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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轻 松 ，抬 起 头 ，啊 ……”拿

出长棉签，找准咽部位置，飞快擦

拭，然后装入试管……核酸采样点

位上，医务人员全副武装，动作娴

熟精准，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反复的

采样操作。

连日来，南昌市第三医院共派

出近 300 名医务人员，赴南昌各县

区支援核酸采样工作。源源不断

的核酸检测标本送到后台检测，让

我们看到检测人员的不易。

“我不走，还有几千份核酸标

本 没 检 测 ，大 家 都 在 等 结 果 呢 ！”

3 月 17 日深夜，南昌市第三医院核

医学科的徐江凡完成工作骑车回

家途中，不慎撞上路中间的一块石

头，左眼下方伤口缝了 3 针。考虑

到 医 院 核 酸 检 测 任 务 重 、人 员 紧

张 ，徐 江 凡 婉 拒 医 院 让 他 回 家 休

息 的 建 议 ，第 二 天 仍 然 坚 持 正 常

上班。

“当前南昌市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全市开展较大范围区域核酸检

测 ，我 们 医 院 新 冠 病 毒 核 酸 标 本

也 由 平 时 每 日 500 多 例 增至 5000
多例。核医学科人员在完成本院

核酸标本检测的同时，还要外派到

第三方实验室进行工作督导，真的

非常不容易。”该院核医学科主任

余永波对徐江凡的举动，既心疼又

无奈。

陈波珍，南昌市洪都中医院Ⅰ
期临床试验病房护士长，新建区石

岗镇小岭村人，也是该院首批支援

石岗镇的核酸采集队队员。

3 月 16 日中午，陈波珍接到紧急任务前往老家支援，

来不及告诉亲人就出发了。抵达石岗镇后，她恰巧被分

到小岭村。

核酸采集都是长长的队伍，忙碌的陈波珍无暇和乡

亲们打招呼，一头扎进采集核酸的工作中。巧的是，她的

外婆、舅舅和舅妈也来到现场做核酸检测，希望她忙完回

家吃晚饭。看着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陈波珍忙摆手：

“快回家吧！不要在这里逗留。等我有空了再回来看你

们！”外婆只好依依不舍地走了。

张睿，江西省人民医院影像科主治医师。3 月 17 日随

医院队伍集结，前往青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展核酸

采样工作。几天前，她的父亲意外受伤肩袖断裂，定于 3
月 20 日手术，因紧急参与全市核酸采样任务，她不能陪护

父亲了。

19 日晚，她满怀歉疚地给父亲发了条微信：“老爸，明

天手术不能陪你，肯定希望我在你身边吧。明天手术全

麻，不要担心，等我回去再好好帮你做康复训练。”老爸回

复她：“爸爸在这向和你一样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致

敬！等你回来！”

疫情面前，总有一种力量感动你我。那是亲人的温

情，也是亲人的理解，更是战“疫”者的付出。

“疫”不容迟，闻令而动。无数战“疫”者在这场疫情

的“倒春寒”里，给了人们别样的温暖和感动。

3 月 14 日，奉新县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15 日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面对突发疫情，奉

新与时间赛跑，全面防控，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奉新男子熊某、胡某从省外游玩返赣后，经核酸检

测呈阳性，先后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根据

活动轨迹，二人活动范围涉及学校、社区和企业等，带

来了难以预知的疫情传播风险。

奉新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公告，

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全面排查密接者和次

密接者，迅速展开核酸检测，全面加强疫情防控。

疫情就是命令。冯川三小和奉新二中立即进行全

员核酸检测，防护物资到位，核酸采样试剂到位，一个

个“大白”、一张张书桌、一盏盏明灯，数千名在校师生

有序进行核酸检测。15 日 8 时许，记者来到冯川三小，

这里已逐渐恢复了平静。经过通宵奋战，全校师生的

核酸采样顺利完成。在奉新六小采样点，通宵采样的

医务人员疲惫不堪，外卖人员刚送来早餐盒饭。

防控就是责任。奉新全面加强区域管控，划分封

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分区分级进行疫情防控管理，

党员干部、医务人员冲在防疫第一线。蓝天救援队、青

年志愿者协会、乐行公益等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

疫情防控，安装帐篷、维持秩序、环境消杀……

3 月 16 日 ，第 一 轮 区 域 性 核 酸 检 测 ，结 果 均 为

阴性。

同心战“疫”。奉新在各主要道路设立卡点，镇村

干部、医务人员、公安民警 24 小时值守，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全力阻击疫情。

“ 应 检 尽 检 ，应 快 尽 快 ”，不 漏 一 户 ，不 落 一 人 。

3 月 18 日，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在集中隔离点，县中医院送来了预防性中药汤剂，做

到隔离人员及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中医药干预全覆盖。

在封控区、管控区，防疫物资保障到位，党员干部、

社 区 工 作 者 、志 愿 者 送 来 了 生 活 物 资 ，送 来 了 暖 心

关爱。

全县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线上教育有序进行，孩

子们的琅琅书声在居民楼里响起。

坚持就是胜利！奉新咬定“围剿清零”目标，机关

干部、医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公安民警、志愿者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

坚守，奉献，温暖，传递着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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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
本报记者 邹海斌

会昌县麻州镇增丰村“四好农村路”通村达户，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设施条件。图为 3 月 20 日航拍下的村庄美景。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村路通 产业旺

当前，南昌市已开展了三轮较大范围区域的核酸

检测。如果说核酸采样点是抗击疫情的前哨站，那么

核酸检测工作则是近距离与新冠病毒“战斗”。采集到

的大量核酸样本，如何在短时间内出结果？3 月 22 日，

记者来到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实地探访。

“3 月 17 日 下 午 , 医 院 迅 速 抽 调 28 名 经 验 丰 富

的检验专家组成核酸检测队，其中党员 14 名，分 3 班

倒不停歇进行核酸检测工作，确保能第一时间筛出

潜 在 传 染 源 。”作 为 一 名 曾“ 征 战”上饶铅山疫情的

老党员，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冠核酸检测队组

长黄波介绍。从 3 月 17 日 17 时，南昌市第一轮较大

范围区域核酸检测开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

收 了 大 批 量 全 员 核 酸 筛 查 标 本 检 测 工 作 。 5 天 时

间 ，近 98 个 小 时 不 间 断 的 紧 张 工 作 中 ，医 院 共 完 成

南 昌 市 三 轮 核 酸 检 测 标 本 4.5 万 余 份 ，发 出 核 酸 检

测报告 48 万份。

“大家进一次核酸实验室要工作很长时间，穿着防

护服确实很闷，但一进实验室，就完全顾不上了，进实

验室前也不敢喝水，确保中途不上厕所。”核酸检测工

作，是一项技术要求高、风险大、手工操作环节多的精

细活，每一个环节都要求严谨细致、全神贯注，不能出

现丝毫差错。检测队成员每天全副武装，身着防护服、

隔离衣，头戴 N95 口罩、护目镜，手戴双层一次性医用

外科手套，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昼夜不停地寻找病毒的

“蛛丝马迹”。

检测队成员徐颜美是一名年轻党员，她说，穿上防

护服在实验室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心中就特别激动和

骄傲，因为自己能守护百姓健康，辛苦点是值得的。

记者看到，为了能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出核酸检

测报告，队员们循环反复地加样、检测、审核报告，再加

样、检测、审核报告。累了，靠在椅子上眯一会；腰酸

了，揉一揉再继续……就这样，不断地坚持着。

李华是新冠核酸检测队里最年长的同志，他说：

“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我们还是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

完成，因为核酸检测结果，是疫情指挥部进行决策的

依据，容不得半点闪失。”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

时刻，他主动承担起核酸检测工作，发挥了模范带头

作用。

据了解，为加快核酸检测进度，3 月 18 日，南昌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启用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这辆曾经

征战上饶的“硬核装备”，再次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

48万份核酸检测报告的背后
陈娟娟 杨君琴 本报记者 李 芳 李 征

三月，春意绽放，万物萌生。英雄城南昌，因为一

场突发疫情，再次放慢了脚步。

街 道 冷 清 、车 辆 变 少 、行 人 寥 寥 …… 很 多 人 以

为，这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她是在另一个

无声的战场争分夺秒——环境消杀、核酸采样、流调

溯源、隔离转运、医疗救治……奥密克戎来 势 汹 汹 ，传

播 速 度 快、隐 匿 性 强 。 我 们 战 胜 病 毒 的 办 法 ，就 是

比 病 毒 跑 得 更 快 ；就 是 赶 在 疫 情 扩 散 之 前 ，精 准

切 断 病 毒 的 传 播 链 条 ！ 这 不 仅 考 验 着 一 座 城 市

的 科 学 治 理 和 应 变 能 力 ，也 检 验 着 城 市 的 力 量

与 韧 性 。

伴随着初春忽变的天气，一场疫情“围剿清零”攻

坚战在南昌打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旁

观者。

3 月 17 日 17 时，南昌启动中心城区区域核酸检测

工作。没有迟疑、没有彷徨，市民自发接受核酸检测。

长长的队伍、默默地等待……那一夜，每一个南昌市民

都是无名英雄。

当晚气温骤降、寒风袭人，但战“疫”中的温暖，让

人信心倍增——教师暂别讲台、学生脱下校服，纷纷化

身“大白”；厨师坚守后厨、拿起铁勺，为抗疫人员做起

了爱心餐……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城市出一份力。

不一样的年龄和职业，一样的责任与担当。

应检尽检、不落一人，一排排队伍筑起了一道道安

全防线；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一个个“大白”是寒夜里

最温暖的存在。

连日来，南昌已经启动了三轮区域核酸检测，除了

不断刷新的采样“速度”，还有无处不在的南昌“温度”。

在江西农业大学东区核酸检测采样点，几名医护

人员因为怕污染房间，选择在寒冷的楼梯间休息待命；

新建区出现疫情后，长堎镇辖区内宾馆对滞留人员免

费开放，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在昌创业新疆青年米拉

迪力为抗疫一线人员送上家乡美食……

疫情发生后，南昌 1.9 万名党员志愿者下沉一线参

与核酸检测工作。党旗所指，心之所向，党旗所在，温

暖相伴。

南昌县向塘镇通站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成莉莎右脚

跖骨骨折，仍拄着拐杖坚守一线；南昌高新区昌东镇巷

口村预备党员赵顺金因彻夜劳累嗓子充血、发声困难，

依旧不退缩；青云谱区民政局干部余梦盼在核酸检测

现场当起了“临时妈妈”……

大疫如大考，需要我们严防死守、枕戈待旦、共克

时艰。只要跨过这场“倒春寒”，温暖终将如期而至。

而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付出和齐心，未来都将成为城

市软实力的一部分。

同心抗疫，没有旁观者
本报记者 钟珊珊

一头头腿短、肚圆、毛发乌黑、身体健硕的藏香猪在山林里、草丛

中欢快地奔跑打闹，看见有人到来，“嗷嗷”叫着，撒开腿，转眼就跑得

无踪无影。“这些小家伙警惕性特别高，一有动静就躲起来，这片山林

里藏有两三百头藏香猪呢。”近日，在位于瑞昌市乐园乡的绿乡源智能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藏香猪养殖基地，公司负责人吴滔指着前面一大片

茂密的山林，笑着对记者说。

据介绍，藏香猪是川西高原、云南、西藏等地特有的一种瘦肉型猪

种，成年藏香猪体重一般只有 50 公斤左右。2018 年，吴滔在西藏林芝

旅游时，偶然听人介绍藏香猪，萌发了将这一品种引入家乡的想法。

说干就干，当年 6 月，他从西藏购买了 20 头种猪，千里迢迢运到瑞

昌市范镇。哪知这些生活在高原地带的藏香猪适应不了南方的炎热

气候，不到半个月，就死得只剩下 6 头。

吴滔不灰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掌握了藏香猪的养殖技

术。他在范镇承包山林 500 亩，建起藏香猪养殖基地。藏香猪繁殖能

力很强，到 2021 年初，该基地藏香猪存栏数达到 300 头，承载量基本饱

和。于是，当年 4 月，吴滔又在乐园乡承包山林 300 亩，投入 200 多万

元，建起第二个藏香猪养殖基地。目前，两个养殖基地藏香猪存栏数

超过 600 头。

吴滔告诉记者，散养的藏香猪十分耐寒抗病，生命力极强，每天满

山奔跑，以天然野生可食性植物及果实为主食，人工稍微补充一点玉米

粉、米糠就行了。这些吃野果、尝百草、喝山泉长大的藏香猪，其肉脂肪

含量低，氨基酸含量高，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受到消费者青睐。这些生

态散养的藏香猪“跑”到了南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供不

应求，猪肉每公斤最高可卖到150元左右，是普通猪肉的数倍。

同时，吴滔还推出“你付钱，我养猪，你吃肉”的网络认养销售模式。

消费者只需提前付款6000元，就可认养一头小猪，养殖基地工作人员会

给被认养的小猪打上耳标。等小猪长到出栏，所有猪产品都归认养者所

有。吴滔告诉记者，预计今年两个养殖基地可出栏藏香猪1200头。

“乐园乡远离城市，环境优美，有纯天然的生态牧场，非常适合藏

香猪生长。”看着远处山坡上一头头欢快奔跑的藏香猪，吴滔喜滋滋地

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并带动当地村民发展藏香猪养殖，

让藏香猪‘跑’进千家万户，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小猪快跑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抗疫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