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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防疫一点通

连日来，为加强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保障，吉林市引导企业拓宽供货渠道，加大调运力度，增加商业库存，实行全闭环管理采购，
无接触定点配送。这是在吉林市凇北粮油批发市场，工人正在装卸米面油。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本报讯（记者刘怀）记者从我省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3月 31日 0至 24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363 例（轻型 1354 例、普通型 8例、重型 1例），其中长春市

1078例、吉林市276例、四平市6例、白城市3例。新增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871例，其中长春市444例、吉林市426例、白山市1

例。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639例，其中长春市332例、吉林

市302例、四平市5例；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264例，其中吉林市251例、长春市6例、四平市5例、延边州1

例、梅河口市1例。

截至3月31日24时，吉林省本次疫情累计排查出密切接

触者118045人，解除隔离69459人；次密切接触者109810人，

解除隔离82657人。

31日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639例

本报4月1日讯（记者李开宇）今
天上午，我省本轮疫情防控工作第21

场新闻发布会在省政府新闻发布厅召

开。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力通报我省疫

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情况。省教育厅

副厅长刘青川、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

张伟、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赵庆龙出席

发布会，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回答

了记者提问。

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张力介绍，3月30日至31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在吉林市主持召开流行病学调

查工作专题会，参加吉林市疫情防控

工作调度会，实地考察发现阳性病例

较多的小区和隔离点，现场指导转运

工作。昨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到长春

市宽城区、绿园区实地检查指导疫情

防控工作，在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长春疫

情防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在吉林市调度部署隔离点管理工

作。各地各部门坚定不移执行“动态

清零”总方针，夯实主体责任，集中发

力攻坚，着力优化防控举措，不断提

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从严从紧把各

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31日重点工作

一是加大对群众的服务保障，社

区管控秩序平稳。省直部门（单位）党

员、干部以及广大志愿者就近就地到

家庭所在小区开展工作。对长吉两市

开展监督检查，现场督促即查即改问

题39个、反馈当地限时解决问题57

个。破获涉疫违法犯罪案件22起，查

处违法行为人43名。

二是提升区域核酸检测质量。进

一步规范区域核酸检测采样操作流

程，督促长吉两市参与区域核酸检测

机构严格落实工作流程。指定检测机

构保障方舱医院核酸检测需求，优化

检测流程，确保6至12小时内反馈检

测结果。

三是强化隔离管控规范管理。各集中隔离点严格实施封

闭式管理，人员登记、车辆检查、环境消毒等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对解除隔离人员腾退的房间按要求进行了终末消杀，经

评估通过后重新安置隔离人员入住。严格处理医疗废弃物和

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通过现场办公、实地督导，推动集

中隔离点规范化建设。

四是全面做好医疗救治服务。加强出院患者和解除隔

离人员转运工作，着力解决患者出院、隔离点人员返家“堵

点”问题。强化方舱医院设置和管理，重点解决方舱医院建

设、院感防控、人员配备、物资供应、后勤保障等突出问题。

目前，全省共启用方舱医院22个，共有床位31786张，目前收

治患者24181人。绿码医院对门诊患者实行抗原检测阴性即

可就诊制度，同时进行核酸采样确保及时“追阳”。吉林大学

中日联谊医院中心院区开设缓冲病房80间，保证患者就诊需

求。

五是进一步推进环境消杀工作。出动消杀人员6万余人次，

消杀集中隔离场所、农贸市场等风险点12.9万余处，消杀面积约

6069万平方米。及时受理涉疫生活垃圾、医疗废弃物和污水处

理处置问题投诉举报，累计办理群众投诉15件。（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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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为我省重点地区生活必

需品供应带来挑战。特殊时期，护好“米袋

子”、拎稳“菜篮子”、端稳“果盘子”显得尤为

重要。

千方百计保供应，守望相助待春来。这

个以“粮食和果蔬”为主角的故事里，有党和

政府的统筹调度，有政企之间的相互配合，

更有万千普通人的守望相助。

关键词一：联保联供 全力驰援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从3月26日

起，我省紧急启动联保联供机制，四平、辽

源、通化、白山、松原、白城、梅河口等市县积

极响应，竭尽所能，全力驰援长春。

记者从本轮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19

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吉辽两省相

关部门共同参与对接协商平台机制已经建

立，初步明确了我省往返沈阳市蔬菜、备春

耕农资、重要企业生产原料和产品等物流运

输车辆通行的应对措施；沈阳方面还在

“12345”热线中设立专班受理我省运输车辆

在沈通行问题。此外，省政府已经向山东、

河北、河南等19个省市发函，在东北三省建

立了联保联供机制，与辽宁省政府“点对点”

协调，打通产销供应关系，确保蔬菜货源充

足稳定。

得益于联保联供机制，珍贵的物资从四

面八方汇聚到重点地区，为抗疫工作提供了

强有力支持——

3月 26 日，我省向长春投放了 500 吨

蔬菜，3月27日投放了787吨、3月28日投

放了1003吨，后续3天，每天10万份、1000

吨左右的分拣配送蔬菜包被运往长春，加

上欧亚、新天地等企业提供的货源，每天

投放到长春市场的蔬菜包达到1600吨左

右。

3月29日晚，梅河口市援助吉林市1万

份蔬菜包，已分发到吉林市昌邑区和船营

区。另据吉林市商务局发布的信息，为确保

吉林市疫情期间生活物资储运安全畅通，当

地相继在市三十中学设立了吉林市临时蔬

菜果品交易中心，在磐石市烟筒山服务区设

立了进城生活物资中转站，为稳定全市生活

物资市场供应奠定基础。

根据本轮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20场

新闻发布会披露的信息，当前，我省继续加

强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因疫情关闭的长春

市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于3月30日恢复

营业，各地继续支援长春市蔬菜包。辽宁

省支援蔬菜运抵后，吉林市蔬菜总库存量

大幅增加。

关键词二：线上线下 隔空对接

特殊时期，更多吉林人的采购途径由传

统的线下交易变成线上下单、线下取货。社

区拼团、统一送货的方式悄然流行。从“勤

见面”到“常连线”的转变中，各方相互配合，

携手适应着新的变化。

3月30日，长春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专

班发布了《关于恢复全市重点保供企业线上

营业的通告》，对疫情期间长春市民通过微

信群或电话预约方式进行生活物资采购的

有关工作进行部署。通知中提供了全市重

点保供企业名单，并将负责人联系方式通过

长春便民生活服务平台进行展示，在政府搭

建的平台上，消费者与商家虽不能见面，却

可以方便地订购采购。

根据吉林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提供的信息，3月30日，吉林市9家一级列管

商超及外卖配送平台通过微信群共计销售

19765单，销售单数比前日提升43%，累计销

售蔬菜、水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257吨，销

售量提升7.8%。市商务局还积极沟通协调

市邮政管理局，组织调运吉林市邮政、顺丰、

申通、中通等快递车辆109台，调集司机、配

送人员200人，协助吉林市蔬菜供应企业完

成配送任务。

关键词三：互帮互助 风雨同担

青山一道，风雨同担。这场“倒春寒”

中，人们选择抱团取暖，无数双温暖的手握

在一起，传递温暖和希望。

日前，为助力我省早日战胜疫情，辽宁

省决定捐赠我省约2200吨蔬菜物资。这些

蔬菜将主要分配给疫情比较严重的长春、吉

林两市，优先供给残疾、低保户等特殊人

群。3月30日下午，由辽宁省捐赠我省的首

批26车470吨蔬菜物资抵达磐石市，第二批

55车750吨蔬菜物资也于当晚抵达，一并运

抵吉林市。

这份来自辽宁省的温暖，是困难时期

人们守望相助的一个缩影。远离家乡、惦

记家乡，多方筹措物资支持抗疫的吉商群

体；舍小家为大家，冲锋在保供稳供一线的

商业企业工作人员；来自千行百业、服务万

户千家的“大白”志愿者们……无数人的付

出，让困难时期的万家灯火更暖、人间烟火

更浓。

“如果谁身边邻居是单独居住的老年

人，请联系我，我出钱免费给老人送菜。”3月

31日，经营粮油蔬菜批发生意的刘先生在小

区业主群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还附上了

手机号码，引发了一片点赞。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这样温暖的画面在

白山松水间处处上演。保供稳供的战场上，

面对困难、共克时艰成为人们共同的信念，

而这样的信念，也支撑着吉林人战胜疫情、

迎接春天。

守 望 相 助 待 春 来
——我省重点地区保供稳供记事

本报记者 陶连飞

本报讯（记 者 聂 芳
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我

省关于“稳就业、保就业”

决策部署，促进高校毕业

生留吉就业创业，解决企

业高素质人才用人需求，

3月 31日至 4月 4日，由

省总工会、省教育厅主

办，长春市教育局协办，

智联招聘长春分公司承

办的“战疫情 保就业”线

上直播招聘会开启，为在

吉高校应届毕业生直播

送“岗”。

据介绍，此次活动共

计3场线上直播招聘会，

近200家企业参加，其间

将通过“网络双选会+企

业直播”的形式，搭建在

吉高校与省内用人单位

之间的互动桥梁。

通过进入吉林工会

云课堂直播间，应届毕业

生可实时投递简历。直

播后，企业对目标人员进

行在线面试。利用“智联

招聘”APP面试系统，集视

频、语音、文字三种形式

于一体，开展线上一对一

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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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记者毕雪）近期，吉林

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不断优化就诊流程，在中

心院区开设80间缓冲病房，及时有效满足广

大患者就医需求。

虽然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但医院始终

提供持续可靠的医疗服务，让每一位危急

重症患者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

据了解，该院中心院区成立了外科缓冲病

区、内科缓冲病区、神经内科缓冲病区和缓

冲手术室，分别抽调创伤骨科、普通外科、

神经外科等多个科室中青年骨干医师和护

士组成综合救治组。四个缓冲病区分别设

置单间病房15间。除了集中设置的外缓冲

病区，医院另外分别在产科、新生儿科、妇

科、肿瘤血液科、急诊重症监护病区设置5

至10间数量不等的单间缓冲病房。在医院

统筹调度下，急救医学科、外科缓冲病区、

内科缓冲病区和缓冲手术室形成联动机

制，全力保障有限的医疗资源向急危重症

患者倾斜。同时，医院建立跨院区应急转

介机制，该院北湖院区设置缓冲综合病区，

开放床位25张，实现中心院区与北湖院区

急危重症优势救治资源互补。

3月19日，该院接收了一名来自图们市

的4岁患者，伴有头痛、呕吐、意识不清等症

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院立即启动绿色

通道，收患者到缓冲病房，一面做核酸检验，

一面组织专家会诊。经诊断，患者颅内肿瘤

最大直径7厘米，要先控制好颅压再实施手

术。3月23日，在患者颅压得到有效控制

后，历经3个半小时手术，医院抽丝剥茧将肿

瘤从颅内深处完整取出，尽最大可能保护了

脑组织，成功完成了这例高难度手术。

据该院医务部主任王宗强介绍，对于急

危重症患者，无论有无核酸检测报告均无条

件收治。急危重症患者到达急诊后均由预

检分诊人员先行为其进行新冠病毒抗原快

速检测，等待结果期间先转入急诊缓冲隔离

抢救单元救治，全面贯彻“生命至上、人民至

上”理念。所有新入院患者均要求统一由缓

冲病区单间集中收治，在积极治疗的前提下

经过5天医学观察，每天监测核酸结果均为

阴性，再转出至首诊科室继续接受治疗。

中日联谊医院创新举措

缓 冲 病 房 就 医 防 疫 两 不 误

本报讯（记者景洋）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中，患者出院标准有了一些改变，满足出院

条件有两个关键：连续两次Ct值均≥35，或连续两次核酸阴性（采

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

Ct 值完整名称为 Cycle Threshold Value，中文翻译为

循环数阈值。“Ct值越低，代表病毒浓度越高；Ct值越高，则表示

病毒浓度越低。”国内有关研究显示，处于恢复期的感染者在核

酸Ct值≥35时，样本中未能分离出病毒，密切接触者未发现被

感染的情况。因此，核酸Ct值≥35的新提法成为了衡量患者能

否出院的标准。

有关专家表示，在核酸低到一定水平后几乎是没有传染性

的，患者出院会极大缓解医疗资源压力，因此这条标准的改变系

优化完善安全出院标准。

患者出院标准有哪些改变
解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

本报讯（记者祖维晨）为积极应对我省

疫情防控严峻形势，3月31日，省民政厅制

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聚焦困

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强化八项措施，要

求各地切实扛起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政治责

任，紧盯实际需求纾解民生急难，紧贴群众

呼声创新救助方式，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

《通知》强调，要精准掌握困难群众生活

状况，充分发挥“三长”和志愿者等群防群控

作用，通过电话、视频等非接触方式持续摸

排辖区内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要落实落细社会救助相关政策，按

照“特事特办，先行纳入”原则，简化低保、特

困申请确认程序，疫情中高风险区域暂停开

展低保对象退出工作，视情延长定期核查时

限和低保对象渐退期；对因疫情导致照料服

务人员无法提供照料服务的，及时安排临时

照护人员。

《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应急

作用。对确诊和无症状感染的困难群众，因

家庭成员被隔离收治以及无法外出务工或

生产经营，导致无收入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

持的家庭或个人，临时救助可按照不高于

1000元标准的上限救助。适当提高中高风

险区域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额度。

要切实加强外来人员救助工作，取消户籍限

制，由急难发生地乡镇（街道）或县级民政部

门直接实施临时救助，结合实际统筹运用好

实物帮扶和现金救助政策。

《通知》指出，要及时足额发放救助保障

资金。加强财政资金筹集调度，确保基本生

活保障资金按月足额发放。及时启动社会

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有条件的地方，可灵活采取提前发放低

保金和特困供养金、发放临时性生活补助金

等形式。要根据群众需求创新救助方式。

可采取发放基本生活物资和疫情防护用品、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社会组织等方

式，实施分类化、差异化救助。

《通知》强调，要完善疫情防控期间救助

预案。无疫情和低风险地区加快完善疫情

防控期间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应急预案，

切实做到有机制、有预案、有应对突发情况

的准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在疫情结束后，

及时总结经验重新修订社会救助应急预

案。要畅通社会救助机构服务热线。合理

调配工作力量，保障热线畅通，对社会救助

服务热线和“12345”转办事项第一时间回应

群众诉求，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

时。

《通知》中还向社会公布了疫情防控期

间申请社会救助指引和流程图，以及各县

（市、区）社会救助服务热线。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省民政厅强化八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