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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起，安镇社区医院的接
诊量不断增加，辛彤等全科医生们的
常规工作量每天都是满负荷。但一
到东站参加轮值“三班倒”，她又精神
抖擞起来：“从职业敏感上来说，对于
疫情还不能有懈怠。”好在现在登记
和核对工作大家都上手得很快，从一
开始的白纸手工誊写到有了标准化
表格，车站也主动提供了列车时刻

表，效率提升了不少。
队员们的自我消杀工作保持了

专业和规范，两层手套、每次穿脱防
护服和更换口罩，一步不落，每一个
步骤的间隙，双手都要重新消毒。高
铁东站的医学隔离点是一个集装箱
改建的密闭建筑，队员们就是在这里
每天休整、交接班。

从一开始的7人，到全社区医院

100多位医生护士的共同参与，这个
社区医护力量组成的公共卫生轮值
团队已经测温300万人次，转送了
60多位发热人员，妥善处理了120多
人次境外回锡人员，他们的汗水浇灌
守护着无锡这座美丽城市的安全大
门。

（晚报记者 陶洁/文 通讯员
殷海琪/摄）

本报讯 8月20日下午，由滨湖
区民政局和滨湖区专业社会工作者
协会联合主办的“坚守社工心 共筑
滨湖梦——滨湖区首届社工技能大
赛”暨“2020年度滨湖区十佳最美社
工颁奖仪式”在滨湖区会议中心举
行。滨湖区各级相关领导和各街道
优秀社工观摩团等近300人参加了
活动。

经过“博闻知情”社工知识竞答
和“论剑登顶”情景模拟竞演等环
节的比拼，最终，蠡园街道勇夺首
届社工技能大赛一等奖，马山、河
埒、蠡湖三个街道获得二等奖，雪
浪街道、胡埭镇、荣巷街道获得三
等奖。

据了解，多年来滨湖区在社工培
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

索，2013年至今，全区持证社会工作
师从33人猛增至691人，增幅达20
倍。全区有专业社工机构17家，江
苏省社会工作领军人才2人、江苏省
最美社工1人，全国社会工作示范和
示范社区各1家，强大的社工人才队
伍为提升全区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潘凡）

“失而复得”
的国债

“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
非要做骗子？我告诉你，我从来
都没有买过什么国债！别再打
电话过来了！”电话那头“啪”地
一声挂断了。这是八月的一个
午后，为落实储蓄国债到期提醒
兑付工作，中国银行无锡分行营
业部派驻业务经理茅肖蓉放弃
了休息时间，正对照中国银行国
债兑付方案逐一梳理、联系客
户。

“客户说得这么肯定，难不成
我搞错了？不会啊，国债系统里
明明有的，不会错啊。”带着满腹
狐疑，茅肖蓉调阅了原始开户资
料及客户填写签字的交易传票。
经过信息比对，可以确定，客户陈
女士确确实实在中国银行购买过
国债。

二话不说，茅肖蓉再次拨通
了客户陈女士的电话，却屡次被
挂断，茅肖蓉始终没有放弃。经
过拨打电话、发短信等多种方式，
茅肖蓉的耐心逐渐取得了陈女士
的信任。终于，茅肖蓉再次与陈
女士取得联系。在和陈女士仔细
进行信息核对后，陈女士回忆出
自己的确曾于2006年购买过一
笔本金为 27000 元的凭证式国
债。但由于多次搬家，国债凭证
早已丢失，陈女士也就将此事抛
之脑后。

拿起电话，茅肖蓉继续与投
资国债到期客户的沟通。一遍又
一遍，客户谭先生的电话始终无
人接听。经细心核对相关信息，
茅肖蓉敏锐地发现谭先生的预留
地址竟然和前面的陈女士一模一
样！于是，茅肖蓉立即又一次致
电陈女士。陈女士表示，谭先生
为其丈夫。原来，谭先生在陈女
士购买国债后的第三天也至中行
网点购买了本金 13000 元的国
债。

整整4万元国债的“失而复
得”让陈女士一家意外惊喜。两
天后，陈女士、谭先生一同来到中
行无锡分行营业部办理了两笔国
债的挂失及兑付业务。临走前，
陈女士紧紧握着茅肖蓉的手连连
道谢：“谢谢你啊，茅经理！亏得
我之前还那样说你，要不是你的
认真负责，我们怎么还会想到自
己还有这么一笔钱啊。真的，谢
谢，太谢谢你了！”这是中国银行
无锡分行服务客户的一件平凡小
事，也是中行扎实开展国债催兑
工作的一个剪影。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无锡中
心支行为更好地维护国债投资者
权益，推进“国债服务满意工程”，
组织各储蓄国债承销机构集中开
展储蓄国债到期提醒兑付工作。
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接听银行工
作人员电话。

（包寒 朱莉）

守住东站的第一道门，他们每天挥汗如雨

记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卫士
20日中午，室外温度40℃，在高铁无锡东站的防疫隔离点，安镇社区医院副院长辛彤和另外两名医

护人员与刚刚早班结束的护士长朱柯洁以及另一名年轻药师一起准备交接班。身穿蓝白色防护服、全

副武装在线的社区医生们远看就像几个“天线宝宝”。在高铁东站的出入口，这群来自基层社区医院的

医生有如卫兵一般，兢兢业业不折不扣，严格把守着防疫的第一道门。

滨湖区举办首届社工技能大赛

七个月的坚守
前段日子他们还戴着护目镜，最

近高温实在吃不消，才改用面屏。对
于进站、出站的旅客，体温有一丁点
异常升高的都要进行手工和额温枪
两轮再筛查，19日中午，他们就“劝
退”了一名体温略高的进站旅客。如
果是出站旅客，体温异常则会安排到
隔壁的留置隔离区，再联系安排后续
的“转运”。疫情进入常态化后的医
学隔离点，工作环境依然紧张而“严
密”。

摘下头罩的一瞬间，朱柯洁的面
颊被汗水“泡”得发白，发间的湿汗哒
哒地往下掉，脸上被口罩压出的褶
印，看起来无比醒目。从清晨6点来

到驻点，一上午7小时的早班，顺利
完成。隔离点本周新装了空调，缓解
了最近超过10天以上高温的难挨暑
意。就在上周，隔离点还只有一个大
风扇呼呼地吹。

从社区医院的院部上了个早班，
再到东站值守疫情安全门户，对于辛
彤来说，1月23日小年夜首次东站驻
点值守到现在，这样天天加班已经长
达整整7个月。她也是该社区唯一
一个从疫情一开始直到现在都始终
坚守一线的防疫医生。

此前社区医院常驻点上的医生
主要有7人，6人按照东站提供的列
车到站时刻表安排2人一组“三班

倒”，1人为机动补充。“我尽量确保
尽可能少的医护人员轮值，这样人
力才能长久充足，万一遇到疫情需
要隔离或者需要顶替，才有后备力
量顶上。社区医院就那么点人，真
需要人顶的话，就捉襟见肘了。”辛
彤说。

7个月，对驻守防疫隔离点上的
医护人员们来说，变化是很大的，从
一开始的出站口每个旅客都要检测
体温，常规每班每人2000人次、高峰
每班每人3000多人次的“举枪”测
温，一直到4月下旬启动红外图谱测
温仪，值守医生们的僵硬臂膀，才逐
渐放松下来。

汗多有了“免疫力”
辛彤医生是个小个子，在防疫物

资最紧缺的时候，她娇小身躯的优势
是“可以在防护服里面多穿点衣服，不
像几个大个子男医生，里面只能套一
件单衣，露天值守冷的时候只能在原
地跑步。”回忆疫情初始的最寒冷前半
月，每天都是“汗流浃背”，太闷热，穿

脱又费力，“不敢吃含水量多的食物，
当班期间也不敢喝水，不喝水又出汗
多，一到换班时间，极其虚脱。”

从疫情最紧张的时刻转眼到了
现在的“常态化”阶段，从最冷的季节
一下子到了最炎热的时分。辛彤说，
自己的身体对于闷热的防护服已经

产生了耐受“免疫力”——最开始的
几天因为每天都要穿戴防护装备时
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一蹲下来常常有
想呕吐的冲动，到现在竟然适应了这
种七八小时当班不喝水的极限状态，
7月初刚开始热的几天还出过痱子，
最近几天反倒没有了。

“现在还不能懈怠！”

中午准备交接班的安镇社区医院医生辛彤（左）在队友
的帮助下穿防护服。

东站的防疫卫士们为进出站所有体温异常的旅客进
行人工测量和额温枪测量两轮再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