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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图 记者 鞠圣娇）
“你好，请出示健康码，手机屏幕朝
下，对准扫描口。双眼目视前方，不
必摘口罩，稍等识别完毕就可以通过
了。”3月14日，记者到东昌府区妇幼
保健院采访，该院慈萱楼门口预检分
诊工作人员王彬彬正在引导群众快
速通过智能门禁系统。

“只有健康码显示为绿码且体温
正常者，智能门禁系统才会放行。该
系统同时进行人脸识别、智能测温、健
康码核验，速度比人工检验要快，准确
度比较高。”王彬彬说，对于没有健康
码的群众，他们会采用人工登记的方
式查验。

近期，我市各医疗机构均安排人
员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要求群众
亮码、测温、戴好口罩后才能进入门
诊楼就诊。考虑到就诊高峰期人流
量大，各医疗机构在搞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不断优化流程。有的医院对没
有健康码的群众单独设立人工窗口，
保证就医秩序；有的医院拥有多座门
诊楼，群众预检分诊合格后可得到一
个贴纸，出入其他门诊楼时无须再进
行查验；有的医院设置健康码查验、
体温检查等多道关口，避免健康码查
验不合格的群众进入门诊大厅。

各医疗机构在门诊大厅、各出入
口处安排了志愿者，对就诊群众进行
疏导，引导群众按照1米线进行排队、
间隔就座，避免扎堆聚集。“我们常态
化开展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穿着红
马甲，只要患者有需要，就可以找我
们。同时，我们随时走动，避免群众
发生聚集，提醒群众按要求佩戴口
罩。”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志愿者苏
含说。

而针对病房楼，各医疗机构严格
执行“禁止探视制度”和“一患一陪

护”制度，各病区实行24小时封闭式
管理。同时，各医疗机构设置缓冲病

房和隔离手术间，满足群众就诊需
要。

我市医疗机构

筑牢疫情防线 保证就医秩序

■ 本报记者 赵艳君

3 月 9 日下午 6 时许，虽已过下
班时间，但辅警汪庆宇、李昊泽、孙
利坤依然在办公室忙碌。他们一边
和“对面”群众保持通话，一边将流
调信息录入系统。

这 3 名小伙子是聊城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东城派出所辅警，他们正
在进行流调工作，即对疫情重点地区
来（返）聊人员进行信息摸排登记，每
天人均要拨打100多个电话。

“比起最初，现在好太多了，群众
比较配合，虽然还有人把我们误认为
骗子，但这也说明他们防骗意识强，
是件好事。”一个电话结束，汪庆宇一
边自我“调侃”，一边将刚刚摸排到的
信息录入系统。

整整一天时间，坐在办公桌前持
续做着同一件“机械”的工作，会不会
感觉厌烦？等待电话接通的孙利坤，
迅速回应说，不会，“因为我们根本没
有时间照顾自己的情绪。”

他们说的并不夸张。每人每天
要打100多个电话，时间紧迫。贴在
耳边的手机早已发烫，一天需要充电
三四次。看着电脑屏幕上一连串的
手机号码，李昊泽甩了甩手机，想给

它降降温。
三人肩并肩坐成一排，每人面前

都摆着一个水杯，但半天下来，里面的
水都凉透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喝一口。

接到流调电话，群众应该怎么
做？

“接到流调电话时，先稳住、不要
慌。”东城派出所所长何勇说，被流调
不等于被感染。“接到流调工作人员
电话时，一定要配合，仔细回顾近期
行程，如实回答。拒不配合，故意隐
瞒情况，造成疫情传播的还会被依法
依规惩处。”

此外，流调工作人员都经过专业
培训，一定会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
流调过程中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和
隐私，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流调工作
人员有义务、有责任保护被调查对象
的个人隐私，他们获得的所有调查信
息都会严格保密。

有网友说，流调工作人员是疫情
防控战的“幕后英雄”。“其实，我们并
不是什么英雄，只希望接到流调电话
的群众能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让相
关部门科学评估疫情动态，采取正确
的防控措施。”他们说，每个人都全力
以赴，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战的全面
胜利。

疫情防控战的“幕后英雄”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蓝色箭头代表的是待检货

品入仓流程，绿色箭头是阴性货品处置流程，红色箭头是
阳性货品处置流程。一旦发现阳性货物，会当即封存在专
仓冷库内，执行处置流程，同时协调市疫情防治与专家组、
市专班相关成员单位进行处置，确保全程闭环管理。”3月
10 日，市进口集装箱疫情防控专班综合组组长洪雪飞介
绍。作为一名驻仓工作人员，她已经在市进口冷链食品集
中监管专仓工作2年多。

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于2020年12月10日运
行，目前驻仓监管组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卫健委、市交通运
输局抽调人员组成。

“驻仓监管人员实行定期轮班制度，一周轮换一次。
为了避免发生工作信息疏漏以及各级检查专仓发现问题
延误解决等现象，专班制定了专仓档案归集及发现问题首
站跟踪负责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和记者的交
谈中，洪雪飞不时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察看专仓运行情况。
原来，专仓实现了视频监控全覆盖，已经和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实现了对接。

“货物入仓，一进一出是关键。货物进一道门，出一道
门，人员进出还有一道门，一共三道门，实现了人车进出分
流，确保安全。”洪雪飞告诉记者，专仓周围的围挡高 4.5
米，高于正常标准，实现了专仓的高标准化建设运行。

记者了解到，在日常工作中，驻仓监管组负责监督仓
内作业人员规范做好防护用品脱除、废物处置和离仓人员
管理、健康监测等工作，确保每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监
管人员每周对专仓装卸、消毒等作业人员进行一次技能培
训，提高其规范操作技能和风险意识。每天填报专仓自查

要点表并报送冷链组，由冷链组每周五汇总之后上报省专班。专仓每天填报
进货管理台账并上报冷链组，冷链组负责整理之后将相关数据上报市指挥部；
同时，冷链组将台账推送给县级专班，由县级专班跟踪追溯进口冷链食品相关
情况。截至目前，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共入仓货物 27443 吨，采样
22843份，其中环境采样1470批次，食品采样18971批次，人员采样240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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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图 记者 赵宗锋）
“你看，这里面就包括移风易俗的相

关内容。”3 月 13 日上午，在东昌府区
道口铺街道任堤口村西头，村党支部

委员王爱平指着身侧的“信用+美丽
乡村”积分指标牌说。记者看到，在
这个指标牌上，加分指标和减分指标
一目了然。

从 2012 年开始，任堤口村持续开
展移风易俗行动，通过红白理事会第
一时间“介入”开展工作，从源头推动
丧事简办、喜事新办，并把移风易俗的
相关规定写入村规民约。

“尤其对丧事简办，我们推动得比
较早。”村党支部委员李治超说，在吃
喝方面，改变此前“吃盘子”的习惯，一
律变成大碗菜。大棺材不准用了，孝
衣不准穿了。前去帮忙的人员，也由
红白理事会统一调度。

“针对丧事简办，这些措施推行
后，一场丧事办下来，能节省一万多
元。”李治超说，尤其是近两年，疫情
防控压力大，村里对于丧事简办更是
严格要求。前一段时间，村里有老人
去世，考虑到当时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在红白理事会的积极帮助下，实
现当天火化，事主一家也表示充分理
解。

李治超说，在喜事方面，村里对于
用烟用酒、帮忙人数等也都明确了标
准，不允许超标，更不允许攀比。

村党支部书记李志彬说，如今村
民对于移风易俗有了更深的理解，也
更加支持。“以前，也有村民不想跟风
大操大办，但大环境就如此，他们只好
随大流。现在好了，各项规定明明白
白，大家谁也不用攀比，都省事了，更
省钱了。”

今年，任堤口村开始推行积分制，
让移风易俗变得“有章可循”。“我们安
排了专门的记分员，根据指标，对于村
民表现进行打分，年底可通过积分兑
换相应物品。”王爱平说，这项新举措
能强化大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更深入
地推动移风易俗，展现乡村文明新风
貌。

道口铺街道任堤口村

小积分“兑”出新风尚

本报讯 （记者 曹天伟） 为保障
群众生命健康，去年以来，我市市场监
管部门创新食品药品监管模式，把日
常执法检查与智慧化、数字化监管相
结合，构建起全覆盖、无死角、立体式
的食品药品安全防护屏障。

我市开展了食品企业“三标”、食
品企业风险排查、规范食品添加剂使
用、推进追溯体系建设、企业产品验证
检验、规范标签标识、推行食品安全公
开承诺、开展监督抽考等八项行动，对
1366 家食品生产企业实现全覆盖检
查。食品生产企业自查率达到100%。
在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方面，全
面推行“驻场监管、快检+互联网、定量
抽检、扫码追溯、半年检查”的质量安
全监管五项制度，聊城市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规范提升工作经验做法在全
省推广。同时，严格贯彻落实“四个最
严”要求，强化食品安全执法，全市市
场监管系统共查办食品违法案件1126

件，货值190余万元，罚没1314万余元。
为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智慧化水

平，我市积极推进“互联网+”建设，按
照“一个数据中心、一个平台、三个端
口”模式建设市场监管智慧共治系统，
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提升。目
前，该系统已实现和山东省智慧市场
监管一体化平台、食安聊城智慧监管
平台的对接与功能融合，将全市约 67
万户市场主体纳入。在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管方面，运用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开展数字化台账管
理，健全食品追溯体系。目前，4 家中
央厨房、13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90家
养老机构及1256家学校的食堂已全部
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在药品安
全监管方面，建立药品监管县级网格
40个、乡级网格167个，全市7325家药
品零售和使用企业全部纳入网格监
管，确保了问题在网格内解决、风险在
网格内消除。

我市全力筑牢食药安全屏障

1366家食品生产企业接受“体检”

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 3月8日
上午，在高新区徐田安置区配套中小
学建设项目启动现场，高新区教体分
局正在组织人员对项目地块进行测
量。该区教体分局正科级干部代国昌
介绍：“项目已先后完成环保规划、立
项、平面方案、勘探等工作，目前正在
进行征地，下一步将全力加快建设进
度，确保年内完成建设任务。”

2022年，高新区把新建、改建中小
学及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等工作列
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持续加大教
育投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
为高新区重点建设的学校项目，徐田
安 置 区 配 套 中 小 学 建 设 项 目 占 地
111.44 亩，总建筑面积 73169 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小学部将新增36个教学
班，增加学位 1620 个；初中部新增 30

个教学班，增加学位 1500 个，可有效
提高教育承载能力，缓解城区入学压
力。

在提升教育基础设施水平的同
时，高新区着力优化“软件”，按照“内
强素质、外抓管理”的方式，从抓教师
教研、作业设计和布置、课后服务提
质、规范课外培训方面着手，切实减轻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目前，全区37家
培训机构全部在银行金融机构开设资
金监管账户并缴纳了风险保证金，每
家培训机构均张贴市场监督举报电
话，切实保障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同时，各小学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一
校一案”，大力挖掘校内资源，开展丰
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确保“双减”政策落实落
地。

高新区打造区域教育高地

本报讯 （赵琦）“正愁着怎么去
办残疾证呢，今天县残联同志和医院
大夫就来了。真没想到，不用出门就
能办残疾证，帮我解决了大问题。”3月
9日，东阿县残联组织评定医师来到姚
寨镇六路口村姚春香家中，为其提供
上门评残服务时，姚春香如是说。

姚春香因重病卧床不起，六路口
村残协专职委员在走访中了解到她
的情况后，当即为其填写残疾评定申
请表，并汇报至姚寨镇残联。几天之
后，东阿县残联组织评定医师入户提
供了评残服务。此次，工作人员共为
5 户重度残疾人提供了上门评残服
务。

评定医师经审核病历、现场核实，
认定姚春香为肢体残疾一级。工作人
员详细告知其家属，姚春香可享受护理
补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政策，随后
村残协专职委员会协助办理。

让姚春香等重度残疾人受益的，
是东阿县推出的“助残服务一件事”中
的重度残疾人服务提速民生项目。他
们只需要打一个电话，专职委员就会
上门服务。截至目前，“助残服务一件
事”已惠及3564户残疾人，累计组织上
门评残服务87次，为1347名重度残疾
人提供上门服务。在实施过程中，东
阿县残联工作人员深入村庄、社区，主
动为残疾人提供暖心服务。

东阿县残联

主动上门提供暖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3月9日，
茌平区召开“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发
布会，会上发布了茌平城区公交车免
费乘坐这一惠民政策执行情况和取得
的成绩。

2021 年6月，茌平区委、区政府决
定在茌平城区实行公交车免费乘坐政
策。这一政策的实行让群众享受到更
加便捷的公共服务。统计数据显示，
该区 2021 年 6—12 月，每日乘车人数
12550人次，较1—5月环比增长70.2%，
较 2019 年 6—12 月同比增长 58.9%。
去年12月底，茌平区委、区政府决定自
2022年1月1日起，继续执行城区公交
免费乘坐车惠民政策。

在城市公交服务管理中，茌平区
交通运输局引入人本管理思想，综合
应用现代管理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
采取合理调配资源、优化工作流程、细
化管理标准、完善考核体系等措施，努

力实现公交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
“通过优化K7路线路，解决了茌山

学校学生上学、放学乘车需转乘的问
题，另外新增站亭、站牌26处，方便市
民就近乘车。”茌平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侯勇刚介绍，统计仪等智能设备的应
用，可以采集线路的客流情况、线路情
况、车辆和人员情况等运行数据，以便
于掌握线路运行状况，进行线路优化
以及峰谷时段班次调整。“对于一直乘
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市民来说，每人每
月节约乘车费用约100元，原来开私家
车上下班的市民每人每月节约燃油费
约500元。”侯勇刚说。

茌平区交通运输局依托先进信息
手段，建立了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动
态车载视频监控系统于一体的智能化
调度管理网络，对线路、车辆进行规划
调度，实现公交车辆运营调度的智能
化、公交车辆运行信息的可视化。

茌平免费公交惠民便民

群众扫码通过智能闸机群众扫码通过智能闸机

任堤口村把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任堤口村把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

本报讯（张燕）“我怀孕16周了，
这次产前筛查没花一分钱，筛查结果
显示宝宝很健康，感谢党和政府一直
记挂着我们妇女群体。”3月2日，在冠
县妇幼保健院刚刚做完免费产前筛查
项目的段甜甜高兴地说。

段甜甜今年26岁，家住冠县兰沃
乡段连子村。3月1日，怀孕4个月的
她在丈夫陪同下，携带身份证、户口本
以及一周内的B超检查报告单来到冠
县妇幼保健院，顺利做完免费产前筛
查项目。

段甜甜之所以能享受免费产前筛
查，得益于冠县为女性定制的政策大
礼包。近年来，冠县高度重视女性身
体健康，积极开展适龄妇女婚检、免费
补服叶酸、孕前优生检查、产前和“两
癌”筛查等工作。2021年，冠县拨付资
金 549.61 万元，为全县女性身体健康
保驾护航。

本着自愿、健康、优生优育的原
则，冠县适龄妇女可自愿选择免费婚
检。2021 年，冠县财政补助 31.49 万
元，为1968名适龄妇女免费婚检。

为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提高出
生人口素质，冠县为农村计划怀孕夫
妇开展免费孕前优生检查，检查标准
为每对夫妇 240 元。2021 年，冠县财
政补助55.27万元，惠及3958人。

冠 县 在 全 县 范 围 内 实 施 怀 孕
16—20 周孕妇免费产前筛查项目，检
查标准为每人 150 元。2021 年，冠县
财政补助 43.98 万元，惠及 2932 名孕
妇。

为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发生，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冠县免费为孕前3个月

到孕后 3 个月的农村妇女补服叶酸。
2021年，冠县财政补助1.29万元，累计
为3635名待孕妇女免费补服叶酸。

为做到对宫颈癌、乳腺癌早发现、
早治疗，减轻农村妇女的家庭经济负
担，冠县免费为35岁至64岁的妇女进
行“两癌”筛查。2021 年，冠县财政补
助 379.5 万元，为 59210 名农村妇女免
费开展“两癌”筛查。

今年，冠县将继续落实“五项免
费”政策，为全县女性身体健康保驾护
航。据冠县财政局局长贠庆臣介绍，
截至目前，冠县已预拨资金200万元，
持续加大对女性“五项免费”政策的支
持力度。

冠县送出女性健康政策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