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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连日来，在大足区龙岗街道石壁广
场，大足区中医院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
衣天使”，从白天到夜晚持续坚守，有序开
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守护百姓平安。

“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一米线距
离……”在核酸采样现场，这样的提示
声不绝于耳。初冬寒夜，现场不少排
队等候核酸采样的群众也感受到了寒
气袭人。记者看到医护人员身着防护
服、头戴护目镜，快速精准地为群众进
行核酸采样。

“石壁广场临时核酸采样点，是根

据疫情实际经常开设的点。最忙碌的
时候是下午下班后，单位上班、超市人
员，还有学生、外卖配送人员、出租车司
机、环卫工人等人群，都会利用这一空
隙时段前来排队核酸采样。”大足区中
医院党委书记谢国荣说。

为了满足单位上班、超市、学生、司
机等日常工作时间段不能进行核酸采
样人群的受检需求，同时也为了减少人
员拥挤和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现象，大
足区中医院党委组织“党员志愿者先锋
队”前来值勤服务。维持秩序、信息录
入、人员引导……哪里需要，他们的身
影就出现在哪里。

□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熊敏秀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面对
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大足区龙岗街道
涌现出一批“娘子军”。她们奔走在流
调摸排、核酸采集等疫情防控的最前
沿，为社区居民筑牢疫情防控的“钢铁
城墙”。

11月9日19时，正在进行流调的学
坝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易接到了一通电
话。得知对方从甘肃省返足，李易立即
嘱咐对方相关注意事项。

“您有没有家人在家？”因对方需暂
时居家隔离，嘱咐完相关注意事项后，
李易补充询问。

“有一个女儿和一个老人。”
“那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建议居

家的这几天他们先离开一下，这样才能
具备居家隔离条件。”

得到对方应允，李易挂掉电话，继
续开始流调排查。而在开展其他人员
流调排查的同时，李易也与该居民保持
着联系，了解对方回足动向、指导他路

途中的个人防护。
凌晨，对方抵家开始居家隔离，李

易才结束沟通。而就在几个小时后，该
人员在高铁站出口的核酸检测采样结
果出来了——阳性！收到通知，李易与
社区另外两名女同志立即赶往该人员
所在的学坝社区居民楼管控。

得益于社区的排查指导到位，该患
者来足后立即居家，并未有过多的社会
面活动轨迹，因此造成的影响较小。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少，很多男同
志也在疫情一线帮忙，所以摸排核对辖
区内外来返乡人员、重点稳控人员旅居
信息以及社区日常工作，我们社区的 3
个女同志就包揽了。”李易说。

社区日常工作不能忽视，但防疫作
为当前头等大事更加不能有丝毫马
虎。3名女同志负责的人员排查工作，
不仅包含居民自主报备，还有收到的流
调排查名单。这份名单平均每天都有
200余人，高峰时可逾千人。“我们的手
机基本都是 24小时开通，收到通知，就
采用统一短号对人员进行排查。”

面对流调过程中群众的质疑和误
解，李易和另外两名女同志就一遍遍、
不厌其烦地解释，当起“疏导员”。“流调
时居民的心里会有点慌，更需要耐心
些。”李易感慨，“流调中不仅需要耐心
还需要细心，不能漏掉任何人，疏忽任
何环节。”

社区“娘子军”的身影不仅在每一
通电话中，还在最靠近阳性患者的前
线。11月 12日后，园丁新村住户确诊
一例阳性患者，小区第一时间被管控。
第一次核酸采样结果出来前，谁也不知
道小区内是否还存在阳性患者。进入
小区，毫无疑问有风险；不进入小区，工
作人员无从得知小区基本情况，更别说
精细化服务。

毫不犹豫，西街社区 5位“铁娘子”
立即穿上防护服，第一时间直接进入风
险区域，对所在周边小区开展地毯式摸
排，挨家挨户询问家里情况，了解家庭
人员是否患病、物资储备等相关信息，
仔细登记门牌号、姓名、联系方式。

“一线摸排，难免会接触到高风险

人群，家里人很担心我们的安全。”作为
当时进入小区摸排的 5位“铁娘子”之
一，谈起当时的经历，李仲兰坦言，“我
觉得，只要我们自己防护到位了，其实
也没有那么可怕，守护社区居民生命安
全也是我们职责所在。”

基于初期的扎实摸排，龙岗街道着
手建立了“封控区、隔离点内群众每日
生活需求”和“危重病人、孕产妇、独居
老人等特殊群体”两本台账，便于隔离
点工作人员迅速掌握情况。隔离期间，
当住户亲朋好友送来物资时，只要说出
名字，工作人员立刻从隔离管控 59户
166人中迅速锁定单元、楼层，并放于相
应缓冲区。

疫情防控一线的“李易”“李仲兰”
还有很多。她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
但面对疫情她们默契地加入了抗疫“娘
子军”，作出义无反顾、毫无怨言逆行的
共同选择，用细心、耐心和勇敢守护群
众生命健康。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李海）昨日
记者获悉，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
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在紧抓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服务网上申
报，实行全程网办，确保政务服务“不断
档”，便民助企“不打烊”。

居住在重庆中心城区的陈茂伟想
在大足申办注册企业“重庆一心从盈科
技有限公司”，但因疫情原因，小区被封
控，无法前来现场办理。陈茂伟通过

“渝快办”网上办事大厅提交了申报材

料，“渝快办”平台及时将申报材料推送
至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管
理系统，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
局窗口工作人员接件后，立即在业务系
统上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当天就审批
办证，并通过免费邮寄服务，送证到家。

“面对当前疫情形势，我们积极推
行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预
约办。目前，企业注册登记、食品许可、
档案查询等 191项政务服务可线上申
办。”大足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和许可科

科长刘军表示，“今年 10月以来，受疫
情影响，网上办件累计达 2500余件，与
去年同期对比增加了16%，各类登记注
册实现‘零跑动’。对疫情期间不能及
时办理变更登记的，允许市场主体延期
至疫情结束再行办理，市场监管部门不
进行逾期处罚。”

大足区市场监管局窗口服务“不
断档”、便民助企“不打烊”是大足区政
务服务中心众多窗口为民办事的一个
缩影。

目前，为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采取多项举
措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通过向社会发
出倡议书，大力倡导“网上办”，建议群
众近期非必要不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办
事，如有急需办理事项，可通过网上申
办。同时推行线下大厅“帮代办”，对不
符合疫情防控要求，无法进入办事大厅
的群众，如所办事项不需提供本人指纹
或面部识别验证，可由志愿者提供“帮
代办”服务，从而提升群众满意度。

政务服务“不断档”便民助企“不打烊”

“娘子军”勇当抗疫先锋

夜幕下的坚守

连日来，大足区严把道路交通“输入关”，严格执行“一扫二看三查四测五报
备”查验步骤，重点落实“疫情报备”和“落地检”制度，确保应报尽报、应检尽检。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摄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陈修竹 文/图）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11月 22日，大足区高升镇农
技人员从源头抓起，到田间开展蔬菜采样，进行农药残
留检测，确保广大群众吃上放心蔬菜。

当天上午，高升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先后来
到先进村、旭光村的蔬菜基地，对蔬菜进行农药残留抽
样检测。采样中，技术人员向种植户详细了解生产过
程中施肥施药情况，检查是否使用国家禁用农药，向菜
农宣传有关农药使用知识。同时，对蔬菜进行了随机
抽样，采集多个样品，品种主要有四季豆、玉米等。

种植大户娄有红的蔬菜基地有70亩，主要种植有
西红柿、辣椒、四季豆等，现在正是四季豆成熟的季
节。“前段时间因天气炎热，本以为会影响产量，后来在
技术员精心管护下，长势良好，产量高。”他表示，通过
样品农药残留检测达标，更能让消费者放心，现在每天
订单最高能达2500公斤。

此次取回的样品检测结果全部合格。“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加大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管力度，从源头抓起，
不定期对镇辖区内蔬菜进行现场抽样，认真做好农残
快检工作，让种植户种得开心，老百姓吃得放心。”高升
镇农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把“药检”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

农产品检测让群众吃上放心菜

田间采样检测农药残留。

大足鲤鱼灯舞是重庆市大足区独具地方特色的灯
棚类民间舞蹈。1999年万古镇被重庆市命名为“鲤鱼
灯舞之乡”，2009年万古鲤鱼灯舞成功申报为重庆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应邀参加国庆60周年天安门彩车巡
游和国庆70周年天安门联欢活动。大足鲤鱼灯舞在
全国范围内已有知名度和美誉度，因此，建议积极将万
古鲤鱼灯舞申报为国家“非遗”，为大足做靓享誉世界
的文化会客厅添砖加瓦。

一是申报文化符号，制定行业标准。通过设计专
门的LOGO，让大家熟知万古有鲤鱼灯，走品牌之路。
积极申请鲤鱼灯制作等发明专利，以保护知识产权。
制定鲤鱼灯舞标准，特别是申报道具制作规范和表演
动作标准规范。

二是研发文创产品。成立专业研发团队，与巴渝
文化研究院、自贡灯饰文化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鲤鱼
灯文创产品。开发制作含有鲤鱼灯文化元素的灯笼、
台灯等一系列文创产品，并将鲤鱼灯文化元素注入景
观建筑、旅游商品包装袋中。

三是提升鲤鱼灯舞普及率。在大足区各级学校开
设鲤鱼灯舞课，每个学校成立一支鲤鱼灯舞表演队，大
足区文化旅游委和大足区教委每年对传承学校进行专
项考核，将成绩突出的学校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万古鲤鱼灯舞传承教育基地。每1—2年举办一次鲤鱼
灯舞文化艺术节，大足区各个学校开展表演赛，同时开
展全国的鲤鱼灯舞邀请赛。 （大足区万古镇 冯莉）

将大足鲤鱼灯舞申报国家“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