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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见习记者 王丽清 通讯员 林培清 文/图

全面开展本轮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南安市公
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坚守
一线，以缜密细致的流调工作，编织起脉络清晰的
病毒阻断网，为全市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数
据支撑。

作为流调溯源专班组的组长，李辉带领 19
名民警组成先锋队，直抵流调一线，直面初筛
阳性、密接和次密接病例，争分夺秒地阻断疫
情传播链、防止疫情蔓延。在流调力量不足的
情况下，他带队连轴开展工作，与时间赛跑，与
病毒抗争。

3 月 12 日以来，李辉带队通过溯源摸排密
接人员 350 余人，次密接人员 790 余人，核实
身份 1550 余人。在排查美林、诗山的阳性病
例中，他实地走访，细致认真地核对轨迹，把
所涉视频监控逐一“过筛”，一帧一帧核对辨
认画面，全面复盘行踪轨迹及 87 名接触人员
信息。“流调快一秒，疫情扩散风险就会减一
分，我们必须做到一刻不缓、一人不漏。”李辉
用缜密的刑侦思维，提升了“流调先锋队”的
时效性和精准度。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李辉夫妇分享在
朋友圈的一句相互鼓励的话。李辉的妻子是南安
市公安局的一名机要民警，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她
始终坚守在机要文电传输一线，为“战胜疫情”的
共同目标，奔忙在各自的赛道上。

“虽然我很想念爸爸，但他在前线很忙很
累，我们不打扰他。”“我乖乖宅家、按时去做核
酸，疫情就能早点结束，我的爸爸就能早点回
来。”孩子们的乖巧懂事令人心疼。李辉的女儿
为 20多天未回家的爸爸画了一幅肖像画，画中
的李辉有着大大的黑眼圈，这也是他近期工作
状态的真实写照。李辉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付出，让疫情结束得再早一点、对社会影响
得再小一点、让群众感觉再放心一点，这样自己
内心也能再宽慰一点。”

民警李辉只是全市公安队伍中的普通一
员。他坚信，只要初心不改，使命不怠，认真履
职，人人都将成为这场疫情“寒冬”中的一点星
火，点燃自己，也温暖他人，最终照亮抗疫成功的
和煦春日。

■见习记者 王丽清
通 讯 员 林瑞婷 文/图

沧海横流显本色，危难时刻见担
当。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南安市政
法系统迅速集结多名骨干充实基层一
线力量，为南安打赢疫情歼灭战按下

“加速键”。

即使熬红双眼
她的脚步依然坚定

3月 19日深夜，南安市政法委四
级主任科员郑秋芳收到通知，被抽
调到丰州镇丰州村参与疫情防控。
第二天一大早，她匆匆收拾好换洗
衣物便直奔丰州。当天，丰州镇丰
州村、旭山村被划定为封控区，其他
村为管控区。

丰州村的防控工作如同精密的机
器一样运转，郑秋芳每天像机器中的
齿轮，精准地完成着巡查摸排、数据更
新、宣传解释等工作。在下沉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的日子里，郑秋芳率先在
负责的片区组建一支由226人组成的
志愿者队伍，并制定志愿者管理方案，
使其成为物资配送、垃圾清运、医疗保
障各方面高效运转的有力队伍。

3月 29日，村民陈先生向丰州村
村委会求助称，他的弟弟患有精神分
裂症，自少时用药医治至今已 30 余
年，如今面临无法到院就诊拿药的问
题。当日，郑秋芳获悉后，迅速联系南
安康复医院，并让志愿者携带证件乘
坐疫情防控专车至南安康复医院取
药。当日15时许，志愿者将药取回并
送至陈先生家中。

防控工作之余，郑秋芳还带领片
区网格员走遍辖区的每个角落，详细
了解网格内的管辖范围、人员分布，并
将片区两个网格细分成13个小网格，
组建13个网格员的微信群，每个网格
平均服务管理人口 200人，做到精准
服务到位。

为确保丰州村物资保障到位，
郑秋芳发动乡贤捐资捐款，为燕山
片区每户群众购买米、油等物资，
并带领网格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分
发到每户群众手中。此外，她还总
结提炼《丰州村疫情防控物资保障
明白卡》，发放至各个网格、片区微
信群，要求网格员、志愿者转发给
每个群众。

每轮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前，她都要先开个会，总结前几轮的
经验、完善应急方案……每轮核酸采
样的凌晨，万籁俱寂，在路灯的光亮
下，不论风里雨里，她都坚定地向采样
点走去，即使熬红了双眼，也阻挡不了
她坚定的步伐。

“脚”不停歇
他从“警察蓝”化身“志愿红”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更应该挺身而出，请组织安
排我上前线，我一定坚决配合打赢疫

情防控歼灭战！”3月 19日，得知丰州
镇急需志愿者，南安法院法警大队法
警黄飞鹏毫不犹豫地向单位递交了请
战书。

黄飞鹏于3月20日开始下沉丰州
镇，至今仍未回来。从“警察蓝”到“志
愿红”，他每天都奔波在战“疫”的路
上，无论是协助核酸检测，还是数据统
计以及物资配送，哪里有需要，他就

“顶”到哪个岗位上，抢着上、争着干。
一天下来，脸上、耳背总是一道因戴口
罩而印出的深深勒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4月 5日，黄
飞鹏累计配合镇、村做好 8轮大规模
人群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完成 6次信
息录入工作，录入 3000余人次数据，
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只是黄
飞鹏战“疫”中的一个序幕。

某某片区A套餐几份，B套餐几
份，C套餐几份……黄飞鹏所在的丰
州村现有人口1.4万多人，村民生活物
资保障任务重，他便自告奋勇担任生

活物资保障联络员。
至此，他的电话成了村民热线。

每天晚上，黄飞鹏的首要工作就是认
真梳理当天的电话记录和村民需求信
息，做好物资采购统计，核对物资收付
款情况，确保每次的采购不出问题。
有时候连续工作 20多个小时协调各
项物资处置工作，累了就趴在桌子上
歇一会，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一刻都
不敢懈怠。

与此同时，黄飞鹏每天都会坚
持对辖区独居老人进行电话探访，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身体情况，对
有困难和需求的老人做好相应的记
录并及时协调解决；同时，还为辖区
独居老人张贴“连心卡”，提高老人
自我防护能力。

“小伙子真不错，志愿者每天都
很忙，但他坚持帮我买东西、送货
上门，有时候晚上还专程来问我缺
啥，真的太周到了。”提起黄飞鹏的
暖心服务，一位独居老人满怀感激
地说。

疫情流调急先锋

战“疫”一线显担当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丽清
通讯员 林瑞婷）“被告人，审讯室
内的视频声音是否清楚，视频图像
是否清晰？”“清楚，清晰。”“南安
法院刑事审判一庭远程庭审现在
开始……”近日，南安法院通过远
程庭审系统，公开庭审一起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案件。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庭审跨越
高墙，在泉州首次实现了合议庭、书记
员在法院，公诉人在检察院，被告人在
看守所的“三地连线”，开启了刑事案

件远程庭审新起点。
庭审现场，法官打开远程视频，合

议庭成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告人的
画面在庭审系统中清晰展现。当日9
时许，在确认各方发言、收音各环节均
无问题后，庭审正式开始。

审判长吴序开首先依法核实两被
告人的身份，并告知相关诉讼权利；公
诉人依托远程庭审系统，宣读了起诉
书、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
陈述……庭审程序严格按照规范进
行、有效高效，整个庭审历经48分钟，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借助信息网络及

语音、视频等设备完整呈现，各方发言
声音清晰。

庭审最后，两被告人均表示认罪
认罚，法庭宣布择期进行公开宣判。

“‘三地连线’是依托于信息网
络，实现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在
不同地点完成三方可视化的网络庭
审。”南安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
钊明介绍，通过科技的力量在市法
院、市检察院、市看守所之间构建
即时办案的桥梁，既充分保障了被
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实现了线上
庭审与传统庭审同样效果，又为三

方“无接触”参与诉讼创造了便利、
高效、安全的环境，为疫情防控、智
慧办案注入了新活力。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南安法院迅
速实施科技战“疫”，统筹推进科学防
疫与审判执行，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
引领作用，将全部诉讼活动从“线下”
搬到“线上”，让司法服务插上科技的
翅膀加速实现公平正义。

据统计，3月13日—3月31日，南
安法院累计网上提交立案申请 202
件、网上开庭91件、网上调解69件、线
上发放执行款1.268亿元。

政法下沉干部：走，到基层抗疫去！

“三地连线”隔空开庭

南安法院解锁云审判模式

■见习记者 王丽清 通讯员 蔡雅如

“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立即反映
给有关单位。”“能详细说明您现在滞
留的具体位置吗？”“您的问题已经帮
您登记”……3 日，在南安“12345”市
民服务热线话务中心，电话铃声此起
彼伏，工作人员认真倾听、耐心询问，
口罩也难掩她们的认真专注。

本 轮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南 安 市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话务量比平时
增加了3倍多，单日峰值达800多通；3
月 10日至 4月 5日 17时，共受理本级
涉 疫 诉 求 件 5959 件 ，转 交 办 泉 州
12345平台涉疫诉求件973件，接通率
始终保持泉州第一。

面对本轮疫情，南安市“12345”便
民服务中心启动了紧急响应，取消假
期，实行 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

及时招录 3名话务员，解决接线人员
不足问题；根据话务量合理科学优化
排班，集中话务资源确保疫情来电接
听畅通，主动回电联系市民进行回访，
详细登记反映事项的处理情况，对全
体话务工作人员进行涉疫政策、防控
常识等业务轮训。

同时，南安“12345”便民服务中心
还通过电信运营商技术手段，增设“健
康码”分键，由机器人智能答复健康码
问题，并引导群众通过“南安市 12345
便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阅有关
健康码信息，实现最大程度缓解当前
话务压力，有效提升话务接通率，切实
解决群众诉求。

此外，为加快处置市民反映的疫
情问题，南安“12345”会同市防指办联
合印发《12345平台涉疫诉求办理工作
机制》，将市防控疫情应急指挥部各工

作组及个别工作专班纳入联动单位，
由南安“12345”对涉疫诉求进行点对
点分流，快速联动解决各类紧急诉求。

“非常感谢你们，我才能顺利拿到
‘救命药’。”接到南安“12345”的回访
电话，家住霞美镇四季康城的徐先生
感激地说。

原来，徐先生原本托物流公司从福
州运送儿子的急需特效药到家中，但由
于疫情防控管制，原本答应帮忙送药的
工作人员被隔离，药品只能送到动车
站，无法送货上门，再加上徐先生住在
霞美镇内的封控区，他无法自行取药。
于是，徐先生先后联系了物业和村委
会，但都被告知跨区无法提供帮助。无
奈之下，徐先生拨通了“12345”热线。

南安“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
徐先生的诉求后，立即联系南安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和霞美镇政府，一边了

解徐先生所需药品在南安的售卖情
况，一边协助解决取药事宜。

“该药是通过特殊渠道采购的，南
安没有售卖。”得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回复后，南安“12345”全力助其取药。

次日，徐先生在南安“12345”的协
调下，拿着霞美镇政府开具的通行证，
在 1名志愿者的协助下，最终顺利前
往泉州动车站取得药品。

“这是我们对接市防控疫情应急
指挥部各工作组及个别工作专班的成
效，可以确保涉疫诉求件及时办理，做
到接诉即办。”南安市“12345”便民服
务中心主任陈冠鸿说。

在这次疫情防控歼灭战中，南安
“12345”便民服务中心立即受理群众关
于疫情防控的咨询、投诉、举报等工作，
并及时交办、处理、反馈，做好疫情管家

“保姆式”服务，热了民生、暖了民心。

南安“12345”：话务量增加3倍多 接通率泉州第一

黄飞鹏。 郑秋芳。

■通讯员 陈小东 见习记者 王丽清

近日午夜 0时许，还在数据筛查忙碌中的溪
美派出所副所长李小伟接到了从安溪县老家打来
的电话，家里人哭着告诉他，爷爷去世了……

这个消息，让这位无论工作多么忙碌都保持
乐观的汉子有些难以接受，要知道爷爷几天前还
打电话叮嘱他，别记挂家里，安心工作，千万要做
好防护措施。回忆起爷爷的点点滴滴，他陷入了
悲伤……当日 5时，彻夜未眠的李小伟又准时地
出现在工作岗位上，对于此事只字不提。

然而他憔悴的样子和布满血丝的双眼，还是
引起了同事的关注，在同事的追问下，李小伟终于
绷不住，道出了原委。

在得知消息后，单位领导问他是否要回家奔
丧。“现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安溪全县封锁
谨防疫情蔓延，如果我此刻回去，就是给县里的疫
情防控工作添乱子。家人告诉我，爷爷在弥留之
际，交代了许多。因是疫情期间，他老人家不愿我
们为他置办丧礼，不愿给晚辈带来哪怕一丁点额
外的负担……”李小伟表示，虽然没办法回家尽
孝，但他不敢忘记爷爷的嘱托，家国面前无小事，
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好岗就是爷爷最想看到的。

带着伤感、坚强和责任，李小伟始终坚守岗
位。他在核酸采样点、街道办和社区之间不断忙
碌，带领专班开展线上线下筛查比对工作……

“爷爷，等我站完这班岗，就回去给您尽孝。”
李小伟暗下决心。爷爷的话，犹在耳边，守护他
乡，亦是尽孝。

谨记爷爷的生前嘱托

守护他乡亦是尽孝

工作中的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