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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防疫一点通

疫情期间，居民居家隔离应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针对这

个问题，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副院长顾锐给出了相关提示。

居家隔离期间，个人防护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

一要做好居家的通风。通风要同时打开对立墙面上的门

窗，形成“穿堂风”，这样便于实现室内气体的快速交换。

二要坚持进行健康监测。封控区和管控区居民每天上下午

各测量一次体温，并关注家庭成员是否有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如有异常，应立即和社区工作

人员取得联系，及时就医。

三要做好居住环境卫生和清洁消毒。居家环境以清洁为

主，疫情流行期间可每周使用含氯消毒液对坐便器、桌椅、门把

手等日常接触频繁的点位进行预防性消毒。

四要预防气体回流。洗手盆在不使用时，应关闭盆底部的

下水器，然后放少量水，形成密闭封堵；使用防臭地漏，或使用密

封的塑料袋灌水后扎紧，封堵卫生间和厨房等地漏口；卫生间排

风扇在疫情期间可以使用塑料薄膜和不干胶等进行封堵，避免

潜在的气体反流风险；使用坐便器后应先盖上坐便器盖子后冲

水；使用抽油烟机时，应保持房间的洗手盆、地漏、坐便器和排气

扇等处于封堵状态，也可同时打开窗户保证气体交换，避免抽油

烟机开启形成负压造成潜在

污染气体经室内管道反流；

在不使用时，可使用保鲜膜

和不干胶进行临时封堵。

居家隔离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本报记者 李开宇

本报4月4日讯（记者李开宇）今天上

午，我省召开本轮疫情防控工作第24场

新闻发布会。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

宝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耿建仁、省

发改委副主任张春达、吉林大学中日联谊

医院副院长顾锐共同出席发布会，介绍我

省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情况，解读我省

出台的相关政策，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回答了记者提问。

七市（州）和梅河口来长包保

张宝宗说，按照长春疫情防控保卫战

决战决胜阶段工作推进会部署，四平市与

宽城区、通化市与绿园区、梅河口市与经

济开发区、松原市与长春新区、辽源市与

汽车开发区、延边州与南关区、白城市与

朝阳区、白山市与净月开发区实施包保对

口支援。各市（州）支援力量快速到位，昼

夜不停开展核酸入户采样和检测，直接参

加社区管控，高效做好存量风险人员转

运。在指挥体系和工作力量上，建立扁平

化指挥体系，划小作战单元；成立核酸检

测、静态管理、环境消杀、重点场所管控等

工作专班，组建由党政干部、医务工作者、

公安民警、街道社区人员等组成的工作队

伍，有效解决了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

小区成立临时党支部

昨晚，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省疫情

防控大排查问题整改“回头看”专题会议，对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分

层次全面复盘梳理，提出工作要求。

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地扎实推进核酸检测、隔离管控、流调

排查、环境消杀、医疗救治，全链条落实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

针对社区防控力量不足问题，把临时党支部建立在每个小区，

把下沉党员编入临时党支部。调配解决各区下沉干部不均衡问

题，组织发动封控区以外、多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居家办公的机关

和事业单位干部、国有企业人员就近就地特别是在所居住的社区、

小区开展工作，帮助解决蔬菜等物资配送“最后一米”问题。

3日重点工作情况

研究制订高校清零攻坚计划，点对点做好隔离期满、符合解

除隔离条件的师生返校工作。

全力做好生活物资特别是蔬菜保供，自产蔬菜日上市量

517吨，省内各地累计支援长春市蔬菜包5960吨，辽宁省第二批

1000吨蔬菜、河北省1225吨生活物资已于今天运抵我省，吉林

市蔬菜总库存量2565吨。

围绕扎实有效推进备春耕，省政府召开全省备春耕工作推进

视频会议，制订工作方案，着力解决滞留长吉两市农民返乡春耕问

题，对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下摆入户和农机具检修加强调度，截

至4月3日，全省备春耕种子到户到位率91.17%，化肥到户到位率

73.99%，与近年同期平均数据相比，种子略快，化肥基本持平，切实

做到农时一天不耽误、农户一户不落下、耕地一亩不撂荒。

下一步工作重点

张宝宗说，下一步，将始终坚持全省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拧

成一股绳，持续释放包保和对口支援效能，以坚决果断态度和迅

速有力行动，立足于快、着眼于准、落实于细，切实做到每项工作

有人抓、每个环节有人查、每个问题有人改，同心协力夺取这场

大仗硬仗最终胜利，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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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4日讯（记者陶连飞）经过一昼

夜的跋涉，跨越1000余公里，今天，河北省捐

赠我省61车、1225吨生活物资陆续运抵长

春。此次捐赠物品将分配给长春市、吉林市

两地。目前，这批物资已经在农安县烧锅镇

新安汽车合作区完成集中卸货交接，并将尽

快组织发放给市民和防疫人员。

“吉需冀到 疫散春来”，此次捐赠的口

号传达了河北支持吉林抗击疫情的深情厚

谊。此次河北省捐赠我省的1225吨生活物

资包括市民礼包5.5万箱，每箱15公斤，共

计825吨，捐赠防疫人员方便食品3类，共

400吨。每个市民礼包中包括蔬菜10公斤、

金沙河挂面3公斤、真空包装熟肉食2袋。

赠送给防疫人员方便食品包括真空包装牛

奶150吨、46250件，核桃饮料220吨、36400

件，桶装方便面30吨、16000箱。

“我们带着河北省委省政府的嘱托，带

着河北人民的心意，来给吉林人民加油！”河

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品牌建设中心主任王

旭东告诉记者。此次出发前，河北省当地出

动1000多人，利用一天多时间，在本地将物

资完成分装，方便吉林落地发放。此次捐赠

的市民礼包中选择了洋葱、土豆、黄瓜、挂面

等易于保存的产品；为抗疫人员送来的是君

乐宝牛奶、今麦郎桶装方便面、养元六个核

桃饮品等方便食品，方便工作人员辛苦工作

之余快速补充能量。

河北捐赠1225吨生活物资运抵我省

3月31日下午4点刚过，一辆货车缓缓

开进位于长春市南关区的凯撒花园小区。

小区居民微信群里再次传来好消息：家

人们，蔬菜包又到了，马上卸车。

不到5分钟，3名来自南岭街道志愿者

服务队的志愿者就将30箱装满新鲜蔬菜的

纸箱子，整齐码放到刚刚进行了消杀的空地

上。

“今早6点半就出来送菜了，这是第七个

居民区。”志愿者韩先生一边卸货一边告诉

记者，他们在送菜路上争分夺秒，就是为了

让更多市民早点吃到新鲜菜。

志愿者们这边卸着货，那边物业员工和

小区志愿者就迅速给蔬菜包消毒、清点数量。

“沉甸甸的蔬菜包关乎着居民们的餐

桌，也关乎着居家百姓的安心与安全。我们

必须做好蔬菜包在小区里‘最后一百米’的

服务。”广源物业总经理陈志强说，这几天，

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小区里志

愿者也多了起来，有效缓解了闭环管理状态

下物业人力短缺的难题，也提高了社区蔬菜

包、物业团购菜、居民自采物资的派发速度。

“‘大白’，‘大白’，1栋2门、4门各有一

箱菜要送。”

“7栋我去送。”志愿者于传利是省应急

管理厅的工作人员，也是凯撒花园小区居

民。十多天来，他在家门口多次参与维持核

酸检测秩序等任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于

哥”。接到蔬菜包“入区到户”的新任务后，

小区里总能看到他送菜的身影。

“蔬菜收到！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抗击

疫情，共同努力！”“老人不太会用手机，蔬菜

包、降压药来得太及时了！”居民们纷纷回

复。

南岭街道华阳社区凯撒花园网格长高

春蕾介绍，“3月30日下午，我们给70岁以上

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派发了100份社区

蔬菜包，有土豆、黄瓜、芹菜、白菜等十多种

蔬菜。30日晚到31日中午，我们在居民微

信群里开展了订购蔬菜包的接龙。按业主

实际需求，31日上午和下午，分两批次共派

发了42份蔬菜包。”

下午5点多，凯撒花园小区华灯初上、菜

香阵阵，高春蕾也踏上了返回社区的路。

大白，大白，1 栋 2 门……
——长春市凯撒花园小区蔬菜包“入区到户”见闻

本报记者 李樊

“收到蔬菜包，很好，谢谢！”隆都世界湾小区居民在业主群表达谢

意；“我收到了，有鸡蛋，都挺新鲜！”龙翔社区北湾三期业主在网格群表

达喜悦心情……几天来，长春新区各小区业主纷纷收到社区统一订购

的蔬菜包，连连点赞。

据长春新区保供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方便物资的存储、运输，

长春新区在高新区设置两处生活物资储备库，在北湖开发区和临空示

范区各设置一处生活物资储备库。据统计，近3天，长春新区已采购近

350吨蔬菜分批次供应给居民。

具体工作中，长春新区发动机关干部、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

等将从省外采购的平价蔬菜进行分拣，搭配成蔬菜包，由社区网格长组

织居民按照进价进行团购，并由街道社区等工作人员、志愿者配送至辖

区居民。

为缓解困难群体的生活压力，长春新区所辖长春高新区还为老旧

小区居民和有困难的特殊群体优先安排了价格亲民的蔬菜包。为了满

足居民多样化需求，长春新区北湖开发区多渠道采购，联系域外蔬菜供

应商以订制蔬菜包、蔬菜箱的形式推出不同组合的蔬菜、粮油等物资

包，以满足市民需求。

物资备好，送货渠道也畅通。在分发环节，在长春新区统筹下，长

春高新区依托各小区原有提货点资源，打通送货渠道，搭建130余个物

资集中配送点；安排专人值守，确保24小时为保供企业办理发放通行

证，保证保供企业运转所需人员、车辆及时得到补充；进一步明确配送

物资至小区、小区至居民家中两个配送环节的分工。

在分拣打包环节，长春高新区发动机关干部、街道、社区三级联动，

紧急抽调200余名机关干部、执法队员和社区志愿者到生活物资储备

库进行分拣打包。社区和小区物业组建物资保障供应工作小组，发动

楼栋长、物业员工、小区志愿者担任小组成员，负责所有生活物资配

送。大量蔬菜包从物资储备库运送到各小区物资集中配送点后，由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所有封控小区“点对点”供应。

多措并举 送菜到家
——长春新区保供稳供记事

本报记者 陶连飞

连日来，吉林市社区工作人员、下沉机关干部和志愿者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做好群众基本生活服务保障。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刘佳雪 摄

3月26日晚9时，一次视频连线将松原

与长春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

按照省委部署，松原市对口支援长春新

区疫情防控工作。松原市第一时间与长春

新区视频连线、召开对接会，共同成立双方

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联合战“疫”指挥部，

商定建立执行组长、工作会商、重点任务日

清日结和“一事一专班”四项工作制度，并对

接落实重点任务。

3月28日，松原市向长春新区派出101

人的医护工作队，主要负责入户核酸采样工

作。抽调卫健、公安、工信等部门精干力量

120人，组建援长电话流调队，圆满完成移交

的流调病例信息排查溯源任务。

从3月27日开始，松原市分5批支援长

春新区蔬菜包1.4万件，共170余吨，总价

值200万元。特别是在松原市最大的保供

基地敬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出现密接人员

后，连夜启动静态管控状态下暂停营业的

飞宇超市等大型商超，帮助协调货源，组织

500多人的分拣队伍进行分拣打包。松原

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启动保供应急预案，

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到现场督战，用两天时

间建成保供中转站，在全省第一家投入使

用，在应急状态下为长春新区提供了安全

稳定的蔬菜货源。

4月2日，长春疫情防控保卫战决战决

胜阶段工作推进会结束后，松原市委主要领

导带队，组建由卫健、公安、商务、工信等部

门参加的工作队伍，到达长春新区对接，会

商研判长春新区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部署在

核酸检测、静态管控、隔离救治、医疗和生活

物资等方面进一步给予长春新区全力支持，

用松原225万人民的坚强后盾与长春新区干

部群众一道，力争在最短时间打赢长春新区

疫情防控歼灭战，为夺取长春市疫情防控保

卫战的最终胜利贡献松原力量。

4月3日，松原市再次派出公安干警100

人、医护人员390人，进一步充实核酸采样、

社会静态管理等方面人员力量，统筹调度援

助人员积极参战，有效发挥作用。为减轻长

春新区物资保障负担，松原市支援人员均自

备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截至4月3日，

松原市共支援长春市抗疫人员1100人。

4月4日，松原市又有33名消杀志愿者、

59名警员集结完毕……

长 春 抗 疫 中 的“ 松 原 力 量 ”
本报记者 赵广欣 邹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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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462例，其中

长春市936例、吉林市517例、延边州9例。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

察无症状感染者846例，其中吉林市528例、长春市306例、延边

州8例、梅河口市4例。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36例（轻型825

例、普通型11例）。其中，长春市574例、吉林市244例、白城市10

例、四平市5例、白山市3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742例，其

中长春市2346例、吉林市393例、白城市2例、白山市1例。

截至4月3日24时，吉林省本次疫情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

者135091人，解除隔离82561人；次密切接触者115310人，解除

隔离91168人。

3日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462例

血液透析是尿毒症患者维持生命的重

要治疗方式。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血透

患者的血透之路并不轻松：医院暂时闭环管

理，小区临时封控。

鉴于这些特殊情况，吉林医药学院附属

医院的医护人员启动夜间透析中心，为血透

患者守护“生命线”的同时，让患者和家属放

下了悬着的心。

3月4日，在吉林市新型冠状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医院紧急启动

应急预案，成立工作指挥部，协调各项工

作。24小时分流住院患者677人、透析患者

300人，同步完成医院门诊楼和急诊楼11个

疗区“三区两通道”改造。从3月5日开始，

昼夜不停，接收大批来自吉林地区的确诊患

者，最多时启用7个疗区。截至4月4日 8

时，医院共收治住院普通确诊患者999名。

疫情发生后，医院准备了5台床旁血滤

机用于救治需透析的患者。随着疫情的严

峻，需要血液透析患者逐渐增多，医院连夜

改建了门诊透析大厅，规范设置分区。为了

保障透析的顺利进行，医院还改装了部分原

有透析机，安装了部分新机器，共投入30余

台透析机和7台血滤机。同时，为保证患者

安全，在透析区备齐了输氧、抢救设施及药

品。

3月 12日夜间，透析中心正式开始工

作。15日开始，医院主要救治人群为新冠肺

炎合并尿毒症透析的确诊患者。其间，共收

治124名尿毒症患者，目前已有20名透析患

者顺利出院。

为保障患者安全，医院将透析患者分层

管理，危重者放在重症监护病房，落实24小

时持续血液滤过。重型患者集中收治在12

楼，采用间断床旁血滤。其他普通型和轻型

患者收治在10楼、13楼和14楼。医院配备

了肾内科医生每日查房，有专业团队管理透

析室。落实国家、省救治专家每日与各专业

医生联合会诊制度，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

案，在救治新冠肺炎的同时，积极治疗原发

疾病，确保患者安全。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医院对有血源性传

染病的患者实施单间管理，落实专区专机专

人管理透析。配备专职感控人员，预防导管

相关感染发生，同时也从生活上为患者提供

最大的方便，如营养配餐、生活照顾等。

为了确保血透患者的“生命线”，医护人

员每天都奔波在守护生命的路上……

守 护 特 殊 患 者 的“ 生 命 线”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救治尿毒症患者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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