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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一点通

抗疫一线党旗红

方舱里的故事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刘帅 张野）今天

中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悦在长春龙

嘉国际机场为顺利完成任务、即将启程返航

的陕西援吉医疗队送行，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医疗队全体队员表示真挚的感谢并致以

崇高的敬意。

在为陕西援吉医疗队举行的欢送仪式

上，李悦为陕西援吉医疗队颁发锦旗，省暨

长春市相关领导为队员代表颁发纪念证

书。省援吉医疗服务保障组以云发放方式

向陕西援吉医疗队员颁发“吉游卡”等纪念

物品。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吉医

疗队领队韩建峰、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援吉医疗队领队张蓬勃分别发言，回忆了

3月20日到达吉林以来与吉林人民共同抗

疫的宝贵记忆，并祝愿吉林早日战胜疫情。

李悦动情地说，陕西省委省政府急吉林

人民之所急，以最快的速度集结派出援吉医

疗队，陕西省医务工作者想吉林人民之所需，

毅然告别亲人，日夜兼程，火速驰援吉林。疫

情无情人有情，陕西人民同吉林人民一起抗

击疫情，用大爱温暖了白山松水。陕西援吉

医疗队用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不怕困难的

工作态度，为吉林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要

贡献。接下来，吉林省将再接再厉，咬紧牙关

冲刺攻坚，一鼓作气实现疫情防控目标，以吉

林疫情防控保卫战的最终胜利来见证两省人

民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陕西援吉医疗队启程返航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李开宇）今

天上午，我省召开本轮疫情防控工作

第46场新闻发布会。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张宝宗，省卫健委党组成员耿

建仁，省水利厅党组成员、省水文水资

源局局长王胜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宋建军，省疾控中心副主

任技师王心共同出席发布会，通报我

省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

者提问。

整体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重点

张宝宗通报了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的

整体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部署。

4月23日，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

开坚决打赢长春市宽城区疫情收官

战、全面实现清零目标调度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坚

持“快、准、严、细、实”，只争朝夕完成

全面清零任务，坚决夺取抗击疫情全

面胜利。

昨日，长春市新调整3个区域为低

风险区。加快畜牧业企业复工复产，制

定印发畜牧企业（项目）复工复产指导意

见和加快推进肉牛产业复工复产的指导

意见，指导各县（市、区）加快推动各类企

业及畜牧经纪人、繁改员、乡村兽医等个

体服务人员尽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截至目前，长春市4283户规模以上畜禽

养殖场，已有4259户恢复正常生产，占

比99.44%；127家饲料生产企业全部复

工复产。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

市、松原市、白城市继续支援对口城区，

扎实做好核酸采样、方舱医疗、社会面管

控、健康指导、环境消杀等工作，切实强

化疫情防控责任。

吉林市公布第九批162个“无疫小

区”名单。推出“二十五条措施”帮助支

持复工复产，涵盖政务服务、项目审批、

招标投标、社会信用及服务保障等方面；

组建34支疾控应急处置队伍，建立疫情

处置绿色通道，助力企业稳妥有序复工

复产。

四平市在19日至21日连续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基

础上，经综合研判，从4月23日14时起，逐步恢复城区生产生活

秩序，全面恢复工业企业生产经营，除封控区、管控区外，有序恢

复小区(村屯)人员流动，非必要不出城区。

社区管控和核酸检测督导组聚焦疫情防控重点任务，突出

重点区域，深入一线，14个监督检查工作组走访县（市、区）、开

发区78个街道（乡镇）、233个社区（村屯）、713个小区，对248个

封控区、200个管控区、66个防范区进行明察暗访，发现问题79

个，其中现场督促即查即办问题24个，反馈各地限时解决问题

55个。

张宝宗说，下一步，全省上下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

步提高站位、夯实责任，以更坚决态度、更迅速行动、更有力措

施，加快推进全面清零，一鼓作气实现疫情防控目标。

一是继续高质量、严要求做好检测筛查。聚焦重点部位

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社会面服务重点人员，逐门逐户“敲门”

“扫地”，从严管理，加强高频检测，切实消除盲区、堵上漏洞，

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风险、及时果断有效处置。以快制快开展

流调溯源，分类施策规范做好转运隔离，做到即查即转、日清

日结。

二是加强集中隔离点规范管理，确保高风险人员始终处在

动态闭环管理中防止风险外溢。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对公共

区域和风险部位进行全面彻底消杀，有效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全面加强校内管控、物资保障、心理疏导、消毒消杀等工作，压紧

压实校园防控责任。全力抓好医疗救治，坚决消除院感风险。

科学分步实施定点医院、方舱医院调整计划，提高新冠肺炎患者

救治效率，加快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三是全面优化社区管控措施，动态调整“三区”设置，抓好

社区网格细化量化管理，依法严控人员聚集，有序推进疫苗接

种。持续加强疫情期间民生保供，用好下沉干部、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等服务力量，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问题，办好民生实

事。

四是进一步完善扁平化指挥体系，加强统筹调度，实现社区

干部、采样人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志愿者和防疫物资、隔离

房间、医院床位等防控力量和资源，向重点地区集中集结、发挥

作用。健全完善平战结合的应急预案，建立及时发现、快速处

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确保疫情处置在早、

扑灭在小。

五是用好助企纾困政策措施，扎实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谋划

实施提振消费政策举措，稳步促进消费复苏。持续抓好春耕生

产，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确保粮食安全责任，把农资下摆、墒

情监测、秧苗管理、整地播种等工作做扎实、落到位，组织开展代

耕代种和托管服务，确保应种尽种、能种尽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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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怀）记者从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4月23日，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332例，其中长春

市177例、吉林市151例、四平市3例、白城市1例。新增解除隔

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745例，其中长春市582例、吉林市

161例、辽源市1例、白城市1例。

4月23日0至24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0例（轻型58

例、普通型2例），其中长春市45例（含16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白城市11例（含2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吉林市2例、延边州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54例，其中

长春市127例、吉林市13例、白城市9例、延边州5例。

截至 4月 23日 24时，吉林省本次疫情累计密切接触者

217183人，解除隔离168865人；次密切接触者143456人，解除

隔离127720人。

23日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332例
本报讯（记者李开宇）目前，“无疫小区”

居民已经可以下楼活动，并可在小区内允许

开放的便民服务场所购物、买药、理发等，那

么居民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在防护上要注意

什么呢？在24日我省本轮疫情防控工作第

46场新闻发布会上，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

王心作了解答。

王心说，“无疫小区”居民在小区内活动

时，要按照“解封不解防”的原则，遵守“足不

出区、错峰下楼、错峰取物、避免聚集”的防

控要求，树立“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

“社会面清零”不意味着风险“清零”、隐患

“清零”，对疫情警惕性不能放松、防控要求

不能降低。“无疫小区”居民下楼活动时，特

别要注意不能扎堆聊天。同时还要注意以

下几点：

一是不要用手直接触摸电梯按键，减少

交叉接触，低楼层尽量选择走楼梯，不触摸

楼梯扶手。

二是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出行务必

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防护级别口罩，

不随地吐痰，不触摸眼口鼻。

三是在小区内活动时，切勿聚集，要与

他人保持至少2米距离，尽量不要触摸公共

物品，使用过的口罩装袋密封后丢入废弃口

罩专用垃圾桶。

四是购物、理发时，服从秩序管理，尽量

少触摸店内公共物品，避免喝水、进食、交

谈，口罩非必要不摘除，及时离店。

五是居民购物回家之后，外套直接挂在

门口，把外面穿的衣服和家里穿的衣服分

开。购物之后要用消毒剂对物品的外包装

进行喷洒消毒，喷洒至外包装湿润为止。对

于“蔬菜包”，消毒外包装后，尽量静止2至3

小时后再取用。最后执行手卫生，用清洁纸

巾蘸取75%酒精擦拭清洁手机。

“无疫小区”仍需“解封不解防”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记者从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省交通运输厅多措并举全力做好

保障物流畅通工作，目前，全省81对服务区

全部正常运营，全省209个高速公路收费站

全部开通，公路路网畅通。截至4月23日，

全省累计发放省内、跨省货运车辆通行证38

万余张，做到了应发尽发。

据了解，3月10日，省交通运输厅会同

省公安厅建立了货运车辆省内顺畅通行协

调机制。3月28日，规范了跨省运输通行证

式样。4月16日，启用了全国统一式样的跨

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会同发改、

工信、公安、商务、农业农村、邮政、科技、住

建等部门，采取“线下+线上”的方式发放。

对拒不执行国家统一通行证的，严肃追究责

任。为了让货运司机掌握发证政策，会同移

动、联通等部门给货运司机点对点发送短信

32万余条。截至4月23日，全省累计发放省

内、跨省货运车辆通行证38万余张，做到了

应发尽发。对在中高风险区所在地区穿行

或短暂停留不超过4个小时的司机，不赋码、

不带“星”，落实货车司机“白名单”管理要

求。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物流园区、防疫检

查点等货车司机较为集中的场所，建立货车

司机健康码申诉绿色通道，对符合要求的，

立即解决健康码弹窗等异常状态。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为打通运输堵点，组

建了跨省运输协调专班，通过12345、12328、

96122等热线电话，24小时受理和处置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春耕生产期间跨省物资运输过

程中各种运输堵点、难点和运输保障问题。4

月15日，又设置了5部服务热线，提高受理和

处置效率，对实名反映的具体问题，第一时间

追踪、第一时间解决。截至目前，累计受理各

类运输保畅问题1162个，解答率100%。

另外，为做好助企纾困，省交通运输厅

采取扁平化服务保障方式，深入企业，充分

了解企业诉求，推动解决企业在生产原料和

产品运输、运力保障等方面遇到的突出问

题。对于重点难点个案问题，采取“一企一

策”“一事一策”方式予以专项解决。同时，

梳理助企纾困政策，列出清单，帮助企业用

足用好各类惠企政策。

疏堵保畅 助企纾困

省交通运输厅全力保障物流畅通

根据省内以及长春市疫情
形势，长春站严格落实属地疫
情防控政策，按照逐步恢复铁
路运输秩序的要求，全面做好
旅客列车恢复运行的各项准备
工作。长春站积极协调市铁路
疫情防控服务专班，对长春站、
长春西站进行全面消杀，确保
不留死角。

李志宇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在长春市卡伦方舱医院5号舱里，聚集着

来自全省21家医疗机构的142名医护人员，组

合团队如此之多在省内方舱医院中还是不多

见的。如何在短时间内将21支医疗队队员拧

成一股绳，团结协作，共同完成救治任务，无论

是从管理上还是救治方面都是巨大的考验。

接到领队任务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三临床医院副院长黎明全。3月27日，

他作为5号方舱医院院长，迅速组建本院37

人医疗队赶赴卡伦方舱医院5号舱。与此同

时，省内20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也火速集

结目的地。

方舱刚刚组建，各项准备工作纷繁复

杂，如何从千头万绪中理清思路是打好开局

的第一仗。

从防控细节到局部调整、从工作部署到

物资配备、从人员配置到分工协作……十余

项基础性工作在黎明全的组织部署下一一

落实；因团队中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比较缺乏

抗疫经验，团队在组织培训中重点讲授了新

冠患者急诊急救应急方案及相关设备的使

用，为顺利开展救治打好基础；落实医疗救

治任务，针对有基础疾病的特殊人群，制定

个体化治疗方案；完善方舱医院组织架构以

及相关的管理制度，特别是院感防控措施，

建立健全了舱内工作流程和各种预案，协调

各种防护用品，配备基本生活设施，确保了

方舱医院顺利开诊和安全运行。

因团队人员来自不同单位，打法各不相

同，如何将大家的心聚到一起，劲儿往一处

使，是摆在黎明全面前的难题。“团队始终坚

持‘三个同等’和‘三个不同’的行为准则”，

黎明全解释说，“把本院人员和兄弟单位医

护人员同等对待，对本院人员要求更高一

些；在分配医疗工作任务上同等对待，本院

人员要多承担一些；在生活照顾上同等对

待，对兄弟医院更关照一些。务必做好防

护，坚决做到零感染；密切配合，步调一致，

互补到位，不准拆台；正确处理工作与休息

的关系，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细致观察医护人员的心理变化，主动沟

通、耐心交流，解决后顾之忧；为队员送水

果、护手霜、包饺子慰问……经过一段时间

磨合，整个医疗队亲如一家、氛围融洽，在各

个环节中衔接顺畅、配合默契，迅速建成了

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在医护人员的精心诊

治和护理下，一批批患者救治均在紧张有序

地推进着。

团 结 凝 聚 力 量
本报记者 张添怡

谷雨刚过，东辽县云顶镇的农田上机械

作响，农民们在田垄上劳作……身为云顶镇

副镇长的吴胜凯松了一口气。

“这一个多月抗疫，大家安全，农资充

足，按时春耕就是最好的结果。”吴胜凯对记

者说。

云顶镇位于东辽县西北部，拥有13个

村、75个自然组、5700户居民。本轮疫情发

生以来，从人员排查到核酸检测，再到人员

隔离转运以及物资调配，云顶镇党委、政府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为全镇居民织密防护

网。

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工作，吴胜凯迎难

而上。“我曾当过兵，还是党员，疫情就是命

令，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到位，百姓的生活和

健康才有保障。”吴胜凯郑重地说。

严中有细的工作作风一直贯穿在他的

工作中。他冲锋在前，镇里设立的3个卡点

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每个卡点之间距离约

8公里，转完一圈需要一个多小时，他每天要

往返数次，详细了解防控情况，并安排物资

派送，走访居家隔离人员，这些工作被他安

排得井井有条，却顾不上居住在白泉镇家中

的妻儿。

“我儿子9岁，经常发信息、打电话说想

我，但是没办法，回不去啊。”一连在单位住

了20多天的吴胜凯言语中透露着对孩子的

想念。

比起小家，他更要守好云顶镇这个大

家。

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量很大，吴胜凯与

同事们加班加点做好准备工作，培训志愿

者，设立采样台，调配物资、人员，他都亲力

亲为，每次核酸检测当天，都要在早上4点钟

起来安排工作。他说：“我们得与病毒抢速

度。我们目前已做了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各个村组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完成速度越来

越快。”

镇内人口流动性大，吴胜凯提前谋划，

将在外人员登记造册，同时登记农田信息，

为春耕做好准备。

“我们全镇外出务工的有100多人，因为

前期排查时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提前

安排好，保证人员能及时回来春耕，现在基

本上都接回来了。”吴胜凯告诉记者。

打好提前量，果断出击，吴胜凯在工作中

一直保持军人的作风，同时把农民的需求放

在心上，尤其是脱贫户的生产生活一直是他

的牵挂。截至目前，吴胜凯对全镇68户脱贫

户家中进行了摸排走访，帮助解决春耕物资。

“现在全镇的播种工作都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还得继续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发展，

乡村振兴的目标还等着我们去实现呢。”吴

胜凯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为 全 镇 居 民 织 密 疫 情 防 护 网
本报记者 庞智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