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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抗疫中的
上海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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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到我们互联网
医院就诊的病人数量急
剧上升，大多是慢性病随
访的复诊、配药，每天接诊
量达几百例。”朱家角人民
医院副院长李亚芳说。在
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
当下，互联网医院的优势
更为凸显，病患足不出户
就能完成日常慢病的诊
疗，便民的同时也减少了
人员的流动。

医疗卫生、文化旅
游、乡村振兴……公共服
务是民生获得感最强的领
域，让老百姓生活更便捷、
更安全、更富裕、更有滋有
味，始终是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要义。

公共服务线上享
数字绣画新水乡

“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疫情早日过去，生

活早点回归正常。”青浦区金泽镇雪米村村民李

学根，今年52岁，是一名党员。他在位于苏州吴

江区的亚德林公司工作，之前每天跨省通勤上

班。虽然上海和苏州是两个城市，但公司地处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车过去也就20分钟。

最近疫情形势严峻，苏州、上海接连承受

疫情防控压力。3月上旬，李学根接到公司

两份通知，一是要求大家根据工作情况居家

办公，二是要求党员到所在社区“双报到、双

报告”。李学根在村里，看见工作人员忙得不

可开交，就去村委会报了名，成为一名防疫

志愿者。

3月15日起，他每天都会起大早，去村委会

帮忙，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登记信息、打印二

维码、逐户上门宣传，为开展网格化筛查工作

做足准备。年轻人大多去城里了，村里留下的

都是老人，他们不会用手机，生成核酸登记二

维码的步骤看似简单，但对村里一些年纪稍大

的志愿者和村民而言，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困

难，所以一开始，大家登记效率不高，每天要弄

到很晚。

李学根发现网上生成二维码的教程不够

详细，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碰到问题。于是自

己研究，根据个人理解和实际应用，将登记教

程再次优化，排版成PPT形式，增加备注提示，

形成一个“傻瓜版”，批量打印发放给有需要的

人，让大家看得明白(见

上图）。后来，村民登记

信息更方便了，效率也

提升了。

李学根的手机相册

里，存了400多张核酸检

测二维码，都是近10天

为村里老人或者外来人

员核酸检测生成的二维

码。金泽镇的两轮核酸

筛查，他也作为志愿者

在陈东村筛查点位参与

秩序维护工作，引导村

民戴好口罩，备好“检测

码”，遵守“一米线”等防

疫要求。

其实，这不是李学

根第一次当防疫志愿者。早在2020年疫情初

期，他就响应号召到雪米村村委会报到。当

时，城东、南新、雪米三村作为长三角区域化联

防联控道口合并，李学根就到入村道口进行值

守。后来，苏州出现疫情，他作为企业党支部

的一名党员，也报名当志愿者，和同事们一起

抗击疫情。“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不管在苏州

还是在上海，都有感情，哪里需要，我都会站出

来，为抗疫工作出份力。”李学根说。

通讯员 杨晨熙 记者 杨欢

“自防疫卡点设立以来，所里每位

民警都参与到24小时值班中，现在有了

上海民警的加入，终于能轻松一些

了。”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派出所所

长查石平说。他口中的“上海民警”，

来自上海市黄山农场派出所，近日加

入位于黄山市谭家桥镇与宣城市旌德

县交界的防疫卡点的值护，这让连续

多日奋战的谭家桥镇派出所民警“歇

了口气”。

3月22日起，上海市黄山农场派出

所的民警通过联勤联动机制，与谭家桥

镇政府、派出所、卫生院等部门在205国

道黄山宣城两市交界处防疫卡点共同

值守，对来往车辆、行人进行“两码”查

验与核酸检测，为泛农场区域的疫情防

控工作注入“上海力量”，切实筑牢防疫

安全屏障（见下图）。

“分秒必争、全力维护茶林场居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3月发生疫情后，

农场派出所第一时间成立党员冲锋队，

黄山农场派出所所长张耀庆、教导员李

巍峰24小时值守，带领民警滚动排摸来

场返场人员，和农场、社区一同奋战在

抗疫一线。

近日，位于黄山茶林场的东黄山旅

游度假区迎来客流，工作人员不足，景

区负责人向派出所寻求帮助，农场派出

所收到情况后，在景区出入口等重点部

位科学设置警力，帮助工作人员对来场

游客实行“双码”查验和体温测量工作，

并提醒游客注意防护措施，佩戴口罩。

由于景区客流持续增加，全所民警持续

坚守，交替奋战，日均接待游客5000余

人次。

位于黄山东大门谭家桥镇的黄山

茶林场，是上海市在黄山的一块飞地。

多年来，谭家桥镇与茶林场深入开展平

安共建，形成长期共建联防机制，对各

自辖区的警情、治安案（事）件、重大活

动等定期会晤、互通信息，共同构筑两

地治安稳定的铜墙铁壁。“此次防疫值

班接力，是发挥共建联防机制的一个缩

影，也是加强警务合作交流的共同期

盼，体现了两地沟通联系、促进社会大

局稳定的现实需要。”

通讯员 周惠民 欧阳如晨
记者 吕倩雯

线上优势凸显
利好持续释放

2020年10月24日，长三角

（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正式投入

运行，“基地”就在朱家角人民医

院，主要功能包括互联网医院、远

程医疗协同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平

台。其中，智慧互联网医院运行一

年的数据显示，通过手机App在线

完成复诊、核酸检测和慢性病随访

的病患，已有万余人次，平台注册

医师超过500名。

“受疫情防控影响，医院近期

人手紧张，这两天远程医疗平台暂

停运行，但互联网医院运行正常，

我们会根据医生门诊的实际情况，

安排具体接诊量，病患复诊、配药、

结算，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李亚芳

说，随着服务终端布点的延伸，如

今，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

的服务已经从长三角辐射全国，

“一些政策性突破的举措会在示范

区先行先试，比如医保线上异地结

算。之前很多因为就医习惯选择

线下就诊的病患，转用互联网医院

后，都觉得比线下更方便。”

除了线上医保结算，示范区三

地居民的9类医学影像检查资料

和35项医学检验结果，已经实现

互联互通互认，有效降低了对患

者的重复检查检验率，减轻了就

医负担。而在公共卫生领域，更

多便民的、能够更好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一体化”举措，作

为今年的重点工作，将继续探索，

深入推进。

比如，深入推进一体化示范区

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工作机制，

率先实现一体化示范区门诊慢特

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比

如，探索建立一体化示范区疫苗全

过程追溯管理系统，提供同质化的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和管理，实

现对疫苗的全程动态监管，加强疫

苗接种安全；比如，集疾控中心、卫

生监督所、医疗急救中心、公共卫

生应急指挥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

青浦区公共卫生中心已于2021年

7月开工，目前地库墙板结构正在

施工中，计划于2023年9月竣工，

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提升区域安全

风险监测能力和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

发展更新迭代
美好期许在前

示范区的建设并不会因为疫

情的反复而止步，人们对美好生活

始终向往，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并

为之不懈努力。

你看，在吴江，集度假康养、田

园农场、艺术文创、亲子娱乐、商业

会务于一体的全场景、沉浸式世界

级微度假目的地——融创桃源国

际生态文旅项目，田园示范区禾风

农场已经启用，西地块民宿组团主

体结构基本完成，东地块民宿组团

也建设近半；苏州运河十景之一的

平望 ·四河汇集，大龙荡已完成民

宿、游客中心、厂房软装布置，村上

长漾里已完成民宿、蚕桑基地建设

和果园建设，春风柳岸已初步完成

与蓝镇合作投资意向协议草案，并

与同程文旅进行项目合作交流。

在嘉善，姚庄镇的沉香文艺青

年部落已完成基础测绘、地勘和结

构检测，正在进行方案设计，项目

建成后将形成以“互联网＋水乡远

程办公”为特色的青年创业社区，

打造长三角共同富裕创业平台；

西塘镇的荷池社区已完成地勘作

业及围墙封闭，施工道路路基施

工也已基本完成，并将按照未来

社区“三化九场景”标准加快推

进，力争2023年完成主体结构，

2024年全面竣工，全面打造安置

社区典范。

我们期待，田山歌早日在长三

角的山花烂漫间唱响，期待古镇再

展昔日熙攘繁华之姿，期待淀山湖

上重现“百帆迎客”之貌。我们期

待，风雨过后，江南绽放。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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