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三版）
吉林市疫情防控工作实现社会面清零

目标，是不是老百姓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

的生产生活秩序？赵庆龙说，“社会面清

零”是指发生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后，通过综

合性防控措施，有力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

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实现所有新增确

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在隔离管控人

员中发现，疫情社区传播风险得到有效控

制。“动态清零”是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总方针，是指在遵循“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防控策略的前提下，当出现本土新

冠肺炎病例时，采取有效措施，“发现一起、

扑灭一起”，快速切断疫情传播链。我国的

防控实践证明，动态清零依然是控制新冠

疫情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控策略。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目前吉林市疫

情防控工作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社区传

播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在我省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下，社会面清零后要继续实行“分级

分区，分类施策”的差异化防控政策，做好

封控区、管控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恢复社

会生产生活秩序，分区分级恢复交通秩

序。但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代表“零风

险”，必须在所有封控区、管控区解封后，疫

情传播的风险才能得到较全面消除，全域

疫情防控才能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目前，全国多地不断有病例报告，我省

一些市（州）社会面清零后公众还需注意些

什么？

赵庆龙说，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

段，周边国家和地区疫情呈暴发态势，我国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快速增

长，总体呈现流行范围广，规模性疫情与散

发疫情交织，外溢病例及续发疫情多发等

特点，疫情仍在高位运行，部分地区社区传

播尚未阻断，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我省疫情防控面临“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在实现“社

会面清零”后，我们仍需要继续坚持落实

各项必要的防控措施。从严从紧从细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坚持落实疫情防控的“四早”政

策，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落

实四方责任，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

隐匿性强、速度快的特点，提升监测系统

灵敏性。封控区、管控区居民继续严格按

照要求落实管控措施，自觉主动配合做好

核酸检测、健康监测；已解封解控的区域

居民要注意“解封不解防”，自觉落实各项

常态化防控措施。

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理解和配合防疫工

作的开展，提升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健康

习惯，明确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坚持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配合遵守公共场所测温、验码等疫情防

疫规定。保持心态平和，合理膳食、适度运

动。

疫苗接种加上有效的个人防护，是当

前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特别是有基

础性疾病的老年人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共同筑牢社会免疫屏障。大家共同努力，

有序恢复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

共同维护和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吉林市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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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 8日讯（记者王伟）今天，在

本轮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28场新闻发

布会上，省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同志就

《吉林省乡村振兴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十一条措施》进

行政策解读。

省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有效

应对疫情对脱贫群众造成的影响，按照省

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省乡村振兴局立足工

作职能，协调省委农办、财政、人社等部门支

持，制定了措施，重点围绕年初确定的实现

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当地农民收入增速、

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民收入

增速的“两个高于”目标，把立足点放在支持

各地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影响上，把着力点放在全力防

范化解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面临的风险

隐患上，把落脚点放在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上。

针对疫情特殊形势，在一些常规工作

的操作程序上适当做减法、给方便。比如，

在加强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方面，对因疫

情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一经发现，可

以先纳入监测帮扶，后履行有关程序，并适

当缩短村级公示时间。在加快项目入库和

开工建设方面，对因疫情急需实施、符合疫

情防控需要和衔接资金政策规定、有利于

增加脱贫户和监测户收入的产业项目，优

先入库，优先安排资金，优化项目入库、公

告公示流程和具体组织实施方式，确保早

开工、早见效。

在产业发展方面，积极支持联农带户产

业发展，明确将产业发展作为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资金支持的重点，既支持围绕“千

亿斤粮”“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

程、“十大产业集群”等发展产业融合项目，

更支持脱贫户、监测户从事“庭院经济”“特

色种植养殖”等到户产业，提高家庭经营性

收入。同时，还对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合同

履约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发展的新型经

营主体给予一次性生产补贴。保持小额信

贷政策连续稳定，对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在疫

情防控期间无法按期还款的允许适当延长

还贷期限，对有贷款意愿的开通信贷绿色通

道，对发展产业出险的做到应赔尽赔、能赔

快赔。把光伏扶贫收益扶持范围，从脱贫户

扩大到覆盖监测对象，并允许利用光伏收益

补贴受疫情影响的其他产业帮扶项目收益

差额部分，确保分红收入不减。推动企业参

与消费帮扶，按企业收购滞销帮扶产品额度

给予一次性奖补。

在就业方面，对跨省就业脱贫劳动力给

予一次外出务工往返交通补助，统一组织外

送的按租赁交通工具费用据实全额补助；对

省内企业吸纳脱贫劳动力或监测对象就业

给予最高可达到5万元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对支持引导就近就地就业的落实相应的

奖补政策；特别是支持以县为单位在疫情防

控期间开发临时性公益岗，优先安排脱贫人

口和监测对象就业，岗位补贴资金可从省级

衔接资金中列支；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参

加疫情防控相关临时公益岗位的，可在原有

补助基础上使用省级衔接资金适当提高补

助标准。

在保障政策方面，巩固提升脱贫人口及

监测对象“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确保疫

情防控期间脱贫家庭学生不出现失学辍学；

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

致贫人口等动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

围，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易返贫致贫人口和

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

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符合国家政策的动态新增危房全部列入改

造计划。同时，通过健全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长效管护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系统

性、碰底线的饮水安全问题。

措施实施期限是今年3月1日到12月

31日，国家和省有关文件对具体政策措施

内容有新的调整或有明确执行期限的，从

其规定。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省乡村振兴局解读应对疫情影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十一条措施

本报讯（郭大瑞 记者杨晓艳）面对严峻

的疫情防控形势，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带领全系统52家农商行（农信联社），坚决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主体责任，

明确职责分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金融服

务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实体经济发展，同心

协力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歼灭战阻击战。

快速落实响应，支援战“疫”一线。疫

情发生以来，吉林省联社党委号召全系统

广大干部员工支援抗疫一线，分批次组织

志愿服务队。省联社机关264名干部员工

主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其中党员244名，

包保及协助社区管控居民小区83个，协助

开展核酸检测21.1万人次，为社区居民配

送物资1.5万单；省联社机关150余名干部

员工一直坚守在业务运转、资金清算、科技

运营、客服中心服务等工作岗位，保障特殊

时期民生金融服务持续畅通、各条线业务

稳定运行、平台支撑作用充分发挥，疫情防

控日常调度和应急处置及时到位。截至目

前，全系统累计成立志愿服务队288个，参

与志愿者6354人，其中党员3030人，包保

协助管控小区778个。同时，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累计捐款捐物8144.7万元，其中捐款

6322.7万元，捐赠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

防疫物资总值1822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贡献农信力量。

加强信贷供给，服务防疫战线。启动疫

情期间信贷服务应急预案，开辟绿色通道，

简化业务流程，建立“快审、快批、快办”应急

审批机制，采取视频会议审批、就近网点办

理等方式高效办理审批放款。疫情发生以

来，全系统累计对接各类企业1516户、授信

69.85亿元、发放贷款54.94亿元；累计向卫

生防疫物资、医药产品制造等行业发放贷款

3.45亿元；向“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及

保供稳价等重点民生领域发放贷款27.31亿

元。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展期、续贷、借新还

旧等方式，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累计为

中小微企业延期办理贷款402.5亿元，最大

限度缓解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坚决做好

受疫情影响“四类人群”的征信权益保障，对

因疫情原因造成贷款不能按时偿还的，不作

逾期处理，不计罚息，不纳入不良记录。

抗疫不误农时，助力备耕前线。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备

春耕生产的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优化

金融服务，全力推动备春耕贷款早投放、快

投放。在深入推进“整村授信”基础上，充分

运用全流程线上化信贷产品，真正做到“农

户不出门、全程无接触、贷款秒到账”。截至

3月末，全系统累计投放春耕备耕生产贷款

133.4亿元、农户12.3万户，同比增长18.02

亿元；疫情发生以来投放备春耕贷款36.16

亿元，其中支持农户3.5万户、金额28.41亿

元，发放肉牛产业贷款4.59亿元。

强化基础保障，畅通服务热线。全力畅

通线上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互联网金融平台，引导客户“足不

出户”“非接触式”办理金融业务。据统计，

疫情发生以来，全系统实现电子渠道交易

1544.7万笔、金额194亿元。全力畅通应急

服务，重点对自助设备缺钞、设备运行异常

等情况进行监控追踪，全系统3243台自助设

备正常使用，交易209.7万笔、金额59.8亿

元。吉林农信客服中心为客户提供7×24小

时无间断服务，引导客户通过电子渠道办理

转账、贷款还款、生活缴费等业务，减少人员

聚集，目前累计接入电话39.7万通，接通率

达96.7%，人工坐席服务61271次。

吉林农信：筑起抗击疫情“金融防线”

刘明坤（左）将物资转交给社区工作人员（4月8日摄）。4月8日，家住长春市的美团外卖骑手刘明坤又接到了一份新“订
单”——作为保供配送人员为管控社区居民进行生活物资配送。连日来，为保障疫情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及配送，长春市陆
续发布重点保供企业名单，有序恢复线上经营活动，保障市场供应。目前，首批保供骑手已陆续上岗，在工作过程中，配送人员将
严格执行相关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有序、安全。 新华社发

“李书记，我们的核酸检测几点做？”在

吉林市疫情防控应急第四方舱医院（简称

吉林第四方舱医院）一楼病患区，“李书记”

是个频繁被喊起的称谓。

每当有患者求助，应声而来的总是一

个叫李琪峰的人，他脚步匆匆，每天忙着帮

患者解决各类问题。

其实李琪峰也是方舱医院里的患者。

他是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兴隆村党支部书

记，今年45岁的他在基层工作多年，善于

处理各类复杂问题。

疫情发生后，李琪峰一直在村办的农

贸市场指挥疫情防控工作，中途出现感冒

症状，后来在核酸检测中他和妻子均被确

诊。3月19日下午，他和妻子被转运到吉

林第四方舱医院，负责方舱管理的是内蒙

古援吉林医疗队。

目睹医护人员在病区忙碌穿梭，尤其

是内蒙古医疗队远道而来，顾不上个人安

危支援吉林，让李琪峰这个生了病的吉林

人心里不是滋味儿。

这时，方舱医院临时党委要成立病

患区临时党支部，开展党员志愿活动。

李琪峰没多想就立刻报名，成为临时党

支部书记。

“我是病人，但也是党员，不管在哪里，

党员就要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身体康

复中，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吃得消。”李琪

峰开始了在方舱的志愿服务。

方舱厕所是个频繁使用的地方，卫生

必须做好。李琪峰带头，十几名党员撸起

袖子一起搞卫生。几个小时后，厕所污渍

不见了，内外整洁一新，所有患者都被这变

化打动了。“我不是党员，但也想加入你

们！”“算我一个，我可以帮大家送盒

饭”……很快，一个由党员、群众30余人组

成的党群志愿服务队成立了。

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李

琪峰在200余人的病患区微信群里，发布

“志愿者光荣榜”，每天通报表扬优秀志愿

者，所有患者都会为他们点赞。志愿者在

服务中收获了认可，也在认可中感受到一

份责任。

随着患者不断康复出院，支部党员也在不断变化。如今，李

琪峰已经治愈出院，正居家健康监测，但他依旧活跃在病区患者

的微信群里，每天鼓励大家。

李琪峰说，看到不断有党员和志愿者站出来，主动加入临时

党支部和志愿者队伍，为大家提供服务，他相信这份力量一直会

传递下去、温暖下去。

令人振奋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4月8日，吉林第四方舱医

院已收治患者3958名，出转院257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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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吉林省交通投资集

团汪清满台城综合开发公司员工董

鑫，响应号召，到吉林市高新区集中

隔离点参加志愿服务。

在集中隔离点当志愿者，可不是

件简单容易的事。吉林市高新区消

防志愿者服务队负责的人才公寓2号

楼共有9个隔离点。3月24日上午，

董鑫来到工作地点，看着整整17层楼

180多名的密切接触者，他没有畏惧

和退缩，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为密切

接触者配送午餐和生活用品。个别

隔离人员由于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

情绪激动，对他们有误解和谩骂。他

们忍住委屈，仍然坚持做好工作，微

笑服务每名隔离人员。送餐过后，还

要负责到每个房间门口收取生活垃

圾，并运送到转运车上。

隔离点有一位80岁老人，因疾病

不能行走，每次取饭都很困难。一

天，董鑫在给老人送餐时，老人颤抖

着用双手扶着门把手跪在地上，用这

个行动表达对志愿者们的感谢。这

一幕让在场的志愿者深受触动，也更

加坚定了做好服务工作的信念。

隔离点几乎每天都有人核酸转

为阳性，志愿者还要负责转运这些人员。结束一天的志愿

服务后，志愿者互相提醒、认真做好每一个消毒环节。每次

脱下防护服，里面的衣服早已湿透了。隔离点志愿者一个

服务周期是21天，每天都要重复这一系列危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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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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439例，其

中长春市1131例、吉林市279例、四平市27例、松原市2例。新

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158例，其中长春市743例、

吉林市411例、延边州3例、四平市1例。

4月7日0—24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17例（轻型583

例、普通型32例、重症2例），其中长春市474例、吉林市136例、

白城市4例、白山市2例、四平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649例，其中长春市1553例、吉林市92例、白城市2例、白山市1

例、四平市1例。

截至4月7日24时，吉林省本次疫情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

者155262人，解除隔离94748人；次密切接触者121478人，解除

隔离98209人。

7日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439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158例

本报讯（记者刘怀）日前，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所长

何英华对办公场所环境消杀给出具体指导意见。

疫情期间，必须正常办公的场所，首先要经常通风换气，

把污染空气及时排放出去。温度不太低的时候尽量开窗通

风，加强室内、走廊的空气流通，同时要添加衣物，注意保暖，

防止感冒。

机关单位办公环境要加强日常清洁，要经常用干净的

抹布、拖布加洗洁剂和清水擦拭。擦完以后，抹布和拖布要

及时清洗干净，消毒晾干以后备用。公共走廊、楼梯、电梯

等公共区域的扶手、门把手、按钮及其他公共使用的物品表

面，手部经常接触的部位要加大消毒频次，定时、及时进行

消毒。可以用75%的酒精或消毒湿巾进行擦拭消毒，也可以

用季铵盐类、含氯消毒剂等进行消毒，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

方法操作。电梯里预防感染很重要的是规范佩戴口罩。目

前很多地方看到的用纸巾、牙签、棉签等无接触的按键方

式，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提醒大家注意，公共办公环境如果要消毒，消毒剂浓度

不是越高越好，过高可能对环境、物品造成破坏和腐蚀，也

可能造成接触人员呼吸道和皮肤过敏。除了必要的消毒以

外，还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坚持戴好口罩、不聚集，做好手

部卫生。

办公场所如何进行环境消杀

防疫一点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