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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请问有人在家吗？
我们是镇江高新区的志愿者
……”站在一户居民家门口，吴
婷婷再次举起手臂、扣响房门，
用略显沙哑的声音“自报家门”。

吴婷婷是镇江高新区集成
管理指挥中心的一名党员，从 3
月15日开始，这样的“自报家门”
她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敲门行动”是我市采取的
一项重要疫情防控举措。连日
来，镇江高新区共发动机关干
部、志愿者、村级干部 585 人，逐
门逐户敲开一户又一户辖区居
民的大门，全面摸排上海、常州
等重点地区来镇返镇人员，并同
步做好疫苗接种宣传工作，筑牢
战“疫”防线。

统计疫苗接种情况，宣传疫
情防控的最新政策……吴婷婷告
诉记者，连日来，虽然很辛苦，但也
收获了不少感动，“敲门行动”收到
无数暖心的“开门回应”。

“原住3人，两个大人一个小
孩，现住1人为医务人员，考虑网
格人员上门，家里无人，如有什
么 问 题 可 打 电 话

（135××××××××）给卢先生询
问，谢谢！！！辛苦了!”吴婷婷从
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这段话是
嶂山村鸿润家园小区2幢一户居
民贴在大门字条上的留言，在留
言的最后还画了一个笑脸。

“当时看到这张字条，觉得
特别感动，考虑到留言的卢先生
白天可能也非常忙，我们并没有
给他打电话，后来又去了一次，
顺利完成了这一户的信息登
记。”吴婷婷说。

在镇江高新区的“敲门行
动”中，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很
多。镇江高新发展集团志愿者
戴颖就被一位“小楼长”暖到了。

镇江高新发展集团志愿者
们在敲门行动的第二天，在雅居
乐涟山 13 栋遇到了一位“小楼
长”厉以恒。这位看起来还没上
小学的小朋友听说志愿者们是
来摸排信息的，立即自告奋勇地
表示要给大家带路。小家伙说，
他的爸爸也是一名志愿者，他的
好多小伙伴都住在这栋楼里，

“他们家我都熟！”最终，“小楼
长”陪着志愿者敲完了这栋楼 88

户的门。
“感谢小朋友的陪伴，这几

天的敲门偶尔也会遇到不配合
登记的，但大多数住户的理解和
一声声‘你们辛苦了’，就足以带
走所有的疲倦。”戴颖说。

疫情防控工作中，九华山庄
社区党支部的每一位同志都“白
加黑”满负荷工作，为辖区居民
提供政策咨询、备案登记、物资
采购、安排核酸检测、落实居家
检测等服务，受到辖区群众的一
致好评。在这其中，更有一些居
民“自告奋勇”参与到志愿服务
中。九华山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哲告诉记者，其中一名志愿者
罗某，现为镇江高专卫生护理学
院的学生，“她曾经是共青团‘梦
想小屋’公益项目的受助人，在
疫情防控中，她主动联系社区，
参与了进来，成为我们的一名志
愿者。”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副主
任陆琦介绍，蒋乔街道共有 9 个
村、社区，在此次“敲门行动”中，
全区机关干部、村级干部、志愿
者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疫状
态，“铁脚板”做好信息摸排员，

“全天候”当好卡口执勤员，“全
方位”干好政策宣传员，截至3月
16 日晚 10：00，共排查 28627 人，
新摸排行程码异常人员 270 人，
在疫情防控最前沿共同织起严
密防线。 （朱秋霞 陆丽琴）

京江晚报讯 3 月 16 日，镇
江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
挥部发布《镇江市疫情防控 2022
年第7号通告（赋黄码管理）》，通
告我市“苏康码”赋黄码和转码
管理相关事项。如果有市民与
确诊病例存在“时空伴随”，健康
码变成了黄码，需要做些什么？
怎样才能申请转绿？昨天，市卫
健委以文字问答形式，公布了 10
个与黄码赋码相关的问题解答。

3 月 15 日以来，我市陆续发
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新冠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根据全市疫
情精准防控工作要求，为及时有
效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对与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含无症状感
染者）活动轨迹有时空伴随的人
员进行赋黄码，按照“苏康码”黄
码进行管理。

在《镇江市疫情防控2022年
第7号通告（赋黄码管理）》中，提
到了一个新冠疫情专用名词
——“时空伴随者”，市卫健委的
解答对其作出进一步解释。解
答称，“时空伴随者”是指本人的
手机号码，被新冠疫情防控系统
核查出与确诊病例的手机号码
相关联，存在时空伴随状态，本
人的绿色健康码就会变成带有
警告性质的黄色码，并被系统标
记为“时空伴随”人员。

如果有市民成为“时空伴随

者”，健康码变黄了，该如何申请
转绿？解答称，被赋予黄码人员
需进行 3 天的健康监测（发生异
常及时报告），并在第1、3天到指
定机构分别进行 1 次核酸检测，
如结果均为阴性，可自动转为绿
码。如市民发现黄码赋码不准
确，可及时向所在社区（村）报
告、登记，经社区（村）、街道（乡
镇）汇总审核后，由各市、区疾控
中心负责转码。正在集中隔离
或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期间
的黄码人员，由集中隔离点、人
员所在地社区在健康管理期满
后按规定转绿码。

解答中特别提醒，黄码人
员做核酸检测，需主动向所在
社区（村）登记，遵守相关防疫
规定，并到指定的镇江市黄码
人员核酸检测专用采样服务点
进行采样检测。前往时带好身
份证，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不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核酸检测应
尽量错峰检测、不要扎堆，如果
出现人群过度聚集，请前往其
他的黄码人员核酸检测专用采
样服务点，并提前准备好健康
码、身份证，快速配合工作人员
进 行 检 测 ，减 少 现 场 逗 留 时
间。在检测现场要做好戴口
罩、一米线等防护措施，不随意
触碰现场的公共物品。

黄码人员做核酸检测后，是

否可以立即回家？市卫健委解
答，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
纯的黄码人员，没有任何新冠肺
炎相关症状，这类人员做完核酸
检测就可以回家，但是不能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出入公共场
所，并且要向社区报备，纳入社
区管理，进行居家健康监测；第
二类是伴随有新冠肺炎相关症
状的黄码人员，如发烧、咽痛、咳
嗽、流涕等，则需要在发热门诊
里留观，等到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后，明确为阴性才能回家，回家
以后的处理与第一类黄码人员
一样。

解答称，符合转码条件而未
能自动转码的黄码人员，可凭相
关证明向所在地社区（村）、街道
（乡镇）登记，并申请黄码转绿码
事宜。如果是途经外省有疫情
的地方被外省赋的黄码，我市无
权修改，可微信搜索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小程序，找到各地健康码
服 务 热 线 电 话 ，或 拨 打 外 省
12345申诉。

如果黄码人员有就医需求，
需主动联系所在社区工作人员，
由社区工作人员协助安排专车
往返指定医院。如发生急性心
脑血管等疾病或意外事故，可以
直接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同时
向社区工作人员报备。

（杨泠 魏健萱）

什么是“时空伴随者”？如果健康码变成黄色，该做些什么？黄码人员如何转绿？

市卫健部门解答黄码赋码相关问题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一大早，
镇江交通综交中心的党员突击
队员陈广生就在铁路镇江南站
忙碌起来。布置通道、录制社区
管控政策广播……随着战疫“号
角”吹响，市综交中心志愿者冲
锋一线，在高铁南站和 312宁镇
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城区段筑牢
疫情防控线。

自疫情发生以来，市综交
中心志愿者就一直坚守在铁路
镇江南站。针对句容市宝华镇
出现病例的情况，综交中心加
派人手、加大力度，严格按照

“两站一场一码头”防疫要求，
做好旅客验码、核酸检测证明
查验等工作。科学设置通道，
出站旅客分流，由中高风险地
区来镇的旅客和无码旅客走不
同通道，并登记相关信息；无法
提供核酸检测报告的带“*”旅

客由中心志愿者指引到核酸检
测窗口检测。

市综交中心对 312 宁镇段
快速化改造工程城区段筑牢防
护网。目前，城区段各施工单位
及监理检测单位开展了全员核
酸检测，共检测 494 人，结果均
是阴性。施工现场加强管控，外
来人员不得随意进入项目部及
施工人员生活和工作区域，本市
人员进出严格执行健康码、行程
码、测温、登记等防疫规定。施
工人员施工时佩戴口罩，各区域
彻底消毒。

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负责人表示，中心肩负着铁路交
通查验点和工程管理的重任，这
两项都密切关系到民生。综交
志愿者将通过严防严控手段，全
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陈嘉卉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您好，请出
示健康码和行程码。”昨天上
午，公路志愿者在镇江站南广
场出入口坚守岗位，严格执法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进出旅客
有序，从出入口登记处到爱心
留观室，处处都有公路交通志
愿者忙碌的身影。

面对疫情形势升级带来的
严峻考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应急中心党支部迅速行动，
周密部署，以党员带职员，全体
人员主动放弃休息，轮番值守，
每天从早 6 点到晚上 11 点，坚
守镇江站南广场出入口，严格
按照“两站一场一码头”防疫要

求，认真落实佩戴口罩、体温检
测、“双码”核验等工作，做到逢
人必查，逢码必验，切实筑好镇
江站南广场出入口这道安全防
线。

“这段时间，我们的党员、志
愿者压力更大，不敢有一丝疏
忽。”市公路中心应急中心党支
部书记唐俊表示，目前所有行程
码带星号的旅客都需做好信息
登记，并进行核酸现场采样；发
现黄码人员，将及时移交卫健部
门处置。所有公路志愿者始终
坚守岗位，筑好铁路出入口的防
疫屏障。

（蒋慧 渠亚楠 沈湘伟）

“敲门行动”收到暖心“开门回应”
——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感人故事

抗疫抗疫 在行动在行动

综交中心志愿者
车站工地严防疫情

公路志愿者筑好
铁路出入口的防疫屏障

3月15日开始，丹阳市公安局利用警用无人机进行高空巡查，同
时开展防疫宣传。在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通过“空中喊话”，提醒
市民做好自身防护，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在高速公路进
出口，无人机“空中提醒”正在排队的司机提前准备好相关信息，减
少等待时间。 邵臻 朱美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