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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获悉，位于滨海新区
塘沽体育场内的10个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已于近日
搭建完成，并全部投入使用，为加快我市核酸检测进
度起到重要作用。
“1月 9日晚上 9时，我们接到搭建方舱核酸检

测实验室的任务，立即成立党员突击队，到塘沽体育
场开展踏勘现场、调集重型机械等工作。”中建八局华
北公司工作人员王乾介绍，塘沽体育场内共有10个方
舱核酸检测实验室和22间供工作人员工作、休息的集
装箱。 照片由中建八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 胡萌伟）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
11日起，防范区域内乘公交健康码查验方式有变化，乘客必须
凭手机“健康码绿码”乘车，亮码困难乘客可通过同行家人“健康
码代查代办”或持本人当日纸质“健康码绿码”乘车，原“无健康
码信息登记”和“敬老卡免亮码”措施暂停。

为确保公交防疫做严做细，保障车内人员健康安全，结合
我市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工作实际，经有关部门批准，自1月
11日起，我市疫情防范区域内公交运营线路的防疫措施进行
以上针对性调整，其他防疫措施暂不调整。市公交集团及时
专题培训相关线路司乘人员，车厢内张贴相关提示信息，向乘
客做好解释，同时提示防范区乘客，需随时关注疫情发展变
化，准确掌握防范区施划范围。

另外，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自昨天16时起，天津地铁线网各
运营线路全天运营时段行车间隔调整为10分钟。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本轮疫情发生
后，各大电商平台企业发挥线上下单、线下无接触式配送的渠道
优势，保障我市居民生活必需品及日用消费品供应。据不完全
统计，电商平台企业日均投放肉、菜、蛋、奶等生活必需品1200
吨，生活消费品超过3万SKU（库存量单位）。

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动员了19家大型电商平台企业，组织超
过万人的配送人员参与抗疫保供。据了解，各平台的日单量总
计超过10万单，服务我市约280万居民，在遵守防疫要求的前提
下，直接送达销售末端，打通商业零售“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各大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等市场主体近两
日也加大了货源组织力度，猪肉进货量比前几日增长7.3%，鸡
蛋增长11.5%，特别是蔬菜的日进货量达到1.9万吨，增长17%，
为近期的最高值。我市还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专门制定
了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应急方案，保障重点防控区域内群众
生活。

■ 本报记者 王音

昨天上午，北辰区集贤里街开始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在各社区采样点，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都在紧张忙碌
着。与此同时，集贤里街为老服务中心里也有很多忙碌的身
影。洗菜、切菜、焯水、下锅翻炒、出锅分装……十几名街道社工
站的驻站社工忙了一上午，为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准备了可
口的“暖心午餐”。
“鱼香肉丝、干锅菜花、一份米饭，一荤一素。虽然菜品简

单，但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集贤里街社工站负责人张坤说，
“第一轮核酸检测时，我们准备了1200多份餐，早、中、晚三餐
都有，还熬了姜糖水，特别受大家欢迎，这次我们特意多熬了
一些。”

11时许，社工们带着100多份“暖心午餐”来到了安达里社
区、泰来东里社区，把热乎的饭菜送到了社区工作者手中。不仅
如此，他们还把保温桶带到了采样点，在现场将姜糖水灌满了工
作人员的保温杯。
“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回办公室吃饭了，他们送来的午餐太贴

心了！趁着短暂休息，我们赶紧吃了几口，再喝一杯热乎的姜糖
水，整个人都暖和了。”集贤里街机关干部袁巍说。

全城保供 电商参战

日均投放生活必需品1200吨

检测一线忙碌身影

“暖心午餐”送到核酸采样点

疫情防范区乘公交须亮“绿码”

全市地铁间隔调整为10分钟

■本报记者 燕少广 耿堃 刘雅丽 张立平

一座1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短时间内完成第二轮全
员核酸检测筛查，不可能的任务？天津答案是：能！昨天
很多天津人在微信朋友圈展开了排队完成检测速度大比
拼——20分钟、10分钟、8分钟、5分钟，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不但能，而且好！分区叫号避免寒风中长时间排队，
老人孩子走绿色通道，逐户通知一个不能少……

优化优化再优化

“通达尚城是社区内5个自然小区中比较大的，1000
户、2000人左右，采样点设在小区内，是第二轮筛查的一个
优化措施。”河西区尖山街尚城社区书记郑岩告诉记者，
“上次采样点在四中，而且是两个社区在同一个采样点，不
可控因素较多，这次我们社区就有四中和这里两个采样
点。速度快了很多，从下午两点左右开始采样，一个半小
时，已经100多人了。”
“咱们是不是把第二个采样台开了。支援的医生已经

到了。”正说着话，工作人员跑过来对郑岩说。此时一位
“大白”已经在给预定的采样台位置进行消杀。郑岩立刻
开始安排准备工作，通达尚城开始“提速”。

尚城社区所在的河西区全域“提速”：本轮筛查共设采
样点254个，比第一轮增加120个。
“提速”的不只是河西区。东丽区华新街道天欣花

园采样点的采样台也由第一次的一个，增加为此次的两
个。“第一次筛查之后，我们进行了复盘，查找短板，按楼
门核实人员底册，细化流程，检测时按楼门通知，减少等
候时间，同时增加绿色通道，给老年人、儿童等人群提供
便利。”东丽区华新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于忠玉告诉记
者，此次华新街道采样点虽然没有增加，但是每个点的
采样台都有增加。

为了减少居民在寒风中的等候时间，南开区第二轮大
规模全员核酸检测将采样点设置在社区内，居民不出小区
就可进行检测。据了解，南开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启用
322个采样点，比第一轮的113个采样点多出209个，共设
置633个采样台，抽调医护人员2169人。加快检测速度、提
升检测效率。

南开、河西、东丽等区增加采样点位、采样台的举措，
我市其他区的居民大都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变化。

5G时代，数据支持离不了。市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
理中心上阵，推出的新系统，通过操作人员手机下载App，
实现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封箱、转运全流程信息化记录，市
民只需携带身份证到采样现场，由工作人员手机中的App
扫描即可完成信息录入，相比原有方式可大幅提高采样效
率，减少市民等待时间。快速顺畅的新系统，仿佛为第二
轮大筛打通了任督二脉，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

应检尽检我有招

数九寒冬，气温骤降。
津南区小站镇东大站村采样点，当最后一位村民二

筛核酸采样完毕，村党总支书记王文祥心里一块石头落
了地。
“本地人口2000人，外来人口3500多人，除去30人外

出未回津，凡在家的，一户没漏、一人没落。”连续多天的奋
战，王文祥话语中带着疲惫。

短短三天，两次大筛，时间紧、任务重。万余人次核酸
采样，实现应检尽检，这个小村是如何做到的？

东大站是远近闻名的阀门生产基地，素有阀门第一村
的美誉。村里6家企业，吸纳了35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比
本村人口还多。

对5500多人进行全覆盖核酸采样，采前、采中、采后的
通知、组织、汇总和服务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特别是对
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更是考验人的硬功夫。

怎么办？
“我们一直处于热备状态，疫情来了，随时迎战。”王文

祥说，光是疫情防控演练，就开展了不下5次。5500多人的
基本人口底册，他们早就掌握了一手的“大数据”，这个“大
数据”是他们这一年连续几轮入户调查，一笔一笔写就
的。对于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门清！

所有预案在1月8日被激活。
9日凌晨3时，王文祥接到首次大筛通知，立即组织村

里80名党员干部志愿者集结，号召大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按照预案分工投入工作。“基层社区是大筛的网底，
网底有漏洞、兜不牢，后果不堪设想。”王文祥说。

搭建采集设施、备好各类物资、设计最佳路线，大家忙
起来了。与此同时，“电话小分队”上线，“敲门小分队”顶
着星斗出发了，挨家挨户通知大家早晨7时到指定地点采
集核酸。对于外出没回来的、卧床在家的，一个不漏，细细
核对，一一记录。既是笨功夫，也是绣花功夫。
“第一次筛查，大家特别配合，一下子来的人比较多。

第二次筛查，我们进一步优化了流程，减少大家等候时间，
防止人员聚集。”王文祥说，为了做好二筛，志愿者和区镇
下沉干部马不停蹄再次入户，给每个人一一发放了号码
牌，到时按号排队采样，由工作人员通知大家何时下楼，同
时在村里又增设了一个采样点，5个通道同时推进，争取以
最快的速度完成全覆盖。

截至昨晚10时，东大站村二筛采样结束。

志愿服务细又韧

“你现在去702室吧，帮着奶奶把爷爷推出来。”布置工
作的是河西区尖山街通达尚城居民李女士，领任务的是她
丈夫牛先生。702室的奶奶爷爷并不是他们的亲属，是邻
居。李女士作为志愿者，主动给自己“揽活儿”。

为了保证第二轮大筛高效、不漏筛又人性化，社区在业主
群里招募志愿者。李女士报名后，接到的任务就是“扫楼”。

402室，孩子期末考试；501室，需提前通知；702室，有
老人，腿脚不便；102室，一老一小……下午3：05，她手里拿
个小本本，逐户通知准备下楼做核酸检测，本本上记的就

是“扫楼”成果——每户几个人，有无特殊情况。“有的老人
实在下不了楼，我们就记下来，做特殊安排。”
“我得看看检测速度，好及时通知大伙儿。”刚出电梯，

迎面走来一家子。“您是10楼的吧？刚去您家没人，我看现
在排到咱们前一栋楼了，咱们也准备着。”“我们和住另一
栋楼的家人一起检测完了。”李女士赶紧在本子上注明。

与在业主群内主动报名志愿服务的李女士不同，东丽
区华新街道天欣花园居民贾庆荣是买菜顺道加入志愿服
务队伍的。“第一次筛查时，看到检测人员挺辛苦我就过来
了，当志愿者。”贾阿姨负责维持秩序，从早上9时一直坚持
到转天凌晨3时多。60岁的人在寒冬中工作这么长时间！
“我完事就能回家休息了。这些孩子没白没晚地干，才辛
苦。他们这么付出，我不能坐在家里看电视！何况咱们是
天津人！”二筛，贾阿姨看到搭棚子就来了。“我还想报名去
津南区当志愿者呢！”

摸排、维持秩序、逐户通知，志愿者每完成一项细碎的
工作，筛查进度就快一点儿，大伙儿就舒服一点儿，邻里之
间就亲密一点儿，社区就会更和谐一点儿。

“外援”个个都给力

一位大娘送的一锅热水一直暖着“90后”靳雅菲的
心。9日凌晨不到5时接到所在单位东丽区融媒体中心下
沉到社区的工作安排，“当时‘噌’就起来了，五点半多一点
儿就到单位了。”她家可是住南开区。“出门太急，根本没想
到带热水。大娘送来的时候，真的太感动了。”

当天接近子夜时分，靳雅菲下沉的点位结束了采样工
作，此时听说另一个点位还有很多人等待检测，大家自发
前去支援，直到凌晨3时多才回家。

媒体人的新闻敏感让她看过11日的新闻发布会后，就
做好了再次下沉到社区参与第二轮大筛的准备。“时刻准
备着，我现在可是预备党员呢。”
“我们东丽区融媒体中心共下沉两个批次，每批次20

人。在保证正常报道工作的同时，尽最大力量下沉到社
区参与核酸检测筛查工作。”下沉到天欣花园采样点位的
东丽区融媒体中心干部杨生凯说，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
们与社区、街道工作人员一起优化工作流程、排队流线。
“我们是挂图作战，把小区的平面图画出来，每个点位落
实到人。”
“9号那天夜里，一位大娘领着孙辈给我们送来一大锅

腊八粥。她说一会儿就是腊八了，腊七腊八是最冷的，你
们喝点儿热粥。”每次说到此事，他总不免动情。

疫情总会结束，干部服务群众，群众心疼干部，情分留
在彼此心间。

高科技气膜来助阵

昨日18：00，河西区四信里住宅一期园区，竖着两个相
隔数米的蓝色亭子，前亭前方，队伍不长，十多人。一旁，
许凯和李悦看有的居民离得近了，马上提醒，“一米！一
米！”他俩来自陈塘庄街综合执法大队，“这社区，我们来了
6人，2人一组维持秩序，一两个小时轮一班，晚上不回去，
就在这儿休息。”

亭子正下方，两名志愿者正持手机扫描居民身份证
件，1秒，信息录入，放行。居民10人一组，“队首的”拿着带
有条码的试管，带队到采样区，把管交给医务人员。现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系统每采集10人，自动提示，“到采样
区，医务人员还会确认，相当于上了‘双保险’。确保每10
人和相应试管‘对号入座’。”

一人拿棉签，一人递，两名医务工作者分工协作，正采样。
“张嘴。”“啊！”采样顺利完成。记者随队伍前行，每人

从排队到完成采样，平均耗时10分钟。
——这是四信里二筛的“流水线”。
采集之后的样本去哪里？“一般一个小时收集一次采

集的样本，送到区疾控中心。”郑岩告诉记者。“样本都放
到专用的箱子里运送，区里做应急预案时都准备好了。”
于忠玉说。

这些样本都将被送到检测实验室。本轮筛查，天津还

用上了新武器——气膜实验室。
12日23：30，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网球馆内，“迪安雷

迪”气膜实验室正紧张运行。实验室一组6舱，24小时满负荷
运转，日检测产能12万管，样本按10混1采样方式，每日最多
可检测120万人份核酸样本。昨日从14：00接收样本起，截至
当日23：30，该实验室已接收9万管样本，发布约5万份报告。
“气膜实验室主要承担滨海新区的核酸检测任务，但是，

其他区的也会分配过来，主要看当天检测量是否在承接力
内。”实验室领队、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总
经理陈美介绍，9日、10日两天，公司200多名员工陆续从浙江
杭州赶到天津，实验室11日9:00投运后，就马不停蹄地投入
战“疫”中，其中80多名技术人员承担检测任务，“当日检测
58000管，除了滨海新区，还有河东区的样本送过来。12日预
计检测10万管。”

除了气膜实验室，这家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在东丽
区的分公司还设有独立的中心实验室，“中心实验室有6万管
日产能。此外，我们在塘沽体育场还设有方舱实验室，每天产
能也是10万管。三地实验室正陆续投运。”陈美说，相对于建
在写字楼里的中心实验室，方舱实验室外观像集装箱，气模实
验室则像蔬菜大棚，“中心实验室不可移动，后两种实验室的
优点就是可快速安装，应用地域比较广，想拉到哪里就可以拉
到哪里。13日我们还会在梅江会展中心搭建三个气膜，新增
45万管日产能。马上，‘四架马车’四地联动，大大提升迎战
奥密克戎的战斗力。”

群众说好才是好

“二筛很顺利，从站楼下开始排到完事总共 14分钟，
16：14—16：28。第一次用时51分钟，进步非常直观。整个流
程，出楼门志愿者发了一张条，每个楼门条的颜色不一样，我
是蓝色，看了前面楼门是红的，后面是白色。因此排队时凭条
进场，颜色一目了然，杜绝了插队。现场风大，有个妈妈抱着
几个月的小宝宝几分钟也站不住，有些心疼娃，着急回楼。志

愿者发现情况赶紧跑过去拦住了，跟前面排队的打好招呼，赶
紧给小宝宝先做了。居民是一点不受罪了。就是志愿者们还
是一样要站很久，大家很理解，也能体会，网格群里各种留言
感谢网格员。”

这是一位媒体人昨天的朋友圈。
更多网友没有写“小作文”，言简意赅表达了对天津速度

的赞叹。傍晚6：24，网友@鸣谷轩总舵主给津云微信留言：
“我二筛‘健康天津’上已经出结果了，天津速度就是快！”

“我的小区，凌晨1时志愿者敲门，1时30分下楼发号，在
楼栋大堂等待3分钟，排队6分钟完事。感谢志愿者和医护人
员的辛苦付出。”——网友@三鹿郡公

类似留言在天津各媒体的社交媒体账号下面，数不胜数。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汤乃军，对于全员核酸

检测提出了专业见解。他1月10日在位于河西区气象台路的
乐昌里监测点参加了首轮大筛，“工作人员一座楼一座楼地通
知去做检测，我前后排队半个小时就做完了，秩序井然。现场
有小孩子吓得哭，采样的医务人员很有耐心，做到了应采尽
采。”汤乃军说，奥密克戎毒株传染性非常强，而大多症状又较
轻，还有无症状感染者，隐匿性很强，这次又出现了低龄化倾
向，因此，全市范围的大筛很有必要。

作为研究公共卫生的专家，汤乃军重点提示了两点：
一是在疫情管控环境下，如何保障百姓就医问题。在当前
环境下，医院要核酸检测很必要，但对于心梗、脑栓塞、临
产孕妇等急危重症患者，医院应设置专用病房，防疫重要，
治病救人也重要。二是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的宣传。要
让人人知晓，勤洗手、戴口罩、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仍是
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的重要措施。宣传科学防疫重在日常、
重在细节，如商超经营者要对登记个人信息的笔用完每次
消毒，避免交叉感染；乘电梯时，口袋里备几根牙签或几张
餐巾纸，不用手按按钮；大筛现场，扫描身份证时，工作人
员应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被检人员的手和身份证扫描后马
上用液态酒精及时消毒，等等。

天津行，天津也一定成！从一筛到二筛，尽管不可预见的
困难还有很多，但我们扛起责任、坚定信心、众志成城、迎难而
上，打响了“中国奥密克戎防控第一场大规模遭遇战”。

1400万规模大筛 天津如何做到

塘沽体育场10个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全部投用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 通讯员 罗胜）为抗击新冠疫情，充盈
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日前，市财政提前下达2022年支农资金
13亿元，并采取“三项”硬核举措，保稳全市农业生产，为助力农
副产品市场秩序注入强心剂、做好定盘星。
“三端”发力，坚决保粮。在农户端，安排种粮农民补贴资金

4.8亿元。在装备端，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0.7亿元，支持农民
购买先进适用农机具，为现代农业强筋壮骨。在农田端，安排
2.1亿元新建20万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
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进一步改善保粮生产条件。
“三措”并举，合力稳产。着眼“稳地力”，安排粮豆休耕轮作

和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贴0.2亿元。着眼“防风险”，安排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2亿元。着眼“保安全”，安排动物防疫、农业防灾和
质量安全资金0.8亿元。
“三项”政策，精准促供。支持龙头企业“拓基地”。安排资

金1亿元支持做强做大畜牧业、渔业龙头企业，扶持优势特色产
业发展，以及规模化设施农业示范园区提升等项目，引导天津食
品集团等大型企业发挥核心示范作用、中小农企和合作社发挥
基础协同作用、家庭农场和小农户发挥灵活补充作用，构建点、
线、面融合的农产品稳产保供格局。支持生猪生产“保肉品”。
安排资金0.2亿元，综合运用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能繁母猪购置
补助、重点生猪屠宰企业补助、种猪场和规模猪场贷款贴息等组
合政策，有效为我市生猪存栏蓄能，保障百姓菜篮子里有“硬
货”。支持渔业发展“求品质”。安排渔业发展支持资金0.8亿
元，支持我市渔民、渔企开展近海和远洋捕捞作业，更新改造渔
船和船上设备，实施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扩大稻渔综合种养面
积，切实保障群众餐桌有“精品”。

抗疫保稳硬核举措

13亿元支农资金提前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