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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施蓉蓉 董
严军）“您的健康、平安，是家人最大的
期盼，更是我们共同的心愿。”9日，一
封封“美好即将归位 坚持就是胜利”的

“家书”，伴随着一份份伴手礼送到了晋
江在外隔离人员手中，字里行间充满着
暖意。

“7日，我们接到晋江市的紧急任
务，需要包装一批伴手礼，送给晋江在
外隔离人员。”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
传承基地总经理洪朝芽说，他们第一时
间盘点物资，并召集所有在公司的员
工，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记者了解到，来旺从 8 日开始备
货，9 日一早就开始紧张有序包装。
为了避免人员聚集，来旺分了 5个场
地进行包装。“首批 5000多份伴手礼，
已加班全部完成包装。我们早一点
完成，这份关怀就能早点送达。”洪朝
芽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伴手礼中的礼
品多是晋江品牌或是在晋江生产的，也
有一些闽南古早味。“希望大家在隔离
期间，能够品尝到家乡的味道，感受家
乡的关怀。”晋江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有
关负责人说，希望借着这封信和伴手
礼，感谢隔离人员对晋江疫情防控工作
的理解和支持。

晋江市梓源农场捐赠的6吨胡萝卜运往岸兜村。

用心用情 打通保供“最后一百米”

隔离不隔爱！

你有一封温情“家书”待查收

本报记者 常励煊 黄海莲 许春 蔡明宣 施蓉蓉 柯雅雅

“菜篮子”“米袋子”事关千
家万户，是疫情防控的基础和
关键所在。连日来，为了“最后
一百米”，将市民所需的各类物
资送到“家门口”，晋江坚持防
疫保供并重、线上线下结合、政
府市场协同，构建三级供应保
障体系，完善专班机制，整合各
类资源，用心用情，全力做好群
众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

在做好生活保障的同时，晋江
还开设服务热线并制作发放“温馨
服务卡”，注明各镇村（社区）服务热
线让群众“有渠道反映”，明确接线
专员，认真登记来电人员问题和困
难，并及时联繫相关人员解决，让群
众“有渠道落实”。

“你好，这里是庵上村抗疫服务
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晋
江农商银行驻陈埭镇庵上村的志愿
者郑诗茗迅速接起电话，边听边详
细记录来电群众的诉求。3月27日
下午开始，郑诗茗和同事黄鸿毅专
职负责起了庵上村抗疫服务热线的
接听任务。

驻庵上村工作组长、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李友加说：“我们对接到
的问题按类别交由工作组、村干
部或网格人员及时精准处理，主
要受理的是涉及外来务工人员的
吃饭、看病等民生问题。”庵上村
抗疫服务热线专人专职管理的做
法，也被复制到了晋江农商银行
临时党支部党员志愿者所在的大
乡村、溪边村。

6日晚上9点多，任冬梅的救命
药终于被送到了她的手中。

任冬梅是晋江新天弘保洁公
司驻陈埭镇海尾村的环卫工，在本
轮疫情期间，她虽然需要每天吃

药，但仍坚持岗位。但五天前，她
发现自己的药快吃完了。由于她
是南京某医院的药物测试人员，吃
的药目前还在实验阶段，对此类药
品，国家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
快递必须本人签收。由于疫情，发
到晋江的快递几乎都停运了，药物
根本无法寄到。

怎么办？任冬梅找到晋江市
城管局环卫中心主任纪荣思。作
为城管局驻海尾专班物资配送组
组长，纪荣思迅速向快递公司了
解情况，并找到了方案。虽然目
前大部分快递停了，但是特殊的
救命药还是可以走特殊的绿色通
道。他建议任冬梅将药先邮寄到
泉州附近地区，然后想办法接

药。随后，任冬梅与南京联繫，最
终对方同意将药寄到三明市，任
冬梅想办法在高速路口接件。与
此同时，纪荣思积极跟村、镇和抗
疫指挥部等部门联繫，一路帮她
准备材料、申请“通行证”，最终任
冬梅拿到了救命药。

解决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面
临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
难，以及特殊困难人员基本照料服
务需求，做他们的“兜底者”，提供有
温度的保障，是晋江一直以来的坚
守。“封控区一村一电话、管控区一
镇一电话”，接受群众的咨询，听取
群众的合理意见，及时调整优化保
供方案，确保物资配送及时、“套餐”
品类丰富、市民生活无忧。

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晋江各镇（街道）也因地制宜灵
活开展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买了蔬菜、排骨和鸡蛋，很新
鲜，不错。”收到下单配送的物资，龙
湖前港村民施聪奇赞道。

因全镇纳入疫情管控区，为了
让群众安心居家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龙湖镇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生
活物资五级供应定点配送+村级网
格化採购机制。

“村级网格化採购”的顺利运
行，得依靠物资供应前端的有效调
度。为此，龙湖镇成立镇级物资供
应保障专班，负责统筹、指挥、调度、
协调，4 家配送公司分别负责东、
西、南、北4个片区，每个片区负责2

个工作点，工作点下的各村均设有
村级供应站，从而构建起“五级供应
定点配送”的物资供应链机制。

“每天上午 10点，以村为单位
向二级配送点申请次日物资配送清
单，届时物资会按时、按量供应至各
村级供应站。”龙湖镇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各村供应站大多依托原有
的农贸市场、超市开设，配送场所具
备宽敞、通风和防疫消杀的条件，方
便本村群众採购。而各村则按管控
要求，採取网格化机制错时错峰安
排群众到指定的供应站採购。针对
部分行动不便的村民，各村级供应
站还配送到户。

“非常感谢你们，在疫情期间来
支援我们，捐钱又捐物。”昨晚 8时

许，在陈埭岸兜村第四网格户主微
信群，村民丁先生向工作人员致谢
道。

连日来，东石镇在驰援陈埭镇
岸兜村战“疫”时，一批批爱心菜也
温暖了村民和新晋江人。7日傍晚
时分，来自东石潘山村的晋江市梓
源农场的 6吨胡萝卜，运进了岸兜
村。这已经是该农场驰援陈埭镇抗
疫的第二批爱心菜。“听镇干部说，
岸兜村还缺菜。作为农场，我们有
菜就捐一些，为抗疫尽一分农民的
力。”梓源农场负责人刘建家说，他
还交代抗疫一线干部，如果有需要
再跟他说，他继续捐。

“你买的物资已经装好了，我再
过一会儿马上到，你准备下，我到了
你下来拿。”陈英女挂掉电话，便骑
着“小电驴”将物资送往群众家。每

天上午 9点多，陈英女所在的 30多
名志愿者组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配送
队便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来到陈埭
镇高坑村生活物资中转点，分拣平
台配送到的物资，为村里群众送货
到家门口。

“这个生活物资中转点是我们
特地设置的，我们的服务配送队负
责分拣群众购买的物资，并无接触
派送到各家各户门口，做到‘日到
货，日送家’。”高坑村疫情防控专班
组副组长苏成福告诉记者，专班组
还精心制作了“购物指南”，在该指
南中附有慧买买、连连鲜生鲜等平
台的详细购物流程图，并细心地附
加了医药、婴儿用品、煤气等特殊需
求对应的联繫方式。“我们在6个网
格均建立微信‘网格群主’，鼓励群
众网上自採。”

因地制宜 筑牢供应“保障线”

多措并举 推出各类“保供套餐”

疫情期间，为满足市民的生活物
资需求，晋江一方面在全市范围内遴
选大润发、永辉、沃尔玛、慧买买等 43
家大型连锁商超、生鲜电商作为重点
保供企业，分别推出各类“保供套餐”，
供集中採购或线上订购；另一方面，依
托市供销系统，对接厦门、福州等市外
农副食品产业基地，以“肉蛋菜”为重
点推出系列“保供套餐”，并通过晋江
文旅集团“爱晋江美好生活平台”推出
惠民保供线上专区，方便群众下单订
购。此外，各村（社区）指定 1~2个保
供点，满足群众的生活物资个性化採
购需求。

永辉超市新城吾悦广场店是晋
江众多保供企业之一，在疫情期间
承担着陈埭镇部分居民“菜篮子”的
重任。

“目前，我们每天要向陈埭镇配送
大概 2300份的‘保供套餐’，从 3月 20
日至今，已为陈埭居民提供了4.2万份

‘保供套餐’。”永辉超市新城吾悦广场
店店长胡秉材告诉记者，每天上午 7
点左右，永辉超市的 50多名员工，外
加 2名义务司机都要全部到位，开始
进行物资的分拣、打包、配送，往往要
到晚上8点多才能把大家所需的物资
配送到位。

为了让“保供套餐”真的可以优
惠于民、利于民，他们对“保供套餐”
的分量、品种、价格、配送流程等进行
了系列的优化。胡秉材介绍说，根据
社群上大多数居民的意见，一方面，
他们对第一个“保供套餐”的品类分
量进行调整，把大家需求量大的菜、
肉的分量往上调，把水果等非必需品
的分量降下来；另一方面，每 3~4天
他们就会对“保供套餐”内的商品进
行调换，尽量变着法子让大家吃上可
口的饭菜。

“一早收到了你们平台的爱心餐，
谢谢啦。”家住桥南新加坡城的孙先生
3日一大早就给“爱晋江美好生活平
台”客服留言。

一天前，孙先生向平台客服咨询
“套餐”订购事宜。平台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联繫社区工作人员，反馈了相关
情况。社区立刻筹集包含面包、牛奶、
方便面等在内的暖心“套餐”，送至孙
先生家里，让孙先生倍感温暖。

同样感受到暖心服务的还有住在
陈埭镇涵口村的外来务工人员谢先
生。谢先生在咨询“套餐”事宜时说由
于身处封控区，妻子外出就医遇到诸
多不便。平台客服主动询问具体情
况，并及时帮忙反馈、协调。不久后，
涵口村就回复表示已送去慰问品，并
着手帮忙解决了就医问题。晋江文旅
集团“爱晋江美好生活平台”，从 3月
29日上线至 4月 7日晚，累计销售量
近 2万份，解决了不少封控区群众的
生活难题。

6日上午，陈埭镇高坑村组织志
愿者将 1.1万公斤大米分装，分发给 1
万多名村民，每人1公斤。据了解，这
次晋江採购了 670多吨大米，免费送
给池店、陈埭两镇居民。不仅如此，目
前，晋江正准备在做好疫情防控和食
品安全的前提下，在非疫情重点村设
置若干困难群众熟食供应点，採取全
程闭环管理，通过网格化、无接触式配
送到困难群众手中，确保困难群众有
饭吃，物资保供全覆盖。

呼有所应 让群众“有渠道落实”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来了！来了！”4月6日晚上，
伴着志愿者们欣喜的呼喊，一
辆载满蔬菜的货车缓慢驶入
晋江池店镇新店村绿洲花苑
小区。这辆货车载着2万斤蔬
菜，是小区业主林亮捐赠的。

“他是新晋江人，前几天
他突然和我们说，想送一点物
资给这边的朋友。我们说一
定尽全力配合。没想到他一
捐就是 2万斤蔬菜，1万斤白
菜和1万斤包菜，真的非常感
动，也非常感谢他。”绿洲花苑
小区疫情防控工作组工作人
员庄怡星说。

据悉，此次林亮捐赠的 2
万斤蔬菜中，7000斤定向捐
赠给绿洲花苑小区的住户，剩
余1.3万斤则捐给陈埭镇洋埭
村。8日，工作人员将把这批
新鲜蔬菜进行分拣，并分发到
该小区住户手中。

“我祖籍是宁德霞浦的，
来晋江也十多年了，这边的朋
友很多，对晋江也很有感情。
所以，我就想力所能及地捐赠

点东西，也算是奉献出自己的
一份爱心吧！”林亮笑着说道。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池店
镇不少新晋江人出钱出力，为
晋江的疫情防控做出自己的
一份贡献。池店村的洪武江
分两次捐赠莲藕、包菜、马铃
薯、胡萝卜、西红柿等各色蔬
菜 3万多斤及 60箱矿泉水给
池店村，合计价值 4 万多元
人民币。作为一名在晋江打
拼多年的江西人，对于自己的
两次捐赠，腼腆的洪武江只是
说：“我在晋江这么多年，也受
到过很多人的照顾。现在这
个困难时期，我比别人更容易
买到菜，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也是应当的。大家一起努力，
困难就能更早过去。”

钱头村十多名新晋江人自
发到村里当志愿者，帮助村里
採样点维持秩序，为村民送米
送菜。他们纷纷表示，“晋江没
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又怎
么能把自己当外人置身事外？
所以我们主动来当志愿者，大
家一起努力，一起渡过难关。”

新晋江人出钱出力
助力疫情防控

志愿者在搬运“保供套餐”。本报记者 黄海莲 摄 福建省粉红力量妇女儿童帮扶基金与晋江经
济报联合募集的爱心物资运往陈埭江头、鹏头。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