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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群英谱》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蒋虎雄

“这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一次驾驶历
程！”11个月过去，回想起自己独自驾车，
驰行 800 多公里送医疗物资到武汉的过
程，尹斌仍历历在目。

尹斌是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的司机。该公司位于仙居白塔工业园区，
主要生产可视喉镜、可视喉罩等可视化气
道管理工具，适用于各医院麻醉科、急诊
科、重症科、呼吸科、ICU等临床科室，是对
应的临床科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制定的
标准所要求配备的专业工具。

“我只是公司一份子，表面上看是我一
个人去武汉送物资，背后却是整个优亿团
队。”尹斌说。

优亿公司是仙居县首批复工复产的企

业之一。去年 2月 9日，该公司的 240台可
视喉镜和 1.2万支一次性喉镜片等一批武
汉几家重点医院急需的医疗用品需一天内
送达。因疫情交通管制等原因，即使物流公
司走绿色通道也得三天时间。

时间不等人！优亿公司当机立断，决定
直接派车将这批物资送到武汉。公司发布
消息后，虽然有好几个驾驶员报名，但最后
都因家人反对等原因被迫放弃。

“医护人员有专业知识，我一个驾驶员
能为武汉做点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尹斌在
朋友圈转发了“四大天团齐聚武汉”的消息，
引起了优亿公司党支部书记应创新的注意。

应创新马上与尹斌联系，得到了斩钉
截铁的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
我去，肯定没问题！

2月10日，尹斌告诉妻子，自己要出趟

远门，但没敢讲去武汉。
一份量身定制的远征武汉防控方案，

从防护服、消毒类用品、食品等到途中所需
注意的所有事项，优亿团队都精心进行了
规划，并打印出来交给尹斌。“具体到了服
务区休息时与人保持2米以上距离。”

当天下午 6点左右，尹斌驾着公司的
厢式小货车出发。车到金华境内时，他才打
电话给妻子说了实话。电话那头，妻子没有
责怪，只是让他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半
个多小时后，我妈打电话给我，让我路上开
慢点，记得向家人报平安。”

进入浙赣交界地带，天下大雨。临近午
夜，在快到九江的一个服务区，尹斌下车休
息并向应创新报告了自己的情况。一路上，
因为赶时间和尽量少下车接触人，他连带
着的开水也不敢多喝。

到九江一桥收费站时，卡点值守人员不让
上桥，尹斌只得绕行九江二桥。由于道路管制，
靠导航行驶的尹斌至少多绕了100公里路。

2月 11日上午 9点左右，车子进入武
汉市区。在第一家医院下车交接物资时，尹
斌自拍了张照片发到公司微信群，群里顿
时点赞一片。细心的应创新发现，尹斌的防
护服有个纽扣没扣好，赶紧作了提醒。

到第二家医院交接好物资，已是中午
时分，尹斌向家人报了平安。“爸爸，我为你
自豪！”读高一的女儿说，头天晚上她在电
视上看到了尹斌出征武汉的新闻。

当天傍晚送完最后一批物资，尹斌离开
武汉。2月12日凌晨1点左右到台金高速仙
居服务区时，他才停下车好好休息了几个小
时。早上8点多，他下高速时，优亿公司董事
长王卫东等领导与同事早已等在那里……

尹斌：驰行800公里送物资到武汉

本报记者张梦祥文/摄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群人，致贫一家

人”，是不少重度残疾人家庭的真实写照。为
此，天台县残联牵手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开
创了政府公益机构与公立医院合作的先河，
成立了全市首家公立医院托管的残疾人托养
中心，为不少困难残疾人家庭“减负”。

医养结合，看病不出院

上月25日一大早，65岁的张育基在侄
子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天台县白鹤镇下岙葛
村（原鹤楼中学）的天台县残疾人托养中
心，26岁的女儿张琼琼就被托养在此。

张琼琼因先天软骨导致残疾，四肢中
只有左手能自如活动，平时的衣食住行基
本靠父亲一人照顾。“她没办法自理，平时
还要帮她喂饭穿衣，家里有事想外出走动
一下都不方便。”张育基告诉记者，为了方
便照顾女儿，自己也没办法外出打工，只能
靠帮人种药材来维持日常开销。

他说，自从女儿 5岁起便是这样一直
照顾着她，如今年纪越来越大，也确实有些
力不从心。“好在国家政策好，把女儿送到

这，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照顾，还不用出一分
钱，实在是为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据悉，目前包括张琼琼在内入住该托养
中心的首批贫困残疾人，或肢体残疾，或精神
残疾。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更全面地服务入住残疾人，入住前都会建
立健康档案，值班医生每天对入住残疾人进
行巡诊，并因人而异制定治疗和康复方案。

“目前我们按照医生查房、护士值班及
护理员24小时护理的模式运行，随着入住
人员的增加也将根据规定比例进行人员调
整，保证充足的医疗资源。”该负责人表示，
因为是政府公益机构与公立医院合作，为
此还建有绿色通道，重度残疾人基本实现
小病不出院、大病能快速治疗。

政府兜底
为困难残疾人家庭“减负”

当天，宽敞明亮的大厅，先进齐备的仪
器，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还吸引了家住天
台赤城街道的许先生到此了解相关情况。

天台县残疾人托养中心主任许源告诉
记者，在托养中心筹建过程中，该县残联与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拍即合，最终决定
实行“公立医院托管”的运营模式。两家机
构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以残联的严格
管理、惠残政策保障残疾人权益，以公立医
院的优质资源、高效服务保证服务水平，真
正让困难残疾人受益。

“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贫困程度重、返
贫率高、扶持难度大，尤其是重度残疾人需
要家人更多的照顾，家庭劳动力无法外出就
业。为减轻困难残疾人家庭的经济压力，我
们统筹残疾人‘两项’补贴、低保金等政策性
资金，加上财政‘兜底’资金，对贫困的重度
残疾人集中托养，精准服务。”他说，只要符
合相关条件可以入住的困难残疾人，基本不

需要出钱，一方面减轻其家庭负担，另一方
面也是解放其家庭劳动力。“此外，入住的困
难残疾人日常用药也由二院包干。”

许源介绍，该托养中心设立了阅览区、
手工区、康复区、书画区及多功能区，未来
还将继续完善功能，争取与社会爱心企业
合作，让更多残疾人经过康复能够自理，融
入社会，实现就业、自食其力。

政府兜底 集中托养

为困难残疾人家庭“减负”

图为医生向张育基了解其女儿的全面信息。

本报记者张梦祥

年关将至，预订年夜饭成了不少市民关
心的大事。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餐厅发
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年夜饭整体预
订情况不如往年火热，不少市民持观望态度。

不少市民仍在观望中

“提前订还能订到包厢，就怕越到年跟
前越不好预订。”为此，椒江市民蒋女士早
早地订好了年夜饭。

她说，家里人不少，从准备食材、烧菜
到洗碗，往往需要忙活一整天，费时费力。

“更何况，现在不少酒店为了吸引顾客，在
菜品上面花了不少心思，推出多种套餐，不
仅搭配合理、菜式多样，也不用提前去酒店
选菜，很方便。”

不过，蒋女士说，目前疫情形势尚不明
朗，一家子也做好了在家吃年夜饭的心理
准备。与蒋女士一般早早预订不同的是，受
疫情影响，今年不少市民还处于观望状态。

“在哪吃，吃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
是一家团聚吃得开开心心。”市民夏肖说，
她所在的大家庭还是比较重视节日团圆
的，因此往年都是提早两个月就订好酒店，
叫上婆家和娘家一起吃年夜饭。

不过，今年她却迟迟未预订。“还得等

等看，疫情管控如何目前还不好说，反正现
在多数饭店的年夜饭都还能订。”

商家纷纷出新招

“往年预订高峰期都在过年前30天左
右，目前来看，今年的年夜饭预订情况较往
年冷清，客户对年夜饭的预订比较谨慎。”
椒江花园山庄餐饮部总监王杨说，目前年
夜饭的具体菜品及价格尚未敲定，但预计
与往年不会出现较大变化。

同样，椒江方远酒店餐饮部工作人员
表示，受疫情影响，今年年夜饭预订的情况
没有往年火爆，位置还比较充裕。

不过，记者从椒江香溢大酒店餐饮部
了解到，目前，该店包厢已全部订满，大厅
还在接受预订中。“虽受疫情影响，但顾客
仍是有年夜饭需求，具体的套餐菜品及价
格尚未确定。”该店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包
厢目前已经订满，但疫情存在不确定因素，
可能会有顾客临时取消。

为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用餐需求同时
又避免人员密集，今年部分餐厅还推行“错
时开餐”的方案，椒江文华渔小馆就是其中
一家。“第一拨在大年三十下午 4点开餐，
第二拨则在下午 6点半后开餐。若第一拨
顾客能在下午 6点前用完餐，还可享受除
酒水外的9折优惠。”该店工作人员表示。

受疫情影响，多数市民仍在观望中

今年年夜饭预订不如往年火

本报讯（通
讯员何 登）“同
学，忘记带笔了
吗 ？来 ，这 边

有！”“戴上口罩，加油！”1月6日，浙江省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正式开
考，临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全市各个考点都设立
了“护考岗”，为寒风中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

在台州中学考点，临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大洋
中队设置的“护考岗”里准备了铅笔、橡皮和黑色水
笔等文具，还有一大包口罩。

参与“护考”的执法队员引导家长把车辆停放整
齐，劝离宣传促销的商家。“设置‘护考岗’主要是维
持校园周边秩序，包括劝离流动摊贩、引导车辆停
放、周边噪音管制等。”大洋中队中队长高鸿潭介绍。

据悉，这几天执法队员还会重点加强考点周边
环境的管理，尤其是对建筑工地和娱乐场所进行走
访，要求在考试期间全天停止施工或营业，并开展夜
间巡查确保落实到位。

临海：城管“护考岗”
暖心护考

本报记者周子凝

1月 3日，温岭市泽国镇李先生一家四口因天气寒
冷，便烧炭取暖。一家人在紧闭的房屋里沉沉睡去，没料
到，第二天醒来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晕、恶心症
状，便立马拨打 120急救电话。所幸，吸入一氧化碳量较
少，一家人无生命危险。

近段时间，冷空气一波接一波，气温持续走低，一些
市民通过燃煤、燃气、烧炭等方式取暖。“秋冬季节是非职
业一氧化碳中毒高发季节。”台州市立医院急诊科医生盛
琦说，随着生活条件变好，烧炭、燃气等取暖方式渐渐被
替代，一氧化碳中毒现象有所下降。但近来，也有多名市
民因一氧化碳中毒就医。“多数情况下，燃气管道老旧、安
全防范意识不强等是引发此类情况的主要原因。”

在医学上，一氧化碳中毒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其
无色无味，无刺激性，不容易被人觉察，中毒后会头晕、恶
心、呕吐，情况严重的会导致晕厥、昏迷甚至死亡。一旦出
现一氧化碳中毒症状，应将中毒者移到通风的地方，或是
立即送到有高压氧舱的医院就诊。

在寒冷的冬季使用炭火锅、炭火盆，或在有一氧化碳
环境下工作的人，要特别注意通风换气，保留一条“生命
的缝隙”。盛琦说，市民应避免使用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也
不要在室内烧炭取暖。“一氧化碳中毒过程是渐进的，市
民没法自知也没有自救能力，一旦发生是非常危险的。”

防寒保暖
警惕一氧化碳中毒

在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1 月 4 日下
午，玉环市公安局巡特警在街头开展日常巡逻，收获一位
环卫工人一个有温度的“赞”。 本报通讯员徐峥峥摄

一个有温度的一个有温度的““赞赞””

《1.5元/斤！百万余斤砂糖橘盼您来摘》后续报道

本报讯（记者张梦祥 通讯员褚倩倩）“感
谢你们的报道，今天自发来采摘、购买的市民
就有千名以上，一天卖了几万斤。”昨晚9时，
记者联系上天台柑朴园家庭农场的果农邱小
平时，他还在忙着招呼前来采购的热心市民。

受寒潮影响，邱小平所种植的200亩砂糖
橘还没来得及下树，几乎全部橘子都被冻坏了，
如何在短时间内将近130万斤的砂糖橘卖出去，
让他苦恼不已（详见本报1月6日3版）。一经报
道，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热心市民
纷纷伸出援手，自驾来到果园里采摘。

“从早上 9点开始，陆陆续续有市民前
来，一直到下午4点，人流一波接着一波。”邱
小平说，除了购买砂糖橘，市民们还不断宽
慰他们，“虽然天气寒冷，心里却是暖暖的”。

当天，天台市民安先生特地带上家人一
起参与爱心助力。“看到新闻报道，他们的橘
子很多，我们自己过来购买一些，还能充当
劳动力，尽可能帮他们在下波冷空气来之前
多摘点，减少损失。”

邻村村民裴大姐和村里其他村民一起，
一早赶到橘园帮忙采摘。“橘子量那么大，光
靠他们自己肯定来不及。大家都是乡里乡
亲，能帮就帮一把。”

邱小平告诉记者，除了天台当地的市民
自发过去采摘，昨天他还收到了台州其他地
方市民打来的采购咨询电话，并收到了不少
热心机构的合作意向。

昨天，碧桂园浙东区域党支部联系本报
记者，表示要采购千斤砂糖橘。

“台州市供销社还帮忙联系了台州市区
的水果经销商，已经下了上万斤的订单，我们
将尽快安排送货。”邱小平说，千言万语汇聚
成一句“谢谢”，他将继续精心打理家里的果
树，争取来年以更好的品质回馈给广大市民。

千名市民去采摘
一天卖出数万斤砂糖橘

图为天台红心社成员来到橘园图为天台红心社成员来到橘园，，帮忙采摘帮忙采摘、、销售销售。。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季卫玲季卫玲摄摄

本报讯（通讯员林兴安 颜卫军 张隽晖）“太忙疏
于管理，幸好你们提醒，万一水管爆裂，这生意都没法
做了。想不到你们城管连这个也管，真是谢谢你们。”
玉环市玉城街道长治路一家餐饮店店主连连道谢。

昨日，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加强辖
区巡查监管，协助群众及时做好防寒措施。期间，队员
巡逻至玉环市玉城街道长治路周边，发现某餐饮店水
表暴露，后厨门口湿滑，随即联系店主，给户外水表

“穿衣”，并叮嘱落实门前三包六清和防滑工作。
强冷空气来袭，气温将创今冬以来新低。该局全

面巡查并整改沿街店铺存在隐患的户外广告点位，
宣传指导商户开展防寒防冻工作。各中队加大对街
面巡查频率和力度，积极发现并引导流浪乞讨人员
至社会福利机构，确保其安全、健康过冬。

玉环：城管加强巡查
协助群众做好防寒

本报讯（通讯员陈倩倩 吴 薇）近日，一辆辆洒
水车、清扫车到三门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池排
队取水。经过层层处置，污水变成了清澈的中水，被
用来代替自来水灌溉植物、清洗道路。

去年9月以来，三门遭遇秋冬连旱，降雨量严重
偏少，用水形势严峻。为缓解供水压力，三门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启动“中水回用”模式，每天可节约近千
吨自来水，为城市用水减压。

“城市生活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可以达到
准四类排放标准，‘中水回用’不仅缓解了当前的供水
压力，还助力美丽三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现了水
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的目的。”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三门县内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健跳镇污
水处理厂均设置了“中水回用”取水点。去年，全县共
利用中水近200万吨，回用率达16.5%。

三门：“中水回用”
为城市供水减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