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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点外， 有县处级领导干部和县直单位工作人
员、公安干警戴着红袖章 24 小时站岗放哨、保障物资，
成为坚强后盾。 隔离点内，便是“大白”的主要阵地，核酸
检测、一日三餐、信息传送、情绪安抚、解决需求……在
疫情防控“硬管控”之下，更需要温馨、温暖的“软服务”。

“我们这个‘交通集中隔离点 ’里都是幼儿园的孩
子，虽然有家长陪同，长时间的隔离也很容易让孩子感
到焦躁。 再加上每天见面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
来核酸采样、送一日三餐，孩子容易产生恐惧心理。 我们
特意为孩子准备了大礼包，有零食、儿童书籍、小玩具，
一下子拉近了‘大白’与‘小宝’之间的距离。 ”郸城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爱联说。

对于照顾小孩子、处理日常工作，张爱联考虑问题
非常细腻。 把她安排到负责隔离幼儿园孩子的隔离点工
作，彰显了隔离管控专班的良苦用心。

“其实这个宾馆原来是支援太康县人员的集中隔离
点，4 月中旬太康隔离人员返乡后，刚刚完成消杀、撤除
‘三区两通道’，宾馆准备恢复营业。 没想到郸城出现疫
情。 从 5 月 5 日下午接到隔离任务，我们重新组织小分
队，7 个小时完成隔离点设置，随即接到隔离任务。”连续
6 天奋战在隔离点，张爱联每天休息不足 4 小时，喉咙已
经严重沙哑，她没有叫苦，反倒一直表扬与自己并肩作
战的同事。 “对于常人而言， 隔离点工作是一份 ‘苦差
事’，但这群人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退缩。 ”张
爱联说。

在“交通集中隔离点”负责医护服务的是郸城县医
共体第二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县中医院。 该院抽调了拥有
16 年医护经验的党政办主任李慧满作为医护组长，从医
院内科、重症监护、康复科、护理部等科室抽调 6 人，组
成 7 个人的医护组。

“涉及科室越多，医疗服务面就越广。万一隔离人员遇
到身体不适，我们能更好地当即处理。 ”该院院长水新华
说。 5月 10日，在隔离点投入使用的第六天，有些孩子开
始闹情绪，要零食、要玩具。李慧满发现这种情况并及时向
医院领导汇报。 中医院报请隔离管控专班立即得到批复。
由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中心医院、县妇幼保健院所负
责的隔离点，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全部配送“爱心大礼包”。

与此同时，县隔离管控专班特别邀请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崔梅、崔军等 29 名心理咨询师，细心服务住有学
生的 15 个隔离点。 为心理有阴影的孩子打开心扉，让党
的光辉照亮每一个幼小心灵。

“小朋友，这个大礼包喜欢吗？ ”“哇！ 零食！ 喜欢，谢
谢阿姨。 ”5 月 10 日下午，县中医院为孩子们送上了“爱
心大礼包”，里面有果冻、虾片、牛奶、糖果等零食，还有
玩具、儿童书籍。 一份份“爱心大礼包”在经过严格消杀
后，安全送到孩子们手中，孩子们天真的脸上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你们这些白衣天使，这份礼
物来得真是太及时了，我家孩子拿到礼包可开心了！ 非
常感谢，真是太贴心了！ 你们辛苦啦！ ”家长们激动得热
泪盈眶。

“阿姨，我给你们跳支舞吧。 送给你小心心，送你花
一朵……”隔离点的房间内，妈妈充当摄影师，孩子们面
对镜头跳起舞、唱起歌，幸福满满。

“嘉会静园集中隔离点”的孩子们刚刚转入的那晚，
睡不着、不敢关灯，来自县中心医院的护士长安静就陪
着孩子聊天，直至凌晨 3 时，孩子们感受到安全感才进
入梦乡……

集中隔离点既是抗击疫情的“特殊战场”，又是隔离
人员的“温暖港湾”，暖心守护的背后彰显的是郸城温度。

21 个集中隔离点实时动态管理， 人员不停变化着。
但是，不变的是“钢铁战士”披袍仗剑战病毒的决心与勇
气，不变的是永远写不完的党群心连心的温情故事。 ③7

集中隔离点的“硬管控”与“软服务”
□记者 徐松

������“报告！ 我点医护 51 人、公安 6 人、分包单位 6 人，新增隔离 0 人，解除隔
离 1 人，目前隔离 327 人，其中密接 274 人，次密接 53 人，学生 72 人，陪护家
长 64 人……房间总数 345 间，剩余 0 间。 ”5 月 11 日 7 时，郸城县“益民安置
小区集中隔离点” 信息员朱盈锟向县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隔离管控专班定时汇
报。

隔离点，是阻断疫情传播蔓延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抗击疫情的最前沿。 这里
与病毒的距离，只在方寸之间。 这里与群众的距离，更是心心相印。

“我们要保障指挥中心指令落地生根，做到硬件够硬，来人即住、住下则安；
更要做到软件更优，确保隔离人员医疗服务、安全保障双百分。 ”自 5 月 4 日全
县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郸城县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隔离管控专班集结全县医
院、宾馆、酒店、安置房等区域，备足隔离点并建立储备清单和梯次启用机制，县
委副书记、 县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常务副总指挥王中红担任隔离管控专班组长，
他要求每一个隔离点成立临时党支部，筑起“红色堡垒”，24 小时驻守隔离点的
医护人员、公安干警、县城单位成员就是一群“钢铁战士”，不分昼夜、不讲条件、
履职尽责、任劳任怨，确保隔离点在“圈住、封死、捞干、扑灭”战斗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

������“我们严格学习贯彻执行河南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2.0 版），并且结合郸城实
际创新实施‘党建引领、挂图作战、通力协作、优
化服务’的工作模式，全县启用 21 个隔离点全部
做到‘八个一’、成立‘七个组’，为疫情防控阻击
战建起了一道道固若金汤的防御阵地。 ”郸城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建军说。

李建军是“中州集中隔离点”的分包县处级
领导干部，在隔离点门外的一间活动板房就是这
个点的临时“指挥部”。一进门，鲜红的版面、金黄
色的党徽映入眼帘： 中州集中隔离点临时党支
部。 支部书记：李建军（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支部副书记：杨光山（县乡村振兴局党组
书记、局长），支部副书记、委员……

在“指挥部”门口与隔离点入口处，一个简易
篷、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就是 24 小时坚守的岗
哨。桌子上的一个个本子成为郸城县隔离点设置
的亮点，这是该县创新设置的“10 项台账”。 “我
们细化到哪怕是一只苍蝇从这里飞进去，就会留
下痕迹。 内部人员需要一双筷子，我们也会及时
记录，保障到位、精准服务。 ”杨光山形象地比喻
道。

“这里的每一项标准都是铁的纪律、硬的指
标。 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睡不踏实，在疫情防
控最为关键的阶段，深更半夜转来隔离人员是常
态。需要我们睡着了也得留一只耳朵听着对讲机
和电话指令。 ”值班人员孙永文说。

驻守也是住守，一间房、两张床，李建军、杨
光山以及每一位成员分成 3 人一组。 白天门口 2
人值守， 屋内 1 人负责与县指挥中心信息保畅；
晚上门口 1 人值守，屋内 2 人临时休息、时刻备
战。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郸淮路西段的“唯爱集中
隔离点”， 县政协副主席王岩是这个隔离点的分
包县处级领导干部。 一向认真细致严谨的他，认
真研读“2.0 版”之后，根据隔离点楼层、房间数以
及各通道情况，精心布置了“三区两通道”，并且
精准绘制了大楼二维图，每个房间位置、通道位
置和入住人数、年龄等标注清楚。 在隔离点临时
“指挥部”，“挂图作战” 对大楼内部情况一目了

然。 而且，在这间“指挥部”有对讲机和内部医护
人员可以实时沟通，有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内部每
个楼层的情况。再加上驻守在“指挥部”的分包责
任单位提供后勤保障，内外协同，确保隔离点安
全稳定，人员身心健康。

与之相距不足 500 米的 “爱妃堡集中隔离
点”也是王岩亲手打造的隔离点中的“样板间”。
这里“寝办分开”设置两个活动板房，一个是生活
间、一个是工作间。 工作间内电脑、打印机、监控
等一应俱全；生活间内 3 张床，再加上简单的生
活设施，一日三餐有保障。

工作间房顶高高飘扬着国旗和党旗，临路一
侧墙体悬挂着：“爱妃堡隔离点指挥部” 红色条
幅，房间内挂图作战的版图上显示：责任单位是
郸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临时党支部书记是该
局局长赵腾彬。用王岩的话说：“别看他一米八的
大个头、180 斤的大身板，干起活儿来靠得住、很
细心，7 天来始终坚守岗位。 ”

据悉， 郸城县 21 个隔离点全部落实 “八个
一”标准实现“硬管控”：由一名处级领导牵头，负
责一个隔离点具体指挥联动； 一个县直单位，具
体负责隔离点管理服务； 一个专业医疗集团，负
责隔离人员核酸采集、环境消杀、心理疏导、物资
供应；一个公安专班，24 小时值班值守，负责隔
离点内视频监控和隔离点周边安全保障；建立一
个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组织作用；悬挂一面党
旗，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好一套工作制度，
确保科学规范按流程操作； 成立一支督导队伍，
由县纪委一名常委牵头，组建工作专班，不间断
督导检查，强化纪律保障。

除了这“八个一”，该县隔离管控专班为强化
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集结所有人员在每个隔离
点成立“一办七组”。即临时办公室，环境消毒组、
健康观察组、信息联络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
组、感染防控组、人文关怀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王中红说，“站在隔离点临时党支部党旗面前，我
们重温了入党誓词。这就是以责任、担当和大爱，
践行初心使命的时刻。 ”

2.0版本 +郸城模式 硬管控守护隔离阵地更牢固

红袖章 +医护“大白”
软服务温暖隔离人员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