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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绍海

“我们在防疫一线接受组织考验！”2
月 3 日一大早，旺苍县国华镇山峰村曾
友、李茂安等 5 名入党积极分子就拎着

“大喇叭”，骑上电动“小毛驴”，上门入户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等。“虽然辛苦，但我
们是入党积极分子，我们战斗在最前线，
百姓才更安全！”曾友说。

疫情防控，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安
康，皆是人民期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在进行，旺苍县广大党员干部在
关键时刻，个个冲锋在前、人人挺得上
去，筑起层层守护的坚强壁垒，党徽在防
疫一线熠熠生辉。

逆行而上 舍小家为大家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医护人员冲

在第一线，舍小家为大家，日夜精心守护
着病人。

“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必须先上！”
每天早上 7 点 30 分，旺苍县人民医院预
防保健科负责人文晓燕就开始忙碌起
来。规范发热门诊病人信息登记、及时
收集疫情信息、协调临床一线防护用品

供应……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她已连续
12天。文晓燕说，重大疫情面前，医务人
员理应责无旁贷奋战在防疫第一线，作
为卫生防疫和预防保健科室带头人，更
是责无旁贷，首当其冲。

“因为‘疫线’需要我，我们原定
的婚期往后推了，对不起。”今年 24岁
的袁静是普济镇医院的一名护士，疫情
发生后，她和男朋友迅速与酒店、婚庆
公司沟通，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通知
亲朋好友推迟准备了大半年、原定于正
月初六举行的婚礼，毅然回到了防疫前
线。袁静回到岗位后，第一时间就被安
排到了普济镇高速路口检测点，不离
岗、不脱岗，坚守在防疫检测第一线。

“虽然有点遗憾，但延期又不是不举行
了。”谈及婚礼延期，这对“准新人”
显得分外洒脱，“等疫情过去后，再穿
婚纱，做最美新娘！”

“老乡，刹一脚，来量个体温。”在张
华镇岐山村疫情防控检查点，一辆小汽
车刚驶过来，刚料理完母亲后事的第一
书记曾德，一瘸一拐地走到车旁，拿出红
外体温仪，挨个给车内乘客测量体温。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第一书记，对村里

情况熟悉，这种时候我怎么能不上？”

筑牢堡垒 织密“疫线”防控网
基层村（社区）是传染病防控至关重

要的一环，在旺苍县，众多村（社区）党员
牢牢守住这一道防线，扛起疫情防控责
任，构成一组“最美”群像。

正月初六，东河镇治城社区，一切都
有条不紊：电话、微信、广播大喇叭，楼栋
长、网格长、社区，普通党员、楼栋党支
部、社区党委……在党组织引领下，全覆
盖的战“疫”网络已组建起来发挥作用。
旺苍县建立“三级书记抓防控”工作机
制。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各级党组
织书记明确责任，力求构建顺畅高效指
挥体系，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
三级书记深入一线组织指挥，确保防控
工作横到底、纵到边、全覆盖、无死角，严
格做到“七个到位”：排查管控、隔离救
治、社会防控、医院防护、物资保障、宣传
引导、群防群治到位。

“县上印发的防疫措施和宣传口号，
我们都录入了车载广播，每天都到各村
跑一趟播报一遍。”2月2日一早，龙凤镇
党委书记谭强戴上口罩准备出发，“我们

镇和各村近百名党员全员佩戴党徽在岗
在位。”疫情发生后，龙凤镇利用微信自
治群、大喇叭广泛召集的 11名党员志愿
者组成物资志愿配送员，免费为辖区 11
个村（社区）群众送货上门。目前，志愿
配送员共接到群众物资需求电话、微信
89次，免费配送达76次。

“不走亲，不访友，不在外面到处走，
出门必须戴口罩，人多不去凑热闹。”位
于旺苍县北部深山的水磨乡以各村党员、
村民代表为骨干，组建百余人的志愿服务
队骑着摩托，用接地气的方言宣传普及防
疫知识。水磨乡还利用广播、电子屏、
QQ、微信群等发布信息。广大村民纷纷
行动起来，有的在路口设立警示牌耐心劝
返外来车辆人员，有的自掏腰包买来防护
用品，义务为村庄喷洒消毒。

“每天上下午和晚上对沿线宾馆各巡
查一次，及时摸清上报湖北来旺人员。”
支部包小区、党员包楼栋，正月初一，
印月潭社区党委下属几个支部纷纷按照
分工进行摸排。该社区召集党员志愿
者，成立了信息收集、健康监测、宣
传、巡防巡查、物资后勤、环境治理等6
个小分队，全力构筑群防群治严密防线。

“我们在‘疫线’接受组织考验”
——旺苍县党员干部奋战防疫一线

2 月 10 日，利州区疾控消毒
指导员正在为柜北社区一组的
消毒负责人细致讲解消毒相关
要求和改进措施。

从2月7日开始，利州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消毒技术组向主
城区大型超市，酒店和社区等人
群较为集中区域的消毒负责人
送去了“面对面，手把手”的专业
指导。他们三天内为100余家超
市，酒店和社区等送去了消毒资
料和专业指导，预计将在一周内
完 成 对 主 城 区 消 杀 工 作 的 指
导。 实习生 杨德鑫 摄

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本报讯（仲成城 记者 唐彪）有这
样一批人，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的战“疫”上，主动放弃春节假期
奔赴战斗前线，组成了一支坚强有力的

“先锋军”，他们就是战“疫”上的一线公
务员。

据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疫
情发生以来，全市1万余名基层公务员，
坚守岗位，尽职履责，昼夜奋战在疫情
斗争第一线。

“让年长的同志先休息，我年轻，扛
得住。”昭化区太公镇副镇长李金蓬抹
了抹额角的汗水说。

疫情蔓延后，这位90后主动请缨为
防疫工作“打头阵”。为提高检疫卡口
工作效率，李金蓬昼夜不分地跑遍全镇
24个村，通过实地调查、反复研究，将卡
口由24个调整为9个，有效集中了人力
物力。

“一定要做好农民工群体的疫情防

控工作。”市人社局农民工工作科科长
甘兴伟一边核对着台账信息一边说。

从春节前至今，甘兴伟一直坚守工
作岗位，通过组织各级农民工服务机构
利用“线上+线下”方式，排查返乡农民
工38万人，精准掌握从湖北返乡农民工
4547名，建立信息台账并实现了每日更
新。

甘兴伟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实
施‘春风行动’，让农民工安全有序返
岗。针对因疫情不能返岗的农民工，将
引导他们就近就业创业。”

“婚礼可以延期，但战‘疫’决不能
延误。”面对疫情，朝天区市场监管局一
级科员刘贤波没有迟疑，主动延期举办
婚礼，第一时间奔赴抗疫战场。

大年初二一早，刘贤波便换上工作
制服，奔走在大街小巷张贴公告标语，
深入企业、商户发放告诫函，走进市场
开展价格和卫生监管……

全市1万余名基层公务员战“疫”线

本报讯（记者 李霞）“解除隔离后，
大家看我的眼神还是怪怪的,感觉自己
就不该回来，不该活着……”“经过姜老
师的疏导，我终于放心了！”2月 6日，利
州区河西街道学工村村民彭华（化名）
拨通社区心理干预公益热线进行倾诉，
在心理咨询师姜鸿英的开导下，他释放
了不良情绪，安心地挂断热线电话。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针对居家
隔离人员、医务人员、老人等部分人群
出现紧张、不安等情绪，河西街道积极
组建一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队，线上开通社区疫情心理干
预公益热线，线下开展心理健康服务走
访，及时为辖区村（居）民提供心理危机
干预和心理健康服务，引导群众消除恐
慌情绪。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主要通过线

上对话的方式，引导有需求的居民合理
宣泄不良情绪，植入正能量。”姜鸿英
说，心理干预热线刚开通3天，就已接听
来信来电访问件12次，成功干预因隔离
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1人。

“在疫情防控期间，人群焦虑、恐慌
等‘情绪瘟疫’不容忽视。”河西街道办
事处主任何兵表示，通过组建专业队
伍，运用专业的心理干预方法，能够有
效缓解需求者身心压力，筑牢心理防
线。接下来，将加大心理干预公益热线
的宣传力度，力争让被隔离人员、一线
防疫人员等全面接受心理抚慰，为辖区
村（居）民筑牢心理健康防疫堤坝。

截至目前，河西街道已为解除居家
隔离人员、医务人员、一线工作人员、辖
区老人等提供线上线下心理健康咨询
服务300余人次。

利州区河西街道

开“心理处方” 驱“情绪瘟疫”

连日来，昭化区昭化镇工作人员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流动宣传车进行宣
传。

目前，我市已出动疫情防控流动宣传车1000余台（含便携式音箱），录制
政府公告、防疫知识以及顺口溜、三句半等宣传音频，深入到农村社区，特别
是农村广播不易覆盖的村社和小区，广播宣传政府公告和防疫知识。

本报记者 唐彪 摄

杨春恩 本报记者 唐彪

“新型肺炎、冠状病毒，四处游荡、
咋咋呼呼，大家一定，做好防护……了
解疫情听官宣，千万不要传谣言，管住
自己不添乱，就是给国家做贡献……”
近段时间，马安福扯着嗓门儿宣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的声音，一直响起在
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

马安福是明月村的老知客。春节
前，村上有6户人家给他打招呼，请他帮
忙张罗喜事。

1月25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和省商务厅联合发布紧
急通知，严禁餐饮单位和个人举办任何
形式的群体性聚餐活动，这让马安福认
识到了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一向
不怎么会拒绝人的马安福当即跟6户村
民联系，劝他们延期举办。

听了马安福的劝说，原定计划是正
月十二、十三给儿子办喜宴的卢永明
说：“儿女的婚姻是大事，但是现在疫情
形势很严峻，我们必须分清孰轻孰重，
等疫情过后再给他们举办。”

“村民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理解
能力也不强，我就想用一种通俗易懂，
与农村实际更符合的方式来做好宣
传。”于是，马安福结合疫情防控最新知
识和要求，自编了诙谐易懂，朗朗上口
的顺口溜。

为了扩大覆盖面，“闲不惯”的马安
福又拉着音响，扯起嗓门儿跑到各组去
宣传。

“马老的顺口溜既接地气又管用，
我们学到了很多疫情防控知识，亲戚说
来串门我都没答应！”明月村村民余秀
容说，“虽然年近七十，但是他精神很
好，对村上的事情特别上心，每天都闲
不惯，做啥事都特别认真，只要他在我
们就放心多了。”

除了搞宣讲、做群众工作，作为明
月村特邀监督员的马安福，还坚持每天
与村两委班子成员沟通当天疫情防控
情况，对发现的问题，提醒村两委班子
成员及时整改。

“老马对村两委的工作监督非常到
位，我们数据报得准不准确，防控措施
搞得到不到位，他都会事无巨细的向我
们核实清楚。”明月村村委会主任方思
洪说，“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我们
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了马安福的
监督和提醒，大家就会少走弯路，可以
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了。”

据统计，春节前后，朝天区12个乡镇
的其他220名村级特邀监督员和马安福
一样，在各乡镇纪委统一调度下，深入疫
情防控第一线，全覆盖开展监督检查120
余批次，现场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200余
个，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守好四
川“北大门”奠定了坚实纪律保障。

“闲不惯”的马安福 让村民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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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琪 本报记者 王梓菡

一张张前赴后继的“请战书”，一个
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在新冠肺炎疫情面
前，苍溪县4500名退役军人，担起责任和
使命，放弃小家为大家。他们始终坚守、
冲锋在一线，书写出使命担当与人间大
爱，彰显出军人本色。

请战书 硬骨头我来啃
1 月 28 日，我市首例确诊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田某从苍溪县麻岭
社区排查出来，随后田某的妻子、儿子也
相继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社区 7 名工作人员中 5 名因接触过
田某等人相继被居家隔离，杨海德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关闭自家经营的餐馆，
第一个报名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

“大家不要再争了，我上过战场，身
体好，身体抵抗力强，这个事情让我来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发生概率，

田某所居住的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社
区党委决定为住户提供“保姆式”服务，
他主动请缨，冒着自己被感染的风险，承
担了田某居住楼栋 14户住户代买、代送
生活物资的任务。

配送物资、宣传巡查、公共区域消杀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杨海德用无数
次“请战”和“坚守”彰显军人本色。

站好岗 守好每寸土地
“今天喜喜欢欢来聚餐，明天哭哭啼

啼抬进山。”这是元坝镇文白村党支部的
硬核宣传标语。宣传标语出自该镇党委
委员、组织委员罗家成的手笔。

在疫情防控一线，乡亲们总能看到
罗家成那一瘸一拐的身影。检查卡口登
记、督导联系村疫情防控、协调防疫物资
……他已经连续15天没有吃上一顿热乎
的饭菜了，整个人都累得瘦了一圈。

罗家成是一名退伍老兵，三级甲等
伤残军人。疫情发生后，他让正在住院

的儿子提前出院，由老母亲照顾，毅然决
然赶到了战“疫”一线，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连日来，他在联系村累计排查鄂、
渝、浙返乡人员 35 户 72 人，密切接触者
32户99人。

“当兵是保家卫国，疫情防控也要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腿不方便
算个啥，群众安危比天大。”罗家成神色
坚定地说。

退伍了 我也还是战士
“同志，现在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发

期，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哟。”在该县陵江镇东城社区，现
年 46岁的退伍伤残军人、共产党员杨文
新正在做文明劝导工作。

疫情发生后，他不顾妻子的强烈反
对，主动请战，成为社区疫情防控党员突
击队的一员，具体负责东城社区七组的
疫情防控工作。短短3天，就完成了辖区
778 户居民的排查任务，做到了不漏一

户，不掉一人。
为了让居家隔离人员安心，他坚持

每天入户走访2次，定时关注身体健康情
况，了解居家隔离人员的心理动态。七
组居家隔离人员赵某，是邻市某疑似患
者的密切接触者，对于居家隔离存在一
定的抵触情绪，在走访过程中没少给杨
文新脸色，但杨文新并不介怀，一次又一
次地开解他，和他讲政策，拉家常，硬是
把一块“坚冰”给焐化了。

“一名残疾人都这么拼，我们没有理
由不配合他的工作。”马上就要解除居家
隔离的住户王川告表示，回到单位后，要
学习杨文新这种精神，把自己的本职工
作干得更好。

截至目前，苍溪县共有 4500名退役
军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其中，伤残军人
285名。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们累计捐款
捐物价值 20 余万元，志愿服务 2.6 万人
次，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疫情
防控的“钢铁长城”。

4500名退役军人筑起“疫线”钢铁长城

本报讯（记者 刘怀英）“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存在人传人，请减少到人
群密集场所活动。”“停止操办各类酒席
等群体聚餐活动……”2 月 11 日早上 8
时，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广播准点
响起来，按照镇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
各村（社区）从大年三十开始，利用广
播、移动音响、手持喊话器和宣传车开
始不间断的宣传新冠肺炎防控和预防
知识。

“自疫情出现以来，盘龙镇快速响
应，精准施策，组建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队20支，广泛利用‘三响一转’（村广播、
移动音响、手持喊话器响起来，宣传车
轮转起来）等手段，自编并印发疫情防
控知识‘三句半’，用群众易于接受的形
式，让防疫的声音迅速传遍全镇。”盘龙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邱权说。

盘龙镇辖区内广播、宣传车、移动
音响不间断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各村
（社区）LED 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各
村（社区）主要路口、村委会等地横幅悬
挂全覆盖，宣传资料发放不漏一户，并
通过微信群、QQ群、移动云等新媒体平
台及时推送相关宣传资料。

同时，广元经开区各镇（街道）通过
制作宣传标语，张贴宣传单，运用阳光
村务、村务公开等方式进行疫情防控宣
传，摸清了每名群众的健康情况，确保
了防控知识家喻户晓。通过“村村响”
及流动宣传车，在全区范围内宣传防疫
知识，防疫人员不间断在人员密集处喷
洒药物进行消毒，全区党员干部“舍小
家、为大家”坚守一线，勇于担当尽责、
敢于攻坚克难，精心编起全区防治疫情
的“安全网”。

“三响一转”

疫情防控知识“吼”起来
本报讯（周平）2月 9日上午八点不

到，交通运输督查督办组四人的身影又
出现在旺苍县中心客运站，原来他们是
再次实地暗访和核查“旺苍县中心客运
站门口有人员聚集揽客现象”，看到文
明劝导员时不时劝导着乘客有序出入，
车站大门外也未发现人员聚集揽客现
象，他们着实松了一口气。

“卫健局对全县防疫总体方案是否
部署？重点隔离定点医院是否确定？医
院的各项防疫物资准备怎么样……”卫生
医疗督查督办组仔细询问卫健局负责人。

“综合大市场是群众日常生活的肉、
蛋、鱼、蔬菜等产品的集中销售地，每天
人员流动多，摊贩、店铺多，涉及的产品
质量保证，人员传染几率大，防疫情况复
杂，要多做宣传和督查。”市场监管督查
督办组向随行检查防疫情况的市场监管

局执法大队负责人提出监督意见。
“目前凤冠酒店已发布停业公告，

继红广场旁所有餐饮店已关闭，今天未
发现聚众用餐现象。”经信商务督查督
办组向县纪委常委如实汇报。

“你店销售的口罩价格是多少？发
烧、咳嗽类的药品销售价格是否有涨
价？购买此类感冒药品人员是否凭身
份证实名制登记？”县纪委监委派驻县
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对药店执行情况
一一核查。

“疫情不除，我们的监督就不止。
县纪委监督检查与防疫工作必须如影
随形，齐头并进。”旺苍县委常委、纪委
书记、县监委主任袁达成说。

医院、药店、市场、超市、交通卡点、
乡村田间、农户家、社区大门外……疫
情没有解除，监督仍在继续。

旺苍纪检监察

疫情不除 监督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