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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要闻要闻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康丽娜）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
采取多项举措，严格履行市场监管责
任，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市场秩
序安全有序。

疫情发生后，该局先后向各市场主
体发布《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1号公
告》《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2号公告》
44000份，从严禁各类生产经营者生产
加工和销售活禽、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严
禁哄抬物价，做好生产经营场所防控，规
范餐饮服务，设立防护用品回收箱等多
方面，要求生产经营单位依法经营。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蔬菜、粮油、
肉禽蛋等生活必需品及口罩、药品、消
毒液等防护商品市场价格稳定，该局
与仁和堂、国大药房、惠丰堂、北域健
康药房等多家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以及
美通批发市场、维多利连锁超市、华联
超市、华润超市等企业签署了《守法经

营价格承诺书》，督促企业践行市场主
体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囤积居奇、不哄
抬物价、不牟取暴利、不散布涨价谣
言，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的
价格秩序。

疫情防控期间，组织食品生产、食
品流通、餐饮、药品等部门，对呼和浩特
市农贸市场、食品生产、经营及餐饮、药
品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通过12315投
诉举报中心受理投诉举报1901件，对市
民反映强烈的口罩等防护用品及蔬菜乱
涨价等问题从严从快处理，立案18起，
对其中3起案件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此外，在全市重点农产品集贸市场、
大中型超市建立市场监管人员“驻场值
守”制度。“驻场值守”人员监测场内食品
价格水平，督促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
做好申诉举报事项的调查处置工作。按
照部署，将有271名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深
入18个大中型农产品集贸市场和142家
大中型超市进行“驻场值守”。

呼和浩特市：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
市场秩序安全有序

本报阿拉善2月5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连日来，在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中，阿拉善
盟积极应对、创新工作，采取强化组
织领导、分类施策、密织防控网、联防
联控等举措，有效推进全盟疫情防
控，确保广大居民的健康安全。

疫情就是命令。按照自治区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的工作部署，第一时间成立阿拉善盟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防控工作指挥部，防控
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和6个专项工
作组，建立联络员集中办公、24小时
值班以及日会商、日发布、日督办等
工作机制，构建统一指挥、协调联动、
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防控指挥体系
和联防联控机制；并确定由 9名盟级
领导负责包联指导三旗四区和4个街
道疫情防控工作，目前全盟 31个苏
木镇中，52个社区的263个住宅小区
和 8644套平房所在区，以及 200个
嘎查村均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到责任
到人，有力有效落实防控举措。

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该
盟实施环盟防控，在重要路段设立疫
情检查点48处，共投入警力546人、
防疫人员249人，对过往车辆人员逐
一排查、登记、测量体温。临时关闭
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
临时关停经营性娱乐场所131家、公
共文化场所12家、旅游景区34家、星
级乡村旅游接待户101家，取消或推
迟文化旅游活动 32个。并通过盟、
旗区、苏木镇（街道）、嘎查村（社区）
四级防控体系，全面排查与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人员接触情况和湖北旅
居史人员情况，严格落实信息登记、

体温监测、居家隔离等各项管控措
施，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报
告、早治疗。

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该盟在 263个住宅小区投入
疫情防控人员1898人，开展小区出
入车辆人员登记、体温检测、消毒防
范、重点人员摸排监控等工作。在各
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配置体温检
测设备实行检测登记，切实把风险隐
患降到最低。组建8人的盟级疫情防
控专家组、28人的盟级医疗救治专家
组，确定传染病救治定点医院4家，设
立发热门诊11个，规范开展对可疑
病例的检测、筛查等处置工作。同
时，为确保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常态
化开展了餐饮服务单位、超市、粮油
蔬菜肉食市场、农贸集贸市场检查排
查，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督
促履行市场主体责任和社会义务，全
力稳定全盟粮油蔬菜肉食、医药市场
价格和供应。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该盟盟委行
署主要领导既挂帅又出征，盟级领导
分率6个专项工作组各司其职、各尽
其责，坚持每日指导督导在一线、问
题查处在一线、困难解决在一线，保
障了全盟防控工作的有力有序有效
开展。党员干部更是冲锋在前，一直
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目前全盟31
个苏木镇、6个街道全部成立疫情防
控“尖刀班”，成立抗击疫情阻击先
锋队189支，党员志愿服务队308个，
设立党员先锋岗437个，召集党员志
愿者 2440名，累计有 15467名干部
职工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为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着先锋模范
和战斗堡垒作用。

阿拉善盟：构建统一指挥
协调联动的疫情防控体系和机制

本报呼和浩特2月5日讯 （记者
刘洋 实习生 张立富）自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呼和浩特市
工信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织密

“五张网”，做到严阵以待，切断传染源，
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织密“责任网”，确保组织领导坚
强。明确工作职责，实行局党组成员
及处级领导包片制度，做到发现问题
现场指挥、现场组织解决；每天实行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及时掌握各
区域疫情、各生产企业动态，强化疫
情风险处置和指导企业生产能力。

织密“保障网”，确保物资保障供
应。积极对接自治区工信厅落实防控应
急物资生产供应保障工作；及时了解掌握
防控应急物资重点生产企业生产情况。

织密“防控网”，确保排查管控严

密。持续对玉泉区小黑河镇开展疫
情防控综合督导，在小黑河镇共设卡
点 59个。强化联防联控措施，局机
关、二级单位65名党员深入社区、深
入群众开展工作，宣传防疫知识。

织密“应急网”，确保反应处置及
时。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值班值守工作，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要求局相关
职能科室春节期间“放假不放制度、休
息不休防疫”，认真做好战前动员，真正
形成责任共担、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织密“宣传网”，确保宣传引导到
位。加强疫情防护知识的宣传普及，提
高公众预防意识和预防能力，局党组印
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的倡议书》，号召发挥党员
干部的先锋作用，引导全局广大干部职
工上下一心，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

呼和浩特市工信局
织密“五张网”阻断疫情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王雅
静）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要求，自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
心推出居家健身线上指导。

自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向广
大健身爱好者发出“做好防控措施，
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的倡议。中
心组织内蒙古健身气功协会教学团

队录制了适合当前健身需要，增强身
体抵抗力的健身气功功法等教学视
频。各级盟市健身气功协会和基层
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微信群
转发录制的健身视频，在线指导网友
科学健身，动员群众居家主动健身、
科学健身，通过健身增强自身免疫
力，共同抗击疫情。

自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
推出居家健身线上指导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赵丹）2
月5日，自治区文化馆通过线上平台推
出了全民战“疫”群文助力——美术、
书法、摄影网络微展。

从 1月 24日起，我区内蒙古图书
馆、内蒙古博物院等公共文化服务场馆
相继向社会发布闭馆公告，暂时关闭公
共文化场馆，原计划春节期间举办的各
项文化活动全部取消或延期。为打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战
役，自治区文化馆倡议我区广大美术、
书法、摄影工作者及爱好者拿起画笔、

相机，用艺术作品凝聚起人民群众抗击
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让人们通过“云
观展”享受丰富的文化大餐。

本次网络微展为系列展览，展览在
自治区文化馆公众号和内蒙古文化云
上进行，第一期推出的是漫画作品，由
我区的漫画名家和爱好者创作，他们用
手中的画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创作出了众多抗击疫情宣传画。这些
作品讴歌了奋战在疫区前线的英雄们
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增强了广大人民
群众共克时艰的坚定信念。

通过“云观展”享受文化大餐

本报锡林郭勒2月5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你好，请您登记一下信
息。”“你好，请测量体温。”2月4日，在
锡林浩特市很多小区门口，都能看到身
穿红马褂的青年志愿者协助社区工作
人员一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锡林浩特市青年志愿者
们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用实际行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嘉爱公益社
团、蓝天救援队、暖心协会、青年学生协
会等4个社团以及市团委82名志愿者
共近200人，在5个街道13个社区协助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锡林浩特市团委
书记颜芳说，志愿者们主要协助社区在
全市自管小区进行出入人员登记、发放
宣传单、消毒等一系列工作。

在锡林浩特市，还有几位心灵手巧
的90后志愿者连续几天没有合眼，自
己动手为医护人员制作防护面罩。

志愿者闫嘉琪说：“从媒体上看到疫
情防控最前线缺乏防护物资，就萌生了制
作面罩的想法。当我们采购原材料时，各
商家一听我们要为一线防护人员制作面
罩，说什么都不收钱。我们真心希望这些
面罩能够为疫情防控前线的工作人员提
供一层保护，让他们都平平安安。”

锡林浩特市200名青年志愿者
奋战防控一线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梁亮）2月5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中铁呼和浩特局
延长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情况如下：

2月21日至2月23日和2月28日至
3月1日乌海西至北京西的1134次列车停
运，2月22日至24日和2月29日至3月2
日北京西至乌海西的1133次列车停运。

2月9日至2月 20日，呼和浩特开
K90次、呼和浩特开K7911次、呼和浩
特开2635次列车停运；2月10日至2月
21 日，北京西开 K89 次、额济纳开

K7912次、兰州西开2636次列车停运。
2月4日至2月18日，包头至北京

K264 次列车停运；2月 5日至 2月 19
日，北京至包头K263次列车停运。

2月4日至2月19日，呼和浩特与
临河间K7909/10次列车停运。

2 月 3 日 至 2 月 18 日 ，包 头 开
K1278/5 次列车停运；2月 5日至 2月
20日，南昌开K1276/7次列车停运。

截至目前，中铁呼和浩特局管内共
停运47对旅客列车，具体详情请登录
www.12306.cn网站查询。

中铁呼和浩特局
延长停运部分旅客列车

□本报记者 于海东

“请拿出身份证登记，从哪来，去
谁家，都写清楚。现在是非常时期，
要想清楚有没有出去的必要性！”

2月5日，在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
元地村口，穿着红色马甲的党员干部
认真地在进村的唯一通道口对进出的
车辆和行人询问。为了防止疫情传
播，全村只保留一条通道，值守人员
24小时对进村车辆、人员进行详细登
记和测温。

据了解，春节前，该村就由党员带
头，全体村干部分组入户摸底，关注重
点人群特别是务工、出差、求学返乡人
员，做好流动人口监测检查，堵住病毒
传播渠道。他们还制作了宣传语、宣
传册等，向村民们普及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症状、危害及防控措施。

“我们不能给病毒传播、扩散留一
点漏洞。”王元地村第一书记孔威说。

记者看到各乡村普遍采用了严密
的防控手段。在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羊
路井村，124名党员带领65名群众24

小时轮守。这些乡村对公共人员密集
场合每天进行2次例行消毒，切断病
毒传播途径。并通过乡村大喇叭和宣
传手册广泛传播疫情防控常识。

城区的社区防守同样严密。在
乌达安居佳苑小区，在进入小区的门
口边上大喇叭上播放说：“请进入本
小区的居民携带身份证”。旁边社区
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小区的居民进
行体温测试和基本信息查验。

查验通过后将“通行证”贴在居民
身份证后面，再次进入小区时候出示将
直接进入。安居社区书记焦路说：“为
了方便居民的出行，我们想到用身份证
做基础资料，再贴上社区的logo、小区
的名称，进出小区时候亮出身份证就知
道是本小区居民，不用重复进行登记审
查资料。如果身份证的住址和小区名
不一致，通过物业、社区查实购买或租
住在本小区的房屋，将发放贴纸，方便
居民快捷的进出小区。”

很多没有门禁自动识别的小区，
也都通过为本小区车辆发放通行证
的方式防控小区外车辆不经检测随
意进出。

乌海市：不给疫情传播留机会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时秀霞

1月29日，一份紧急通知，让科右前
旗229个嘎查村成立了287个防控疫情

“尖刀班”，参与“尖刀班”联防联控的嘎
查村“两委”成员及党员2967人走向嘎
查村通村、通乡各个路口，全面打响疫情
防控阻击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接
到通知后，全旗14个乡镇苏木立即行动
起来，按照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
287个防控疫情“尖刀班”2967名同志
踏冰卧雪奔赴各嘎查村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

“别看我55岁了，可我身体硬朗。
国家给咱们牧民好日子，疫情来了，咱也
不能看着。我自愿加入‘尖刀班’，多一
个人多一份力量！”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
乡乌兰敖都嘎查牧民那木吉拉语气坚定
地说，“由于嘎查附近有收费站，车流量
大，防控任务重，冲在一线是我们党员的
职责所在。”所以，他要参加嘎查成立的

“尖刀班”，保证嘎查牧民渡过这个难

关。发放宣传单、劝返往来人们，那木吉
拉一点也不马虎。那木吉拉说，嘎查内
有好多党员都报名参加“尖刀班”，他抢
到了一个名额。为此，他高兴了半天。

和那木吉拉一样高兴的还有巴日
嘎斯台乡太安村矫正人员李维龙，他也
加入了防控疫情“尖刀班”。他告诉记
者，申请加入“尖刀班”时，他是怀着忐忑
的心理的，直到接到上岗通知后，他才相
信，他能用这种方式感谢党和政府的宽
大处理，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早日成为一
名合格的公民，他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

想感谢党和政府的不只有李维龙，
还有前旗俄体镇义新村的贫困户高光
泉。村书记刘士帅说，本来“尖刀班”人
员已经够了，但他一定要求加入，他说这
是一个贫困户最想回报国家的心愿。就
这样，高光泉被编入了防控疫情“尖刀
班”，每天准时到岗，认认真真地和他的
队友们做着防控疫情的各项工作。

乡村基层组织全力投入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村民
的疫情防控意识也有了很大转变。一
位86岁的村民李莲英几天前还对家
人说“这事没什么可怕的”，随着村里
和家人的不断宣传，她也表示“这还真
得注意”。

科右前旗：
287个防控疫情“尖刀班”奔赴前线

本报巴彦淖尔2月5日电 （记
者 梁海龙 ）1月 26日始，巴彦淖尔
市中心血站献血点恢复正常接收爱
心献血。一位爱心献血者说，“在严
防疫情期间，有些事可以停下来，有
些事却不可以，血液愈加珍贵，我们
必须‘逆行’而来”。

为了充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的防控工作，有效阻断疫情传播，切
实保护献血者的健康和安全，有效保
障全市临床和急救用血需要，从正月
初二开始，站内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值
守。同时提前做好特殊时期接收爱心
献血环节的制度、流程、防控安排。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全员防控知
识培训、考核；加强对血液采集、样本
检测、血液成分制备、入库发送等各

项业务环节的督查；加强对献血场所
的卫生消毒，增加消毒频次，做好献
血者的采前征询、健康检查和疫情调
查等相关防控工作；同时新增预约献
血制度，公布预约电话，推出预约平
台，与献血者确定献血时间和地点，
为前来献血志愿者创造安全、温馨、
舒适的献血环境。在科学规划、严密
防护措施下，1月26日献血屋开放，1
月 31 日街头采血车运营，“疫情防
控”、“无偿献血”同时推进。

近日，无偿献血志愿者陆续闻讯
赶来，到献血屋和街头采血车捐献热
血，奉献爱心。虽然口罩遮面，言语
不多，但是在这一特殊时刻，他们勇
敢“逆行”、无私援助的行为，却展现
出无比美好的心灵面貌。

巴彦淖尔市：爱心献血者“逆行”而来

本报赤峰 2 月 5 日电 （记者
徐永升 实习生 邱静）当前正在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巴林左旗组织
6000名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轮流
奔赴农村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全民动
员齐参与，部门协作聚合力，形成了
一整套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全面打响
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紧抓居家
生产工作不放松，做到疫情防控与居
家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两推进”，为
农民增产增收打下基础。

林东镇新房身村村民毕翠玲每
天在家绑扎笤帚30多把，她说一边
绑扎笤帚，一边听着防控知识，两不
耽误。毕翠玲是巴林左旗居家绑扎
笤帚大军中的一员。目前 ，巴林左
旗居家绑扎笤帚的农牧民达到1000
人以上。

在巴林左旗林东镇土垄岗村，凌

玉祥正在自家的 2亩温室蔬菜大棚
里。凌玉祥说，像他这样的大棚，全
村就有30多个，这些天村民戴着口
罩天天钻在大棚里，就是最好的疫情
隔离。春节期间，凌玉祥没有走亲访
友，一心扑在大棚蔬菜的生产，既远
离了疫病，又鼓起了腰包。

目前，巴林左旗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全面部署农业生产工
作，确保群众生产不受影响，尽量把
疫情对农业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保障农民群众实现增产增收。巴林
左旗还强化网络服务，农业技术人员
利用智慧平台、视频通话等远程交流
方式，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旗里还
协调各农资经营户，发挥农资供应的
主渠道作用，在春耕来临之际，做好
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准
备工作。

巴林左旗：
疫情防控与居家生产两不误

近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乌拉特前旗大队的民
警中午吃泡面充饥。疫情发生
以来，该大队的民警和辅警 24
小时坚守一线，全力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保障百姓平安。

刘鑫 摄

坚守“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