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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

员吴伟伟）“说实话，从一开始的

不安、疑惑、焦虑，到现在这么多

人从生活上为我们提供帮助，还

专门建立微信群安慰鼓励，我真

心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

怀。”1 月 30 日，舞钢市庙街乡从

武汉返乡人员张俊杰动情地说。

庙街乡采取乡、村、组、户四

级“网格管控”方式，将排查出的

76 名 返 乡 人 员 全 部 居 家 隔 离 。

同时，该乡还对被隔离人员的关

怀落到实处，做到人隔情不离，

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对居家自我

隔离的重点区域返乡人员进行

电话沟通，讲解科学隔离方法，

并由乡卫生院负责每天两次测

量体温，村里安排专人负责对接

返乡人员各种需求，让隔离群众

在家稳得住、心里暖。

庙街乡让隔离人员稳得住心里暖

本报讯 （记 者 毛 玺 玺）菠

菜、油麦菜、芹菜……1 月 30 日

上午，家住新华区曙光街街道凌

云社区某小区的孙某拍下家里

的青菜，在朋友圈发下这段话：

“刚才社区工作人员送来青菜。

感谢凌云社区的工作人员！”

据曙光街街道党工委组织

委员张勇浩介绍，疫情发生后，

从湖北回来的辖区居民孙某按

照政府要求自行在家隔离。连

日来，凌云社区党委组织疫情防

控党员及志愿者对辖区各小区

进行拉网式疫情排查登记。1 月

30 日上午，凌云社区疫情防控人

员王伟念在排查中得知湖北返

平 人 员 孙 某 、王 某 家 中 缺 少 青

菜，为确保他们居家隔离无后顾

之忧，王伟念给孙某、王某买来

菠菜、油麦菜、芹菜等隔窗送上。

凌云社区给武汉返平人员送蔬菜

□战“疫”·一线直击

□战“疫”·防控指南

1 月 31 日清晨，寒风萧瑟。一位年逾

花甲的老人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又在村里

奔波忙碌。随着这次疫情的扩散，他的脑

神经越绷越紧，不停在全村查看、宣传，指

挥阻击疫情……他就是被居民称为“抗击

疫情好书记”的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村党

委书记芦长平。

疫情就是命令，刻不容缓！1 月 24 日

晚，芦长平接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的命令，连夜召开村“两委”班子

成员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布置阻击疫

情任务，实行班子成员包组、党员包户责任

制。接着又召开党员抗击疫情会议，号召

全体党员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带头作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

抗击疫情人民战争。

从大年初一开始，芦长平亲自督战，村

里先后投入 8 万元购买消杀器械、药品、防

护口罩，印制条幅百余条，宣传页两万余

份，搭帐篷 10 余个，建疫情值班岗 60 余个，

在全村所有路口分别建立了党员干部疫情

服务台，整个大营村大街小巷形成了抗击

疫情的无声战场。

为了全村居民的健康，芦长平既当指

挥员，又当战斗员。他顶风冒雨，一个一个

查看联防联控点，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耐心

细致地讲解防疫的重要性。发现遛狗、带

宠物的，立即劝回家。

大营村有 8600 户 23800 口人，位于城

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多，管理起来十分麻

烦。芦长平知难而进，每天早上 6 时开始

巡逻，深夜 12 时多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

家，躺在床上还时刻关注着微信群里的防

疫信息。

大年初二，芦长平接到本村单某、贾某

两家共 12 口人从武汉回来过年的消息，他

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立即出击，嘱咐他们坚

决不要出门，还给这两家发放防疫宣传页，

送去蔬菜等食品。

单某、贾某两家深受感动，积极配合防

疫。连日来，芦长平天天询问隔离情况，截

至目前没有发生异常。

“是党员就要冲锋在前！”这是芦长平

的口头禅。去年，芦长平做了心脏搭桥手

术，办公室放的是药，兜里装的还是药。由

于劳累过度，他常常感到胸闷疼痛，不舒服

时就吃几片药，稍好点儿又奔赴抗击疫情

第一线。

1 月 29 日下午 2 时许，芦长平发现一名

居民从南阳回到大营村上上城路口，就立

即派人送此居民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大

营村干部岳金凤看他累得满头大汗、气喘

吁吁，非常担心，劝他立刻休息，芦长平笑

笑摆摆手，坐下休息几分钟，又起身投入了

战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大营村

全体党员在芦长平的带动下，各负其责，严

防死守，昼夜防控。“抗击疫情不结束，决不

收兵！”芦长平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田秀忠）

芦长平:是党员就要冲锋在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是一种新发疾病，根据目前对该

疾病的认识制定本指引，适用于

疾病流行期间公众个人预防指

导。

一、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1.避免去疾病正在流行的地

区。

2.建议春节期间减少走亲访

友和聚餐，尽量在家休息。

3.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活动，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

地 方 ，例 如 公 共 浴 池 、温 泉 、影

院 、网 吧 、KTV、商 场 、车 站 、机

场、码头、展览馆等。

二、个人防护和手部卫生

1.外出佩戴口罩。外出前往

公共场所、就医和乘坐公共交通

工 具 时 ，佩 戴 医 用 外 科 口 罩 或

N95口罩。

2.随时保持手部卫生。减少

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和部

位；从公共场所返回、咳嗽手捂

之后、饭前便后，用洗手液或香

皂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

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定手部是

否 清 洁 时 ，避 免 用 手 接 触 口 鼻

眼；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肘衣

服遮住口鼻。

三、健康监测与就医

1.主动做好个人与家庭成员

的健康监测，自觉发热时要主动

测量体温。家中有小孩的，要早

晚摸小孩的额头，如有发热要为

其测量体温。

2.若出现可疑症状，应主动

戴上口罩及时就近就医。若出

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疑症状

（包括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

吸困难、轻度纳差、乏力、精神稍

差、恶心呕吐、腹泻、头痛、心慌、

结膜炎、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

酸痛等），应根据病情，及时到医

疗机构就诊。并尽量避免乘坐

地铁、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避

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就诊

时应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相关

疾病流行地区的旅行居住史，以

及发病后接触过什么人，配合医

生开展相关调查。

四、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

惯

1.居室勤开窗，经常通风。

2.家庭成员不共用毛巾，保

持家居、餐具清洁，勤晒衣被。

3.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

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箱

内。

4.注意营养，适度运动。

5.不要接触、购买和食用野

生动物（野味）；尽量避免前往售

卖活体动物（禽类、海产品、野生

动物等）的市场。

6.家庭备置体温计、医用外

科口罩或 N95 口罩、家用消毒用

品等。 (省宣)

公众个人篇

宝丰 5家国企捐赠价值 50
余万元物资

本报讯 （记者巫鹏）1 月 30 日上午，宝

丰县 5 家一级县属国有公司负责人到该县

卫健委，集体捐赠 50余万元资金和物资。

宝丰县国资局负责人介绍，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县各国

有公司积极响应，县发投公司、父城文投公

司、县宝新公司、县金地公司分别捐赠资金

10 万元，县荣泽水利公司捐赠资金 5 万元

和价值 6万元的后勤物资。

郏县24家锅厂砂轮厂捐款
14.1万元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1 月 31 日下午，

位于郏县广阔天地乡的华邦炊具、圣康炊

具、广阔天地砂轮厂、康源炊具等 24 家制

锅、砂轮企业负责人自发举行募捐活动，共

筹集善款 14.1万元。

连日来，广阔天地乡辖区鑫昊炊具公

司、鑫盛达炊具、煜康炊具、华硕磨等公司

不断为该乡一线执勤人员送去棉被、折叠

床、帐篷、消杀用品和近千只口罩等。

卫东区社会各界积极捐款
捐物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2 月 1 日上午，

市三弦机动车驾驶培训集团有限公司畅想

驾校负责人将员工捐献的 10150 元捐款送

到卫东区红十字会。

连日来，卫东区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

物，全力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2 月 1 日上午，市塞飞斯工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付振来到卫东区东环路街道捐款

1 万元。2 月 1 日上午，卫东区五条路小学

校长李慧转把消毒液、医用肥皂等物品送

到五一路街道河西社区工作人员手中。1

月 30 日，卫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职工累计

捐款 1500 元，助力疫情防控。

鲁山一公司捐款10万元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1 月 31 日下午，

鲁山之窗置业有限公司向鲁山县红十字会

捐款 10万元，支持该县疫情防控。

鲁山之窗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旺远

说：“企业发展得到了当地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我们也要出点力支持鲁山疫情防控。”

新华区一企业捐款万元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2 月 1 日上午，

新华区新新街街道辖区企业汇中仓储有限

公司捐款 1 万元，用于购买口罩、消毒液、

酒精等疫情防控急需用品。

该公司总经理刘鹏飞说：“这是企业应

尽的社会责任，我们希望以企业的爱心之

举为疫情防控尽到绵薄之力。”

爱心涌向郏县医护人员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连日来，郏县各

界爱心人士不断为坚守在一线的县人民医

院医护人员送来口罩和奶制品等。

1 月 31 日下午，郏县众城食品商行张

杨、张伟娟夫妇将价值 3 万余元的奶制品、

八宝粥送到县人民医院。2 月 1 日上午，居

民苗松柳、梁战杰为县人民医院送去 300

余只 N95医用口罩。

汝州一企业捐赠价值 1.5
万元物资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 通讯员平党申）

1 月 31 日，汝州市夏店镇农贸市场项目部

负责人平京照一行驱车将价值 1.5 万元的

疫情防控物资捐赠给夏店镇政府。

平京照说，作为夏店辖区的企业，有责

任、有义务为夏店疫情防控贡献一分力。

安徽“破烂王”捐款1000元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2 月 1 日上午，

在郏县从事废品收购 35 年之久的安徽人

张好生，拿着用白纸裹着的 1000 元现金到

安良镇政府捐款。

“ 我 在 河 南 35 年 了 ，已 有 很 深 的 感

情，为安良镇疫情防控作点儿贡献，我乐

意。”张好生说，此次疫情，他还向安徽省界

首市邴集乡老家捐款 1000 元。

□战“疫”·八方支援

2 月 1 日，马文献（右）将口罩分发到叶县仙台镇耙张村疫情

防控志愿者手中。

为协助驻地干部群众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叶县供电公司驻叶

县仙台镇耙张村第一书记马文献在单位帮助下多方筹措了一批

医用口罩，并于当日及时发放到该村疫情防控执勤点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手中。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他

是从湖北刑满释放回来的，家人

不接纳，如果街道也不管，他很

可能流落街头，对其他群众造成

影响。”2 月 1 日上午，新华区西

高皇街道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队

队长刘晓磊说，街道不仅得管，

还得管好，把他隔离好。

刘晓磊口中的“他”是家住

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园林路社区

的居民，1 月 28 日从湖北省襄阳

市 刑 满 释 放 被 公 安 部 门 送 回 。

但此人与家人关系僵持，父母不

愿接纳。刘晓磊和园林路社区

工作人员孙维博了解情况后，立

即与公安部门对接将此人接回，

并同步为其安排好住宿做好隔

离。连日来，刘晓磊、孙维博每

天都给这位被隔离人员打电话，

盯紧隔离情况。

“吃的喝的买好给送过去，

疫情防控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

虽然他是犯了错的人，但是刑满

释放回归社会，就要得到关爱。

更何况他是从湖北回来的，更不

能丢下不管。”孙维博说。

西高皇街道关爱湖北刑满释放人员

疫情防控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

员李杰辉）2 月 1 日上午，鲁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检查组到

城区多家超市、药店开展执法检

查。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该局迅速行动，立足职能依法严

厉打击售卖不合格药品、哄抬物

价等违法行为。

该局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派出多支检查组，强化对重

点区域和重点对象的执法，重点

检查应急药品、试剂、防护用品

等物资是否存在非法渠道购进、

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超范围经

营、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农贸市场、畜禽交易市场是否存

在贩卖野生动物和活禽类制品

行为；餐饮场所是否存在公共聚

餐 、聚 会 等 活 动 。 强 化 信 息 反

馈，实行基层站所日报制，随时

掌握基层工作动态；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执行重大情况报

告制度；畅通“12315”投诉渠道，

第一时间受理消费者关于药品

质量、商品价格的投诉举报，坚

决 做 到 快 接 、快 查 、快 结 、快 反

馈，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

人员 500 余人次，对餐饮店实现

全覆盖检查，全县大小餐饮经营

店已全部暂时停业；检查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零售药店 120 余家，

对 5 家违反价格管理的药店进行

立案调查。

鲁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执法检查

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梁一平）1 月 29 日下午，记者

在叶县叶邑镇卫生院见到鼻梁上包扎着厚厚纱布的梁国淼时，

他正在发热门诊诊室做着笔记。

梁国淼是叶县叶邑镇卫生院卫生监督协管站站长。1 月 28

日晚 9 时许，由于在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工作，身体疲惫的梁国淼

在卫生院楼梯上摔倒，造成鼻骨骨折，缝了 4针。

第二天，梁国淼又回到疫情防控一线奋战。同事们劝他休

息养伤，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必须顶得上。这点

伤不算什么，我还能坚持。”

在叶邑镇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遵照“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原则，勇敢冲锋在疫情防控和应急

处理最前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担当和责任。

防 控 就 是 责 任
受伤不下“火线”

本报讯 （记者巫鹏）面对疫情，村民主动提出超市停业，可

100 多箱香梨的销售却成了难题。宝丰县张八桥镇政府机关干部

主动伸出援手，一中午时间将村民的香梨购买一空。

1 月 28 日上午，该镇西火山村三委会干部到史玉坡经营的鑫

源超市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了解到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为

防止出现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史玉坡主动提出超市停业，可购进的

100 多箱香梨如何销售却成了难题。村干部将情况反馈给该镇党

委委员、宣统委员杨艳旭后，杨艳旭当即让史玉坡把香梨全部拉到

镇政府，发动机关干部购买。仅一顿午饭时间，香梨全部售完。

“我们不仅要严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也要努力解决群众

因为疫情而产生的各种困难，让他们看得到党和政府的行动，感受

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张八桥镇党委书记尚宏鑫说。

超市香梨成难题
乡镇干部全购完

本报讯 （记者高轶鹏）“体温 36.8 摄氏

度。”2 月 1 日早上 9 时，高新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市容管理科李国涛为负责开发

一路路段的环卫工人王海涛测量体温并进

行记录。随即，李国涛嘱咐他在作业时戴

好口罩、手套，规范作业，切实做好自我防

护，避免在作业过程中直接接触垃圾、污染

物等。

为加强环卫保洁工作，该局及时购置

一批 84 消毒液、体温计、口罩等抗病毒必

备物品发放到每一位值班人员和环卫工人

手中，每天上下班定时体温测量，口罩时刻

不离身；要求各垃圾中转站、环卫公司对作

业车辆和公厕、果皮箱等各类环卫设施进

行每天至少两次定时消毒，同时做好消毒

记录；对垃圾中转站、垃圾桶（箱）、果皮箱

严格管理，避免医疗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确

保垃圾日产日清。

高新区城管执法局做好环卫工人疫情防护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任晓卿）

1 月 31 日下午，一辆满载白菜、黄花菜、萝

卜、芹菜、大米、食用油和肥皂、消毒液等生

活、卫生物资的“抗击疫情便民服务直通

车”缓缓行驶进叶县仙台镇多个村庄。

该镇有武汉返乡人员 81 人，郑州、南

阳、信阳等返乡人员 151 人。为坚决打赢

这场疫情阻击战，考虑到隔离人员家庭生

活物资购买困难，另外，由于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一些贫困户种的蔬菜滞销。为此，该

镇组织实施抗击疫情“五步法”。

第一步，统一规范卡点。每村设一个

应急出行疫情卡点，建立进出登记统计制

度，人员健康查询等制度，由村干部、无职

党员、红装志愿队编组分班 24小时值守。

第二步，统一防疫消杀。由镇卫生院

调购酒精、口罩、防护服、喷雾器等防疫物

资，组织专业专班，配备齐全防护装备，由

村医协助，每天早晚各一次实行村庄防疫

消杀，重点对隔离户进行不少于 3 次防疫

消杀。

第三步，统一便民服务。组织爱心人

士成立“抗击疫情便民服务直通车”，通过

微信公告高于市场价上门收购贫困户种植

的蔬菜等生活物资，免费送给居家隔离户，

平价售卖给其他农户。每送购一户，人员

车辆均实施防疫消杀，严防交叉感染。

第四步，统一文化服务。由文化部门

牵头，组织有文艺特长的文艺人才自编抗

击疫情通俗易懂的小戏曲、快板书、心理疏

导视频等，通过微信、快手平台传播，教育

引 导 群 众 听 指 挥、战 疫 情 ，不 信 谣、不 传

谣。同时组织购买儿童书籍，免费为隔离

家庭孩子发放。

第五步，统一水、电服务。组织专业

水、电、燃气、管道、网络工作人员，配齐穿

戴防护装备，组成专班进行疫期上门维修，

维护。协调电力、水务等部门疫期欠费不

停水电等。

截至目前，该镇共开通便民服务车 60

余次，收购贫困户蔬菜等 600 多公斤送到

隔离户、农户家中。

叶县仙台镇“五步法”防控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