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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
近期疫情背景下，孕妇求助能
不能得到急切响应，已成为一
种“城市考验”。而公众在郑州
看到了这样的“答卷”——

1月10日上午，管控区孕妇
紧急求助，郑州多部门联动开辟

“绿色通道”，仅用15分钟就将
孕妇送到医院；在全市开展核酸
检测“敲门行动+上门服务”活
动，指定专人负责对接联系，做
到“不留死角、不落一人”；1月8
日，“郑好办”App 紧急上线了

“看病就医一件事”，向市民群众
提供便捷的线上问医就诊服务；
采纳市民的建议，为全市师生开
通核酸检测绿色通道……这样
的绿色通道、主动意识、上门服
务令人心安然，而这仅仅是“郑
在抗疫”模式的一个缩影。

1月9日12时，郑州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正观新闻

“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正
式开启后，不到两天时间已帮
办442条求助信息。“孩子算次
密接，我该怎么办”“心脏血管
堵塞 90%，现在高速，马上到
郑！急急急！！！”民间抛出的种
种“怎么办”，顷刻之间变成“别
担心”“郑在办”。当日，#郑州
开设线上疫情紧急求助通道#、
#郑州开辟核酸检测绿色通道
服务老人孕妇#等话题纷纷登
上微博热搜和头条热榜，民意
基础和示范意义显而易见。

疫情发生两年来的经验教
训说明，“助困”是城市抗疫重点工
作，这一点始终不变。疫情突来
时，群众工作生活最受侵扰，会产
生诸多困惑和难题，亟待政府第
一时间呼应。群众遇困时，最容
易陷入紧张慌乱情绪中，在求助
时最想听到的是“一键解决”“剩下
的事交给我”。

而观察郑州应急“助困”方
案，“一键模式”是核心：你求援，
我“收到”，不需要你再费周折。

“一起发力”是原理：为了解决一
个难题，调动的是全机制，甚至
举全市之力。针对“急需从濮阳
市油田医院到郑州第七人民医
院手术治疗”的诉求，郑州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马上安排交通组，

“经电话联系求助人，病人已顺
利到达第七人民医院”，在这快
速反应中，折射了多层面、多手
段的作用。“主动跟进”是关键：
不仅支持群众随时求助，还主动
出击，化解群众难题。例如，在
全市开展核酸检测“敲门行动+
上门服务”活动，力求做到“不留
死角、不落一人”。

疫情的肆虐，意味着民生
痛点和难点的集中出现。群众
最担忧的是求助无门，最痛恨
的是遭遇踢皮球，最绝望的是
危在旦夕时被拒之大门外。面
对群众发问、求援，政府越主
动、越靠近、越雷厉风行，群众
越能得到帮助、吃下定心丸，城
市主功能越能正常运转，不出
岔子。郑州急群众所急，在多
方面及时排忧解难，显示了一
个城市的担当。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经验和
做法，并没有“高技术”。所有的机
制，均为现实条件下对资源、机制
的再调动，任何城市都不难做
到。但郑州的“先行”表现说明，要
为民纾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下
决心、下大力。否则，即便能做到，
也可能做不到。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专题研
究医疗服务保障时强调，疫情防
控本身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
护佑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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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老年人的需求更需要
得到解决。居住在惠济区的求助人蒋
亚潘表示，家中有两个88岁老人，出
行十分不方便，可否申请上门测核酸。

经过平台转办，郑州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核酸检测部立即转办到社区，
当地社区表示立即安排人员为其进
行上门检测，后期也将纳入上门采样
名单，确保应采尽采。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共同阻断疫
情传播链，郑州部分区域实行交通管
制。位于二七区的求助人易女士
说，1月 12日~27日，每周一至周五
下午 2点~5点，需要带 3岁半的孩子
到康复机构持续治疗，但小区处于管
控区，希望能够解决出行问题。

接到信息后，平台工作人员、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防控部立即将
信息交办并持续追踪，最终在多部门
的沟通下，易女士已经带孩子在康复

机构接受治疗，后续出行问题也一并
得到解决。

“太感谢你们了，感谢政府帮我
们解决急、愁、难、盼。”“政府很贴心、
平台效率很高，给你们比心。”“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生活在郑州很安
心。”……每一次回访时，“郑在抗疫”
平台都会得到市民发自肺腑的感谢
和点赞。

“郑在抗疫，一帮到底！您有所
呼，我有所应！”每一条诉求解决的背
后，都离不开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多个部门的协调、推动和落
实。现在只要你有需求，就登录郑州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正观新
闻“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我们
用心、用情帮你解决难题。

让我们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心
手相连、守望相助，疫情终会散去，一
切美好终将归位。

疏解民生痛点，“郑在办”具有示范意义

解决“急难愁盼”
“郑在抗疫”
与大家心手相连
每个个体的需求，即便再微小，也值得去重视；每个个体的寻助，声音再

微弱，也值得被听见。
如何让民众的特殊需求被看到、被合理解决，成为2022年新年伊始的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新的难题，1月9日12时，郑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正观新闻“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正式开启，将市民在后台
抛出的种种“找谁办”“怎么办”，变成了“别担心”“郑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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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数据背后
都是政府最大限度便民助民的缩影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月 12日
17时，该平台共接收5566条信息，12
日0时到17时共新增信息534条，其
中包括疫情政策类、寻医买药类、交通
出行类、健康码问题类、食品供应类、
学生教育类、企业服务类、防疫建议类
等各类信息。

截至目前，共处理信息 4696条，
其中紧急交转办理“急、难、愁、盼”信
息56条。

疫情突来时，群众工作生活受到
困扰，会产生诸多不解，难题需要疏
解和处理。因此，每一条“已解决”的
数据背后，都是政府最大限度便民、
助民的缩影，也是政府和群众同心协
力、抗击疫情的温暖点滴。

譬如，位于中原区的芦先生在后台
留言表示，他所住区域被封闭管理，但
其兄长精神有些问题，无儿无女单身，
一直由他照顾，目前不能前往照看，3天
了，不知道兄长能不能自己吃饭、吃药。

得知这一消息后，经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联系当地办事处，已帮助解决
此事，让求助者安心。

在后台留言中，关于寻医买药
的问题，平台的记者都多加关注。
位于登封市的求助人陈花梅表示自
己急需阿普唑仑和曲马多止疼药，
但目前被封闭管理，无法外出购
买。经平台转办，登封市疫情防控
办公室及时对接，已安排唐庄镇卫
生院将所需药物送至其家中。

每一次回访时
平台都会得到市民发自肺腑的感谢和点赞

编者按 继11日晚，央视《东方时空》点赞“郑在抗疫·应急求
助平台”后，昨日，《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推出评论员伍里川
的评论文章《疏解民生痛点，“郑在办”具有示范意义》、人民网推
出评论员王若行的评论文章《抗疫“应急求助平台”提供温暖的力
量》，点赞郑州在疫情防控中“用回应速度和解决力度来换取民众
的抗疫温度”：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在正观新闻开启
“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真正实现了让民众的特殊需求被看
到、被合理解决。郑州急群众所急，在多方面及时排忧解难，显示
了一个城市的担当。评论推出后，国内主流网站纷纷转载。本报
今日予以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