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病毒赛跑，怎么追？
——抢占夜的时间。过去一个月的每一个夜晚，晋江市领导

都通过视频调度系统与各镇街、相关部门会商，快速发出统一指
令，全市步调一致精准防控；对陈埭、池店等重点镇，成立一线指挥
部、现场专班，晋江市领导坐镇前线指挥，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病例激增，怎么破？
——采取最严格的封控措施。3月 20日晋江立下决断，在新

一年经济发展蓬勃起步的关键时期，忍下“剧痛”，按下“暂停键”，
镇域卡口严把严控，除特殊保障等车辆外，停止了一切非必要流
动。城市静了下来，大规模核酸检测、群众生活物资保供、应急就
医保障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病毒传播率大，怎么拦？
——流调溯源的速度慢不得。坚持“动态清零”“每日通报”原

则，50名市直单位业务骨干及 4000多名教育系统教师化身流调
“侦察兵”，24小时不间断流调溯源。浪里淘沙、抽丝剥茧，把碎片
信息拼凑成一张张完整的轨迹图；提炼总结海量的信息数据，形成
疫情分析研判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病毒隐匿性高，怎么防？
——高频次核酸检测把病毒“捞出来”。晋江共开展十四轮全

员核酸检测。这过程中，不断拓宽核酸检测赛道的“宽度”，在全市
上下同心战“疫”之下，接力出超200万晋江人核酸检测队伍的“长
度”，提升核酸检测的“速度”，彰显晋江“温度”。

病毒穿透力强，怎么控？
——转运隔离迅速斩断传播链。晋东临时方舱隔离点三期项

目迅速建设并交付使用；全市一盘棋统筹调度隔离房源，做到应隔
尽隔、不漏一人。100余辆转运专车，日夜不间断转轴，做到密接
人员“日产日清”。针对发现阳性感染者的重点村居、重点企业风
险人群，扩大隔离转运范围，全面清剿，为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目
标提供坚实支撑。

群防群控，怎么做？
——整合本土强大媒体资源和各类社会宣传资源，精心制作温

馨体贴、富有感染力的防疫宣传口号、海报、推文、音视频，采取“固
定广播+流动宣传”“空中喊话+地面防控”“线下创作+线上传播”等
多种组合拳，让宣传版面“亮”起来、广播喇叭“响”起来、彩铃短信

“发”起来、进村入户“动”起来、文艺创作“活”起来，造浓防控氛围和
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全域管控、部分封控，200多万的人心怎么稳？
粮草先行。保供！保供！
早在 3月 15日，晋江就紧急召开会议，部署物资保障相关事

宜。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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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里，47家重点保供单位，11家大型商超及5家生鲜电
商企业实行无接触配送，制定 44种生活必需品标准化套餐，将市
民所需的各类物资及时送到“家门口”。

关爱新晋江人，晋江也一直在行动。
为了切实做好新晋江人的生活保障，更好解决疫情防控期间

大家面临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的生活困难，3月27日，晋江开
展新晋江人关爱行动。随即，陈埭镇、池店镇各村（社区）的热线陆
续响起，封控区内的部分新晋江人根据实际需求，向工作人员提供
地址信息及联系方式，一份份民生保障物资第一时间送到新晋江
人手中。

行动所传递出的暖流，在陈埭、池店等地悄然蔓延。据统计，
截至昨日，“爱心接力同心抗疫”关爱新晋江人募捐行动已收到捐
赠超1亿2400万元。这些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购买药品、食品等物
资，捐给确实存在生活困难的新晋江人。

“暖阳”照耀，爱心与温度在晋江不断被复制、传递。
4月9日晚，11辆挂着“爱心流动平价超市”字样的公交车满载

米、油、牛奶、鸡蛋、香肠、纸巾等生活物资，开进了陈埭镇溪边、涵
口、洋埭、横坂等 11个村，让群众可以就近买到所需的生活物资，
解决群众生活中的燃眉之急。

市民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货足价稳，为足不出户、人不出
区的管控措施扎牢基础。

非常之时、非常之事，更需要非常之力，才能取得非常之
效。

（上接1版）

3月20日，晋江按下“暂停键”，将全市域划定为管控区，按村
社规模、病例分布，分割镇域、村社、网格，分级管控，进一步控流
动、限集聚，让城市慢下来、静下来，换取时间和空间。

直面风浪上前线！
“今天安排15时到18时做入户核酸采样，请大家提早做好准

备，务必做好个人防护。”3月20日，在世贸一品小区内，晋江市市
场监管局党员曾焕奎带领工作人员一同熟悉流程，随后作为“信息
采集员”，主动深入确诊病例楼栋，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在进入小区的第一天，曾焕奎就带队对楼栋的住户进行摸排，
重点了解掌握其核酸检测、是否有感染症状等情况。

“挺进急难险重之地，是我们的胆色。”曾焕奎说。
“我请战！”“我签名！”……在东石镇，随着“红色集结令”的发

出，全镇24名预备党员、20名积极分子纷纷请缨，先后在疫情防控
请战书上签下名字，由战“疫”预备队，转为“疫”线“冲锋队”。

在抗疫期间，党员志愿者集结出征的场景在晋江一次次上
演。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共成立一线临时党支部超550个，组建党
员先锋队、服务队、突击队达1300支。

全员核酸“加速度”
迅速切断病毒传染源，需要不断地与时间赛跑。
3月 22日，晋江市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高效有序进行。在深

沪镇坑边村的核酸检测采样点，人们排着队，就能瞧见前面的党员
志愿者手里拿着一块红色的引导牌，写着“请出示健康码”的字

尽锐出战号角

迅速集结 迎难而上

如何在 200 多万人口的城市，阻隔异
常狡猾传染力又强的病毒，防止疫情再扩
散？3 月 19 日，晋江市委发出党员集结动
员令，要求全市共产党员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闻令而动，尽锐出
战，决战决胜。党组织一声令下，超4万名
党员迅速集结，迎难而上，挺进最急难险重
的战斗前线，迅速构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

样。当排队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志愿者反复转动手里的引导牌，另
一面写着“有序排队，间隔一米”。

“这边 10个，到橙色引导牌的第 1组。”“这组 10个，到蓝色引
导牌的第2组。”现场，志愿者手上举着不同颜色的指示牌，群众根
据颜色迅速分流到指定区域排队，进行信息登记及核酸检测采样，
连不识字的老人家都能快速找到“组织”。“多彩引导牌”，不仅让现
场更有序，还大大提升了采样的速度。

在新塘街道采样点，一张张半人高的“采检登记”平台二维码，
高高地“游移”在人群之中。工作人员举着这张牌，让流动人群能
够提前扫码登记，把扫描身份证的时间，从10秒缩短到1秒。

各个采样点都有“加速器”，一个上午，长长的核酸采样队伍，
有序地徐徐前行。

3月22日上午10时，内坑镇的核酸采样工作完成90%。通过
福建省大规模核酸检测信息系统，晋江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核酸检
测组副组长黄志胜看到内坑的“进度条”，第一时间打电话核实内
坑镇核酸采样的实际情况。在全员核酸检测中，晋江根据前几轮
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流程，制定了三大医共体四大片区的医务人
员统筹调度方案。

“内坑的采样台数可以缩减，马上抽调内坑核酸采样点的 20
名医务人员前往经济开发区增援。”收到指令后，内坑镇的20名医
务人员转战晋江经济开发区，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当天，根据每个镇街的核酸采样进度，在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及
时调配力量，将进度较快镇街的医务人员统筹到陈埭、池店等人口
密集的地方。

4月5日6时，晋江开展第十二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6时30
分起，来自晋江全域的核酸样本已经陆续送往晋江城市核酸检测
基地。

“最开始是核酸开采后的两个小时才开始转运，经过统筹调度
后，现在的核酸样本在开采后半小时就开始转运，大大提高了检测
效率。”晋江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核酸检测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
过去的十一轮核酸检测中，“采送检报”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提效，每
一轮检测都在提速。

疫情发生后，晋江全面开展“密网大捕捞”行动，核酸检测与抗
原筛查双管齐下、交替进行，核酸复采机动队 24小时上门复采复
测，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将阳性感染者找出来、管控住。

流调溯源“超速侦察”
“这个人的活动轨迹可能存在风险！”
3月中旬的一次流调，晋江经济开发区一位流调人员“嗅觉”

敏感。于是，他对目标对象活动轨迹展开进一步调查。依据相关
规定，目标对象及时被隔离。

“核酸结果为阳性。”在隔离采样中，目标对象确诊，其密接、次
密接人员活动轨迹也立即被锁定。因为这名流调人员的抽丝剥
茧，从而有效切断了这条病毒传播链。

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流调工作至关重要。晋江一支支流调队
伍作为抗疫前沿的“侦察队”，24小时追踪排查。面对每天上万的
数据，人均 100多条流调信息，流调工作人员每天从早到晚，打电
话、录信息，以不停歇的追踪，推动更精准的判断，这在本轮疫情防
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必须最快找出感染者！”
“收到，马上出发！”3月28日22时许，一辆贴着“抗疫专车”的

白色轿车在晋江市金玛国际酒店门口等候，待2名采样人员、1名
公安干警带着采样工具上车后，快速驶离，消失在雾气弥漫的雨夜
里。

没有确切的时间、没有确切的地点，但是收到“单子”，就要在
一个半小时内找到疑似阳性人员，完成复采任务。这是晋江核酸
复采机动队的使命。

3月20日，为全力以赴打赢疫情歼灭战，晋江市紧急成立了核
酸复采机动队，专门负责对混管异常人员开展复采。这支由政府
办干部、医护人员、公安干警、交通运输人员等力量临时组成的队
伍，实行扁平化指挥运作，构建起了高效处置体系。

摸清密接、次密接的动向后，应转尽转、应隔尽隔也是精准防
控的关键。

3月30日晚，晋东临时方舱隔离点三期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并
交付使用。作为泉州最大方舱隔离点，晋东临时方舱隔离点建设
2284个房间，其中隔离用房 1945间、医护保障及配套用房 339
间。与此同时，晋江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把转运隔离作为遏制
疫情传播的重中之重，牢树全市“一盘棋”思想，全力以赴扩充集中
隔离场所。

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米”
4月2日上午，陈埭镇政府一派“丰收”场景。
15头猪、57吨蔬菜、4.5吨海鲜和近千箱休闲食品，与载着带

鱼、巴浪鱼、鱿鱼海鲜的冷链运输车，汇成一股股暖流持续涌入。
来自晋江全市的 15家农业场户、农业龙头企业、涉农单位以

及福建省深沪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捐赠，不仅让封控区村民及
新晋江人的“菜篮子”更丰满，也让种类更丰富。

另一边，“爱心接力 同心抗疫”新晋江人关爱行动也还在继
续。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的爱心物资温暖接力，让晋江的疫情
防控工作更有力度，也更有温度。

保供无忧，是打通民生保障的“最后一米”。早在社会各界爱
心涌动之前，晋江就确定47家重点保供单位，发动11家大型商超
及5家生鲜电商企业实行无接触配送，制定44种生活必需品标准
化套餐，实行“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对封控区群众提供上门服务、
无接触服务。

同时，按照“市级统筹、镇街自给、村居负责”的三级供应保
障体系，由晋江市防控指挥部物资供应保障组负责统筹全市生
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充分组织生活物资的储备、调度，保障大
型蔬菜、粮油、水果、生鲜等副食品批发市场、重点商超正常运
转。

“头微微上扬，眼皮放松，不要紧张，没事的。”
昨日，晋江市医院医共体核酸采样队医务人员又一次入户，这

次他不是来核酸采样，而是为陈埭镇横坂村一名患有眼疾的小男
孩检查眼睛。

原来，在4月4日内坑镇赴横坂村工作专班入户采集核酸时，
发现该名男孩患有眼疾，便主动联系医生，入户提供额外医疗服
务。

“进格入户”，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家住晋江安海镇东鲤社区的罗女士，是一名已有 9个月身孕

的孕晚期产妇。受疫情影响，在惠安的丈夫无法返回晋江，仅她一
人留守家中。

3月23日上午近9时，罗女士发现家中没有液化气，赶忙向社
区干部求助。求助电话打出不到半小时，液化气就送到了家中。

液化气送进门，让东鲤社区得知了罗女士的情况。
“孕产期临近，肯定要有家人陪伴。”安海镇东鲤社区党总支书

记曾云涛第一时间了解相关政策，帮助罗女士的丈夫在泉州
12345政务平台申请返回晋江，按要求开具相关所需的社区证明。

3月25日上午在完成相关申请后，当天下午，罗女士的丈夫便
顺利抵达安海，这位“准妈妈”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

划细格、组户群、进家门、尽责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中，晋江大村划小村、大格切小格，以“小兵团大作战”开展精准服
务。成千上万网格员日夜坚守一线，不漏一户一人，全覆盖防疫宣
传，地毯式摸排巡查，铁桶般设卡查验，成为抗击疫情最前沿、最有
效的“硬核”力量。 （下转3版）

勠力同心 攻坚克难
——晋江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打好疫情歼灭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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