。而疫情也终会过去，迟来的春天将更加珍贵。

（湖尾村卫生所张丽芳自述 本报记者苏明明整理）

“神医侠侣”的一天
2022年3月28日 星期一
天气：小雨 地点：英林镇湖尾村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我们找
了你很多年，你怎么没回家？”“我做梦
都想回去，但没挣到钱，怎么回家？”“等
疫情结束了，我们就去接你！”……前天
下午，通过晋江金井围头海防派出所民
警苏佳宝的一通视频电话，与家人失散
30年的汪老伯，终于和亲人取得了联
系。

几天前，苏佳宝与围头村工作人员
在村里开展例行的疫情防控入户排
查。来到围头新村一栋一层的石头房
时，他们发现一名老人衣衫褴褛地站在

门口，身后的房屋条件十分简陋，昏暗
的屋内，是几块木板搭凑成的床。

交谈得知，老人 30年前来到晋江，
没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他只能靠在工
地干些体力活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成
家了。一个多月前，老人辗转来到围头
村。受疫情影响，他身无分文，也没有
手机、身份证、户口本等。因不知道身
份证号，村里只能要求他做好居家，再
上门为他做抗原检测。

了解情况后，苏佳宝和村工作人员
思考着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生活保

障问题。当天，村里准备了水果、泡面
等生活物资，先帮老人解决温饱问题。
同时，苏佳宝带着老人前往派出所进行
身份核查。原来，老人名叫汪可飞，家
住杭州淳安县，今年58岁。

离家30年，老人早已没了家乡亲人
的联系方式。为此，苏佳宝多方联系，
从淳安县公安局了解到老人侄子汪先
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汪先生激动不
已，哽咽着说要立即来晋江接回老人。
苏佳宝忙告知，因为疫情，暂时不能接
老人回家。对此，汪先生表示理解，他
转了500元，希望民警代为转交，并帮忙
照顾。

前日下午，苏佳宝和村干部带着
米、面、菜等物品，来到汪老伯住的石头
房，并当场拨通了其侄子的视频电话。

“我爸爸还在吗？”“弟弟和四个姐
姐呢？”……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老
人有问不完的问题，现场温情弥漫。

“放心，你叔叔在这边很安全，我们
会帮助他的。等疫情过了，你再来接。”
电话最后，围头村党委书记洪水平向汪
先生承诺。

为了更好地保障老人正常生活，昨
日，围头村党群志愿者忙里忙外，帮汪
老伯搬进村里的五保老人安居房，围头
村还为老人发放了 1000元慰问金。此
外，疫情期间，村妇联主席洪丹晶“一对
一”对接汪老伯的日常生活，让老人回
家前能住好、睡好、吃好。

疫情排查中发现 他与家人离散30年
金井围头警民合力帮独居困难老人找到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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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茜）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今日6时开
始，晋江开展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工作。

本次检测范围为梅岭街道：竹树下社区、双沟社
区；陈埭镇：溪边村、花厅口村、霞村、岸兜村、苏厝村、
洋埭村、涵埭村、庵上村、海尾村、横坂村、湖中村；池店
镇：东山村、赤塘村、新店村、浯潭村；永和镇：割山村；
安海镇；英林镇。

检测对象为上述行政区域内工作、生活、学习的所
有人（包括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临时流动人口、外籍人
口等），对于行动不便人员将组织上门采样。重点管控
对象按原有渠道落实核酸检测。

请广大市民根据以上镇（街道）及村（社区）的通
知，分时段有序参加核酸采样。外来商务人员就近参
加当地核酸检测。愿检尽检专用采样点照常开放。

晋江今日6时启动
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工作

导读

民警通过视频电话，让汪老伯与亲人联系。 陈
埭
十
二
时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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