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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0日讯（记者刘怀）今天，

吉林省人民医院最后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至此，吉林省最大定点医院

经过医护人员51个日夜奋战，顺利完成

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务，实现关仓。

吉林省人民医院 3月 10 日接到命

令，作为全省救治新冠肺炎最大的定点

医院，要在24小时之内腾空所有病房。

院党委书记苑志新在动员会上强调：

“这是组织对我们的重托，这是患者对

我们的信任，这是我们的无上荣誉。”上

下同心，省医院在24小时内转运1400余

名患者，并于 3 月 13 日收治第一名患

者。

在此期间，省医院累计收治确诊患

者3719人，累计治愈出院3609人，累计

转外院 110人；累计收治新冠肺炎危重

型患者 12人，重型患者 109 人，普通型

607人，轻型2991人；ICU疗区累计收治

204人次；完成心脏导管手术1例；收治

急性阑尾炎3人、并行阑尾炎手术1例，

收治肠梗阻患者2人、行造瘘手术1例；

收治儿童患者311人，其中小于3岁儿童

84人，3至14岁227人，大于90岁36人；

透析病区累计收治透析患者77人；孕产

妇病区累计收治新冠孕产妇79人，实施

剖宫产手术7人，无痛分娩1人；新生儿

病房接生新生儿8人，核酸均为阴性；新

生儿病房接诊转诊来院出生 30小时阳

性新生儿1人。

我省最大定点医院实现关仓

本报讯（记者李开宇）疫情期间

收取快递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疾

控专家建议，疫情期间，取快递时要

做好防护，取到快递后要认真消毒。

非必要不购买境外商品，不从国内有

疫情地区网购商品。

疾控专家提示，接触包裹前，要正

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减少直接接

触包裹；如果有条件，可以请投递人员

将包裹存放至快递柜或指定收纳处，实

现无接触交接；如需当面签收，请与快

递员保持安全距离，自带签字笔。

拆开包裹时，尽量在户外进行，

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取出物品前，

可以使用75%医用酒精对外包装进行

擦拭消毒，擦拭后，至少等待5分钟再

打开包装。如果包装不止一层，要重

复对每一层包装进行消毒。

取出包裹后，要先对物品进行消

毒。如果是耐高温的物品，可以采用

煮沸15分钟进行消毒；如果是耐腐蚀

的物品，可用有效氯500mg/L浓度的

含氯消毒剂喷洒或浸泡，作用30分钟

后再用清水擦净；如果不耐腐蚀，可

用75%医用酒精擦拭，等待5分钟；物

品的包装、使用过的口罩和手套在丢

弃前，最好使用有效氯500mg/L浓度

的含氯消毒剂浸泡30分钟，再按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处理完包裹后，及时

摘掉口罩、脱去手套，在流动水下洗

净双手，或使用手消毒剂消毒双手。

整个过程中，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

口、眼、鼻。

同时，疾控专家提示，购买进口

食品，特别是进口冷链食品时，要选购“三证齐全”即海

关检疫证明、核酸检测证明和消毒证明的产品。如发

现收到或食用的食品为涉疫食品，应立即报告，主动告

知食材来源、品种及食用时间等信息。做好个人防护，

封存涉疫食品，配合相关部门落实防控措施。

收取网购物品后，如发现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

不适症状，要佩戴好医用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及时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时要主动告知医生

有接触网购物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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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奥密克戎变异株来势汹汹，吉

林市、长春市九台区、长春市相继告急。吉林疫

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安排部署下，12个省区市援吉医疗队闻令而动，

千万条线，拧成了一股绳——

国家工作组（含专家组）191人、地方医疗队

2681人、疾控队223人、检测队1499人、采样队

722人、转运队53人……33支精锐队伍火速集

结，5849名医护人员身着白衣铠甲而来；一批批

防疫物资雪中送炭，纷至沓来，解了吉林人民燃

眉之急，更温暖了吉林人民的心！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

一个个精锐之师全速出击，不眠不休，为

吉林打赢这场疫情防控大仗硬仗争得了宝贵

时间——

3月16日，山西省卫健委派出精兵强将229

人，组成山西省援吉核酸检测队，队员们兵分几

路，通过火车、大巴车以及跟随物资运送车辆先

后抵达长春。在九台区奋战的这些天里，援吉队

伍通过自带“神器”——移动方舱核酸检测实验

室，24小时不间断开展检测工作。实行“三班

倒”，样本接收、消杀、扫码、检验……分工明确，

检测工作高效有序；

先后分3批抵达，长吉两市多支队伍同时奋

战，这就是陕西省援吉医疗队。3月17日，陕西

援吉核酸检测及采样队第一批队员抵达长春后

马不停蹄奔赴吉林市。3月18日晚第二批队员

抵达长春，次日7点，两辆“御兔号”移动核酸检

测车抵达吉林市船营区。时间紧、任务重，他们

以精准的检测结果和高效的采样效率，为吉林市

疫情歼灭战贡献了“陕西速度”；

“争分夺秒，勇担重任。”这是北京医疗队的

铮铮誓言！3月30日晚，北京援吉核酸检测医疗

队抵达长春，由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的72名抗疫经验丰富的医务人

员组成。进入战场迅速组建实验室，在最短时间

内开展检测工作。从核酸样本运抵到出具检测

结果，24小时不停歇，步步筛查、层层把关，“使

命必达”；

3月17日，由262人组成，携带着一个气膜

实验室、7个方舱实验室和3辆移动检测车的河

南省核酸检测队顶风冒雪前来驰援。抵达后，队

员们连夜奔赴我省此次疫情“暴风眼”——长春

市九台区，分别驻守在九台区师范学院检测点、

九台区方舱检测点、九台客运站移动检测方舱开

展支援工作。在灯火通明的核酸检测实验室里，

队员们不分昼夜，全副武装，每天工作10余个小

时，汗流浃背，废寝忘食，但毫无怨言。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创造出了单日检测核酸达9.2万管

的纪录……

千人同心，则得万人之力

一个个战队尽锐出战，竭尽所能，坚定了

吉林打赢这场疫情防控大仗硬仗的信心和决

心——

3月30日至4月4日，四川省先后派出608

名医疗队员。其中，307人赴吉林市，依托7台移

动核酸检测车，并接管一家内蒙古伊利方舱实验

室开展核酸检测工作。这也是四川首度跨省出

征移动核酸检测车。301人则在长春市分成医

疗、院感、护理、后勤、药事等多个小组，接管长春

市一家方舱医院，全面开展相关医疗救治工作；

湖南省援吉157人的核酸检测队、302人的

医疗队分别于3月14日和4月4日紧急集结，从

长沙出发。核酸检测队抵达长春不足24小时，

第一批队员便进入“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开展

工作。与此同时，从湖南株洲运抵长春的株洲方

舱、长野方舱等实验设备、仪器和耗材也陆续抵

达长春。截至4月13日，共完成核酸检测87万

余管，检测量近800万人次。此外，302人的医疗

队则整建制接管了长春双阳奢岭方舱医院1至5

号舱；

同样，来自重庆市11家三甲医院的302名医

疗队员也在奢岭方舱医院参与救治工作。重庆

援吉医疗队副领队肖骏表示，队员们“身经百

战”，大家带着满腔热忱来工作，把方舱医院当成

自己家一样，用心管理经营。他们将方舱医院临

时划分为4个分区，把医护人员分成两个分队，

每个分队各负责近500名病患，针对妇女、儿童、

老年患者等特殊人群，医疗队特别增加巡查次

数、评估频次等，牢守患者的医疗安全底线；

从南昌到吉林，远隔千山万水，3月15日，由

104名队员组成的江西省援吉医疗队进驻吉林

市中心医院，承担两个疗区的救治工作。病区收

治的患者以老年人居多，其中60岁以上患者过

半，80岁老人占三成，年龄最大的101岁。这些

在隔离病房中的老人见不到家属，既需要药物治

疗，更需要陪伴和关爱。照顾饮食起居，打针输

液、翻身拍背、端茶送饭、清洁卫生、搬动沉重的

氧气瓶……江西援吉医疗队员就像对待自己亲

人一样，细心地呵护着他们。

才下战场，又踏征程

这次各省区市援吉医疗队中，许多队员都有

着丰富的抗疫经验。很多人都是刚刚完成一场

战“疫”，又奔赴到新的战场——

湖北省先后派出两批医疗队共计493名队

员，跨越2100公里驰援长春。首批193人的队伍

中，很多队员在春节前刚刚结束支援河南许昌的

任务。带队的湖北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徐健说：

“当年武汉疫情暴发，吉林省医护人员是第一批

赶到支援的队伍。这次吉林有难，我们义不容

辞！”他们带来了近200台提取仪、扩增仪等核酸

检测仪器，到达长春国际会展中心驻地后，自建

了1500平方米的气膜实验室，日检能力可达单

管8万管样本，混检160万人份样本。4月6日，

另外300名医务人员整建制接管长春市中心医

院4个病区，共计200张床位，有条不紊地进行规

范化治疗；

内蒙古自治区先后派出680名医护人员奋战

吉林市抗疫一线。医疗总队抵达吉林市后，未及

休整就奔赴吉林市第四方舱医院，接手医务、护

理、感控等工作。此次内蒙古援吉医疗队集结之

时，呼和浩特新冠疫情刚刚平稳。送别内蒙古各

地医护人员支援呼市抗疫的仪式与援吉医疗队集

结出征是同时进行的。“疫情面前，举国同心。内

蒙古与吉林唇齿相依，保卫吉林也是在保卫我们

自己。”内蒙古援吉医疗总队领队乌盛渊说。

兄弟携手，并肩作战

“东北三省一家亲”的情谊，在吉林这场与疫

情的战斗中更加彰显——

从3月14日到4月4日，辽宁省援吉的转运

团队、核酸检测团队和治疗团队共计242人先后

抵达长吉两市。特别是4月3日晚，在辽宁全省

疫情防控歼灭战尚未结束、大连刚刚打赢一轮疫

情阻击战的情况下，大连市医疗队尽锐出战，仅

用3个多小时就完成集结，连夜抵达。之后队伍

进驻长春市中心医院，在3个病区从事高强度的

救治工作。辽宁援吉核酸检测团队在完成九台

区样本检测任务后，又先后接收长春主城区多个

区域的检测样本。辽宁转运负压车队也开进了

吉林市，车队队长韩金伦带领30人/台车一直在

不停地转运病人。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黑龙江省连续派出多支

医疗队伍支援吉林。3月15日，医疗队整建制接

管吉林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昼夜奋战，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不到24小时就整建制接

管重症病房，这里无论是在治疗还是在护理方面，

都需要更精心，付出更多努力。”哈医大四院感染

科主任于雷介绍，此次黑龙江省派出的队员都是

精英骨干，具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救治护理经

验。截至4月20日，黑龙江援吉医疗队共救治相

关重症患者60余人，完成核酸检测29万余管。

近一个月时间里，33支精锐之师同2400万

吉林人民携手并肩，同舟共济，他们不仅搬尽了

家底儿，更为吉林抗疫战场雪中送炭——

3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首批医疗队乘坐的

包机上运送了2080公斤医疗物资；

3月29日，满载防护消毒、医疗卫生、食品饮

料和防寒备品的车辆从哈尔滨启程，这已是黑龙

江省援助我省的第五批物资。4月6日，黑龙江

省又连夜紧急调度，筹集10车物资，以最快速度

送往吉林；

3月30日，辽宁省从沈阳、鞍山两地组织81

辆车1371吨蔬菜运送至吉林市；31日，又从沈

阳、锦州两地组织64辆车1320吨蔬菜运送至长

春；4月4日，数万个“蔬菜包”再度打包完毕。

……

这些载着物资的飞机与车辆，承载着的是满

满的爱心善举和责任担当，更为我省战胜疫情注

入了强大力量。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
则无不成

连日来，捷报频传——4月8日，吉林市实现

社会面清零；4月9日，长春市九台区实现社会面

清零；4月13日，长春市实现社会面清零。至此，

吉林省实现了疫情防控社会面清零目标！

一场场战“疫”的胜利，一个个治愈患者的背

后，是每个医护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是无数个默

默无闻的身影——在长春市主城区，有国家组

（含专家组）、地方医疗队、采样队等支援力量共

3003人；在长春市九台区，有检测队、疾控队、转

运队等880人；在吉林市，有支援力量1966人；10

个省份的15支医疗队、3157人支援了我省各定

点（方舱）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3月19日，省委书记景俊海向全省广大医务

工作者发出号召，向河南援吉流调队医师王春霞

同志学习，学习她心存大爱、忠于职守，用实际行

动体现医者仁心、彰显了伟大抗疫精神。回首这

场同舟共济团结一心的战“疫”，33支队伍的每

一位队员都有着跟王春霞一样的家国情怀，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向险而行，无私无畏，为助力吉林

战胜疫情奋战到底，这份深情厚谊吉林人民将铭

记在心。

感谢有你，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因为

有你，吉林的这个春天格外温暖！

谢谢你，温暖了吉林的春天
——12省区市支援我省战“疫”纪实

本报记者 张鹤

本报讯（记者王秋月）打赢疫情防控战役，需要人人参与、

共同聚力。4月30日，记者从长春市民政局了解到，自3月末

以来，长春陆续组织开展了“无疫小区”“无疫乡镇（街道）”推

荐申报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据介绍，在创建工作中，长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街

道集中向县（市、区）、开发区申报，县（市、区）、开发区再进

行查验和公告公示后，统一集中发布。4月1日长春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面向社会公布了首批“无疫小区”，4月13日公

布了首批“无疫乡镇（街道）”。

“无疫小区”“无疫乡镇（街道）”创建工作得到广泛关

注，在基层单位严格把关、居民群众积极参与下，各地严格

按照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坚持群防群控，从严从实

从细落实管控措施，“无疫小区”队伍不断壮大。截至4月

28日，共面向社会公布了17批2800个“无疫小区”、7批115

个“无疫乡镇（街道）”。

“无疫小区”“无疫乡镇（街道）”的创建工作，离不开每

位基层工作者、志愿者和居民的努力。长春市委非公党工

委专职副书记赵国俊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巩固“无疫小区”

“无疫乡镇（街道）”创建成果，以点连片、连片成面，不断推

进“无疫单位”等的创建。

强 化 示 范 引 领 筑 牢 安 全 屏 障
长春大力开展“无疫小区”“无疫乡镇（街道）”创建工作

4月30日，在长春火车站，旅客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 按照吉林省稳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要求，中国
铁路沈阳局自4月30日起，首先恢复开行了吉林省内8对旅客列车，动态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新华社发

我省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为解决居家群众生活物资购买配送难题，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在长春、吉林、伊通“两市一县”开展了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关爱行动”，招募专项志愿者，就近就便为封闭小区的居民提供食品药

品的代购代送服务。

为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效能，伊通县探索构建了应急志愿

服务的“135”矩阵运行模式，实现了“一中心”基础综合联络系统、“三维

度”纵向垂直组织系统和“五强化”横向水平管理系统相结合，形成了矩阵

模式，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极大提升了应急背景下志愿服务活动的效

能。全县专项行动累计报名志愿者6297人，审核通过3687人，平均每26

名居民就有一位志愿者为他们服务。

一个联络中心

为确保信息指令能够统一发出，志愿者开展服务活动规范有序，伊通

经过分析研判，决定由小区的包保部门建设联络中心，将其作为人员集合

中心、信息传递中心和活动指挥中心，负责对志愿者进行接纳、把关、培

训、分工、保障，统一传达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和要求，组织志愿者开展志

愿服务。

全县建成联络中心298个，实现了居民小区全覆盖，每个中心都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组建了物资保障、关爱服务等8支志愿服务队，保证了社

区防控初期的人员力量投入。

三个维度体系

为让群众需求和志愿服务做到高度契合，伊通从构建队伍架构、管理

体系、管理机制“三个维度”体系入手，建立起纵向的垂直组织系统。

活动之初面临着志愿者数量如何确定、项目怎么设置、来了怎么能

稳固住等问题，经探索尝试，伊通构建了稳固的人员队伍体系。通过实

行平均覆盖、按需加密，志愿者和服务项目逐步满足防控工作的需要。

针对志愿者数量远超预期的情况，通过设立AB岗，进一步保证了组织能

力的稳固。进一步强化对志愿服务队的组织管理，探索形成了街道、社

区领导，宣传部、文明办协调，团委、妇联等志愿服务相关部门指导，组

织部、纪委督导，包保单位带动指挥，物业支撑，骨干志愿者引领，全体

志愿者参与的组织管理体系。完善街道社区、指导协调组、督导组、包

保部门、志愿者的五级工作微信群，形成扁平化管理平台。由包保单位

领导任小区“第一书记”，成立临时党支部具体协调指挥志愿服务工作

开展。针对专项行动人员多、分布广、内容杂的问题，建立了严密的制

度机制体系。

五个强化提升

在开展活动中，不断强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动员、引导、服务、保障、拓

展五种能力提升，逐步构建起横向的水平运行系统。

聚焦“中心大局”，强化动员能力提升。把开展专项行动作为重点

工作纳入到全县疫情防控大局中，下发《致全县志愿者的倡议书》等通

知，做到专项行动应知尽知。聚焦“活动开展”，强化引导能力提升。强

化活动仪式感，积极组织志愿者注册报名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志愿

服务关爱行动”项目。强化志愿者的成就感，开设专栏广泛宣传志愿者

优秀事迹。聚焦“群众需求”，强化服务能力提升。着重提升群众安全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在突出食品、药品代购代送的同时，注重心理疏

导、文艺作品欣赏交流等内容服务。聚焦“资源整合”，强化保障能力提

升。经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把志愿者防控生活保障纳入全县保

障体系之中，保证了志愿者服务保障到位。聚焦“巩固提高”，强化拓展

能力提升。以关爱行动为依托，不断巩固提高活动成果，持续拓展推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入开展。以“无疫小区（村屯）”创建推进了文明实践

站、点的建设。

筑 起 战“ 疫 ”长 城
——伊通县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关爱行动”综述

李和 赵明日 本报记者 马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