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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闻要闻

2月 12日中午 12点，手机一阵
紧接一阵地鸣响，“噔噔”“噔噔”，“钟
祥市同仁医院 ”“ 沙洋县中医医
院”……在湖北省荆门市一线的好多
内蒙古医护人员申请加记者为好友。

原来，是《内蒙古天使日记》这篇报
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篇报道他们都
看到了。简短的寒暄后，他们匆匆下了
线。记者只备注了他们的基本信息，因
为他们马上要返回工作岗位了。

“戴上护目镜，戴上防护口罩，穿
上防护服，穿上隔离衣……上班前不
敢多喝水……继续战斗！战胜病
毒！”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手术麻
醉科主管护师马占青的朋友圈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从1月 28日到 2月
11日，他的朋友圈除了工作还是工
作，记录了他在钟祥市同仁医院日常
工作的点点滴滴。

2月3日20点23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虽然很累，

但我信心很足，非常时期在病房里还
能留下我们的镜头，很是感动，感谢各
位老师想得这么周到。虽然我们物资
紧缺，但内蒙古第四医院的老师们想
了很多办法。没有防护水鞋，就用垃
圾袋来替代，缠上胶带纸，里里外外，
裹得结实！脱防护服的时候，眼镜和
护目镜起雾，我们用纱布蘸上洗手液
一遍一遍地擦，虽然不是特别清晰，但
比不擦要强百倍，以后要来的同事可
以效仿。有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这
么勇敢？我的回答都是一句话：“觉得
人这一辈子总得干点啥！”。作为这个
时代的医务工作者，既然选择了，就不
愧对这份职业，不愧对医院领导的信
任！国家有难，我们勇往直前，我想这
是我的职责，我们一起加油！

2月6日9点47分
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首

先，感觉一下自己的肺部，做深呼吸，
锤两下胸口，嗯！没事！其次，摸摸
额头，嗯！没发烧！这样我才能安心
起床，收拾东西和队友集合。我把住
的房间分成了三个区：进屋脱掉从医
院穿回来的鞋，换第一双拖鞋，把所
有衣服脱掉，放在门口柜子里，这块
区域属于污染区；换第二双拖鞋，进
入洗澡间，用自制盐水漱口，清洁耳
朵、鼻腔、眼镜，之后洗澡。这里我定
为潜在污染区；洗完澡，换第三双拖
鞋，穿另一套干净衣服，进入清洁
区。虽然地方不大，但三区分明，我
还好，请放心！

2月8日8点30分
刚才看到群里的消息，才知道今

天是元宵节。每天不知道几号，不知
道星期几，好像这都和我们无关似

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特别的地
方，过一个特别的元宵节！希望大家
都安好，我还好，请放心！

2月11日22点29分
今天很开心，整个病区有 10位

患者康复出院，大多数患者的精神状
态一天比一天好！我也克服了水土
不服，适应了工作环境。工作之余，
我还会和患者聊聊天，消除他们的紧
张情绪和焦虑。每次做完治疗，会跟
他们说句祝福和鼓励的话，他们很热
情，有的送草莓给我吃，有的开玩笑
说你别来了，我们现在很危险。总
之，有感动，有汗水，有收获。加油中
国！加油钟祥！我还好，请放心！

后记：
他们，正打着一场硬仗。身临一

线，他们也有牵挂。
“我还好”“请放心”“加油”，这些

频频出现在马占青朋友圈里的字眼，
是给家人报平安，也是在告诉大家，
一线很多医护人员在努力工作。

2 月 12 日，记者尝试与马占青微
信联系，13 点 51 分记者给他发了微
信，20点10分他回复记者：“等疫情结
束后，我最想安安静静地陪陪孩子。”

他的朋友圈不光鲜，充满了忙
碌。他的朋友圈里没有诗与远方，整
日在病房与住所间穿梭。但他乐观
积极，与病人携手对抗疾病，让生命
充满了力量。

是的，我们希望更多人能看到他
的朋友圈！我们坚信花儿总会开，春
天总会来！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夏虹
刘艳 图片来源：马占青朋友圈）

内蒙古天使马占青的朋友圈

■上接第1版 目前均已落实煤源，供
应可以得到保障。

油气平稳，供应充足。油气生产
企业全部正常生产，成品油库存保持
正常水平。2月11日，中石油、中石化
库存成品油64万吨，比 2月初增加4
万吨。受需求不足影响，当日销售
4367吨，约为上年同期的六成。天然
气供应充足，2月11日，全区管道天然
气供应 1216 万方，较上年同期下降
18%，其中城市用气 761 万方，下降
25%；化工用气 156万方，增长 45%；
LNG用气299万方，下降20%。2月份
管道用气可保持在合同量范围内，能
够满足需求。

其次，关于能源企业用工情况，现
在看来，基本满足需求。煤炭行业，大
体可分三种情况，以占全区煤炭生产
70%的主产区鄂尔多斯为例，一是有
28处煤矿春节期间没有停产，这部分
煤矿工人基本全员在岗；二是有66处
煤矿虽然暂时停产，但职工基本都在
矿区轮休，在符合煤矿复产的条件下，
我们组织了复工复产；三是有部分像淮
南矿业、山东能源等区外国企，在我区
开发的煤矿，现在正在组织这些企业的
整建制生产队伍尽快回岗复工，现在已
经进矿留观的有32处、4169人，正准备
返回的35处、15946人。目前来看，主
要是这部分员工存在一些返程困难，即
使返程也需在自我隔离两周后上岗，预
计到2月底3月初，煤炭行业用工可恢
复至去年同期正常水平。

电力行业，无论发电企业还是供
电企业，都不存在用工困难。

油气行业，在我区生产的中石油
苏格里气田、大唐克旗煤制气、汇能煤
制气，中石化呼市炼油厂、神华煤制
油、伊泰煤制油等企业，克服疫情带来
的各种困难，全部组织正常生产，用工
基本满足需求。

记者：当前已经进入春运后半程，

也是疫情控制的关键期，公路、铁路、
民航等部门在保证防疫的前提下如何
确保物资运输畅通和人员出行？

雲雯婧：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
施：

一、公路方面：继续抓好公路保通
保畅。进一步督促各盟市落实好属地
主体责任，规范和优化交通管控措施，
不得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阻断
国省干线公路、硬隔离或挖断农村公
路、阻碍应急运输车辆通行，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力保障公路路
网畅通运行，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
和防疫物资、重要生产生活物资运输
畅通。抓好运力保障。要求各地根据
复工复产、开学等时间安排，综合研判
客流需求，合理安排组织运力，在确保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提
下，逐步恢复道路客运复工复产。充
分发挥自治区应急保障车队的作用，
通过公路直达运输包车，提供“点对
点”“一校一车”等服务模式，切实保障
农民工、学生等群体出行。疫情防控
期间，对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工返岗
包车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全力做好
春运后半程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同时
认真落实站场防控疫情各项措施，加
强班车和包车运行管理，严格控制旅
客实载率50%以下，要求乘客在乘车
过程中必须佩戴口罩，分散就座，做好
自我防护。认真落实好道路客运乘客
信息登记制度，做到信息可追溯。

二、铁路方面：继续落实好“三必
保”“四优先”保障措施，保障疫情防控
物资运输的快速畅通。“三必保”：一是
必保疫情防控物资发运需求全部受
理；二是必保疫情防控物资铁路服务
诉求全部满足；三是必保疫情防控物
资运输安全畅通。“四优先”：一是优先
安排运力；二是优先组织装卸；三是优
先安排运输；四是优先组织到达。铁
路部门将提供全天候铁路货运服务，

12306 和 95306 货 运 客 服 电 话 及
95306网上服务通道24小时畅通。

三、民航方面：根据近期数据统
计，民航客运量较往年下降80%以上，
累计停飞城市40余个，停飞航班180
多架次。但鉴于防疫形势严峻，各机
场、航空公司已结合各自的运行现状
及旅客运输量制定疫情防控期间的春
运返程保障预案，进一步细化完善涉
及特殊疫情航班保障工作方案，及时
根据上级单位对疫情发展制定的防控
要求进行临时调整，保障旅客出行需
求。

记者：舆论对第二个 14 天防疫期
已经到来的讨论较多，请问我们应该
怎么理解？在复工复产的背景下，在
社会管控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疫
情防控措施的精准性？

呼禾：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守好门、看好人”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全区政法干警、基层干
部此时此刻正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
全力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疫情防
控指挥部的工作部署。

一是精准防控，将管控工作抓得
更严、落得更细、做得更实。2月4日，
呼和浩特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了《关于
急寻与患者接触者的协查通告》，在对
确诊患者万某某接触者查询中，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迅速启动应对疫情防
控工作预案，社会管控组广泛发动群
众，并会同有关方面，利用大数据手段
进行精准分析，逐一排查。最终历时
30个小时，于2月 6日早 9时，将 155
名在此时段乘坐蒙AY1754出租车乘
客予以查实、落控，被网友称为“教科
书级的查询”。日前，社会管控组创新
推出“道路交通卡口个人信息自助登
记系统”“居民小区进出人员自助登记
系统”“流动人口自助登记系统”三个
系统和其他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广大

人民群众非常支持，踊跃进行申报登
记，短短的两天之内，流动人口申报人
数就达到22万人，目前人数还在增长，
为精准防控提供了支持。

二是严把关口，确保复产复工有
序进行。在严把“出口”关上，结合流
动人口中多数在春节前返乡过节，节
后陆续返岗、外出打工的实际，进一步
加强农村、牧区、嘎查村、城镇社区输
出口管控，严把“出口”关，切实做到错
峰外出打工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良
好，一旦发现疑似病人立即落实“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工作要
求，严格防范疫情传播扩散，切实做到
我区输出人员健康良好。在严把“入
口”关上，各级流动人口管理部门对流
动人口进行分类、分行业管控，各行业
管控部门要依法依规加大对流动人口
用工部门的监管力度。

三是规范管理，切实加强社区防
控工作。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自治区有关规定，我们在社区（村、嘎
查）疫情防控中重点加强规范住宅小
区出入登记、规范外地返回人员登记、
规范重点人群的管理服务、规范出租
房屋管理、规范公共区域管理 5项工
作。

记者：最近湖北的确诊病例数不
断增加，随之医疗资源也不断扩充。
目前，尽管我区的形势总体上看比较
平稳，那么请问：我们是否做好打持久
战的准备？能否做到有备无患、备而
不乱？

王占国：从每日我区新增确诊的
病例数看，我区的疫情目前总体平稳，
这既说明前期我区疫情防控的措施取
得了实际的成效，也表明我区目前疫
情仍然处于流行的早期。按照全国

“一盘棋”的安排，我们具体的战略任
务仍然是打好疫情阻击战。为了应对
可能会出现的疫情传播和扩散，自治

区在医疗防控这方面已经做了应对的
准备和持续性的安排。

总体的安排是，按照依法、科学、
规范、有序的原则，坚持科学的预判，
属地管理、分级应对。具体从医疗救
治方面，主要是从医疗机构床位、人
员、设施、设备等方面做了具体的准备
工作。

医疗机构和床位方面，按照我区
的人口以及现有的医疗机构分布情
况，在现有113家定点医院的基础上，
又准备了34家后备医院。目前，我区
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大部分集中在盟
市级定点医院救治，有几例是在本旗
县很好的县级定点医院救治，绝大部
分旗县级定点医院还没有收治病人，
这些定点医院目前可用于救治的床位
有3359张，其中已经准备好、随时可
用的床位2511张。

在专科人员和专科设备方面，目
前已经准备了专科医生2387名、护士
4317名，主要治疗设备呼吸机、心电监
护等专科设备 966台，同时自治区又
组建了8支62人组成的医疗救治专家
队伍，可随时奔赴各地支持救治工作，
做到有备无患、有备不乱。

记者：社会上一直关注我区的防
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保障情况，之
前的发布会也介绍过生活必需品保障
是有力的，防疫物资也是备而不乱的，
随着正月十五以后复工复产等形势的
变化，下一步的保障情况怎么样？

荆玉林：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更
多企业开复工和员工的返程，防控用
品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对此，我们将
继续加大筹措力度，全力保障物资供
应。一是确保订购物资尽早到货。自
治区本级和各盟市都订购了一定数量
的防控物资，这些物资正在陆续到货，
将有效满足全区各地需求。二是积极
推动相关企业复工复产。我们积极帮
助企业协调解决紧缺原料供给、劳动

力供应、资金保障、资质恢复等方面的
问题，并安排工信厅一名副厅长负责
此事，一些生产医用物资的企业也正
在抓紧采购原料、组织生产、投产出
货。同时，我们还有选择性的组织具
备条件的企业转产，进一步扩大医用
防护用品的生产规模。三是科学有序
分配防控物资。我们坚持保应急、保
重点、保薄弱的分配原则，根据防疫工
作性质和分险等级，要求各盟市进一
步细化紧缺医用物资分配方案，按照
病例收治医院、隔离观察医院、重点监
控区域和居民小区、各类交通检查站
点、人流密集场所的顺序予以保障，确
保有限的防控物资用到最紧要的地
方。此外，在满足防控医院和一线防
控人员的基础上，我们将适时调拨民
用口罩等防控物资投放市场，努力缓
解社会普通人群的需求。

在生活必需品保障方面，从目前
来看，蔬菜、肉类、粮油等价格总体平
稳，但还存在货源渠道单一、物资运输
不畅、批发市场到门店配送难、用工难
等问题。下一步，我们要着重抓好以
下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市场监测，重点
做好生产企业、商贸流通企业的数据
监测分析，摸清生活必需品需求量、消
费量以及供货来源，密切关注市场供
求和价格变化。二是按照自治区生活
必需品应急保障预案，抓紧制定本地
区应急保障预案，在现有的蔬菜供货
渠道的基础上，开辟新的货源，保证在
已有供货渠道出现问题时，有新的补
货来源。三是对于生活必需品运输中
存在的问题，我们协调交通、路政部门
予以统筹解决。四是全力保障零售环
节，针对批发市场、社区便民店配送难
的问题，要求各地抓紧制定本地区生
活必需品配送方案，协调解决好快递
人员少、用工难、成本高等问题，确保
各地生活必需品补货及时、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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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细抓实。

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
宣传科科长张旭说：“习近平总书记
2月 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并发表重要讲
话，让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深受鼓舞。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将
以对全市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责
任担当，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强化
主体责任意识，牢记‘生命重于泰
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重点推动落实预防控制、医疗
救治、监督整改、物资保障、宣传引
导五位一体防控措施，进一步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严把疫情传播围堵关，
有效调配医用物资，保障防控一线
正常运转，抓好医疗救治、提振社
会信心，发挥蓝盾监督执法作用，
积极做好防控知识普及和宣传，以
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同时间
赛跑，全力以赴投入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战斗中去，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委书记杨海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阿
拉善右旗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不仅事关全旗各族干部
群众的身体健康，更事关全区、全国疫
情防控大局。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严之又
严、细之又细、实而又实的举措，筑牢
防线，守好阵地。一是责任上再压
实。充分发挥‘1121’工作机制优势，
扛起主体责任，切实落实好各项防控
措施。二是排查上再细致。加大重点
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的排查力
度，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坚决阻
断疫情传播途径。三是防控上再严

密。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投身疫情
防控第一线，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同
时，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
众，严防死守，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
线。

通辽市科尔沁区施介街道平安
西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石
敏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我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面对依旧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我们将全面加强社区的各项
管控措施，坚决做到‘找到人、管

住人、守好门’，掐住源头、锁住流
向，把一个个基本单元构筑成‘铜
墙铁壁’，守住社区这道防线，最大
限度守住千家万户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同时进一步发挥党员
志愿者、志愿服务队作用，全力保
障群众采购、取快递等生活需求，
方便群众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锡林郭
勒盟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党委书
记青格勒常常要马不停蹄地在苏木9
个嘎查、2个居委会的各个疫情防控
监测点奔波。2月 12 日，他又来到
距锡林浩特市20公里以外的监测点
了解情况，并为驻守人员送来几天的

口粮。青格勒说：“习近平总书记2月
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各级党政领
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强化担当，广大
党员、干部要冲到一线，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中精力、心
无旁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
做到位。作为一名基层苏木党委书
记，我一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力保身后这方净土不受病毒入
侵。”

（本报记者 苏永生 张文强
郑学良 王玉琢 巴依斯古楞 郭洪
申 刘宏章 见习记者 薛一群）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史海泉左手摁着锯头，右手握着
锯把，锯条在一块儿细小的褐色钢条
上反复推拉，节奏感很强。

十几分钟后，钢条终于被锯断。
然后他抬起右臂，擦了擦额头的汗
珠，用左手捏了捏已经被浸湿的口
罩，大步流星地到下一个操作台去
了。

史海泉是中国兵器内蒙古一机集
团四分公司的一名车工，这是企业自
打正月初四复工以来，他连续工作的
第十五天。他说：“虽然疫情严重，
但是，产品就是企业的生命，如果停
工，企业还怎么生存？何况我们是国
防企业，责任重大。”

记者又来到三分公司车间门口，
2名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的工作人
员立即将记者拦住，测量体温，登记
个人信息，然后才得以放行。走进车
间，灯火通明，机声隆隆，所有的操
作台都有人值守，井然有序。负责人
介绍说，他们是 2 月 10 日复工的，
在册900名工人已全部上岗。“为了
确保复工防控两不误，复工前我们做
了大量摸排工作，没有一例确诊、疑
似病例，也没有一人去过武汉或接触
过武汉回来的人。公司给每位工人配
发了口罩及防控用品，车间每天至少
2次消毒，食堂统一送餐，290多名
党员主动签署了承诺书，带头示
范。”他说。

据一机集团党委工作部部长赵耀
介绍，疫情爆发以来，集团立即启动
了应急预案，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先后召开4次会议，明确了“疫
情防控为前提，生产防控两不误”的
总思路，采取错峰、弹性、轮班、网
络办公等方式开展工作。为确保在岗
职工健康安全，公司加大采购力度，

目前已发放消毒液4吨、酒精 1000
升、喷壶540个、喷雾器62个、口
罩56890个、橡胶手套42950副、护
目镜 158 个、医用连体防护服 42
套、隔离衣 310套、医用帽子 8140
顶。

在中国兵器北重集团防务事业
部，记者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部开足
马力正常生产，与以往有别的是，车
间门口多了一道岗，对每位进出的人
都要进行严格登记并测量体温，工人
们都佩戴了口罩。

在服务保障事业部，门口的温馨
小提示、醒目的防疫宣传标语时刻提
醒着人们绷紧防疫这根弦。

在动力能源分公司检修班，工人
们正在紧张地为生产车间地下室暖气
回水主管道进行维修。

“2月10日复工后，按照防务装
备产品优先原则，我们合理安排了生
产计划，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力争本月完成 100炉钢以上。”
特钢事业部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

2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包钢股
份公司，生产部部长吴明宏介绍说：

“尽管疫情给企业的生产、运输、销
售带来很大影响，但我们25000多名
职工在确保健康安全的前提下，依然
24 小时奋战在一线，一天也没停
工。”

包钢炼钢厂制钢三部丁班9号炉
炉长张新宇告诉记者：“看到公司对
疫情防控这么严格，保护做得又这么
充分，我们一线工人很安心，可以铆
足了劲儿大干了。”

包钢是自治区最大的工业企业。
疫情防控以来，包钢结合企业实际，
一方面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全力保
障生产。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党委书
记、董事长魏栓师担任组长的包钢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自上而下建立
了包联制度，严格排查各类人员，加

强对办公场所、操作室、门岗、通
勤车、食堂、浴室等重点区域的消
毒以及口罩、消毒液等保障物资的
供应。同时，通过组织就近采购、
调整原燃料配比、寻找替代原料等
办法，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稳定平稳
运行。

在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包头
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没
有停工。人事行政部高级经理刘建椿
介绍说，早在除夕那天开始，企业就
对每位职工每天进行2次体温检测，
并将原来开着的3个大门关了2个，
同时做了应急预案，调整了上下班时
间，对所有职工的行动轨迹做了排
查，积极上报给了当地政府。

2月11日下午，记者在内蒙古杉
杉科技有限公司看到，3条生产线都
在有序运行，公司副总经理耿海龙对
记者说：“除了一条生产线没停工
外，另外 2条于 2月 10日恢复了生
产。现在公司的防控措施到位，职工
没有顾虑，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疫情
阻击战。”

据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管委会
副主任刘雪清介绍，截至目前，园区
132户企业中，除了5户企业一直未
停产外，2月 10日复工的有 31户，
复工比例达24.4%。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九原
区工业园区除了全力保障 8家连续
生产企业安全稳定生产外，按照有
序稳妥的原则，积极为拟复产的24
家企业创造条件，并提供全流程全
方位服务。截至目前，园区已复产
企业5家，2月15日前将另有5家企
业实现复产。

据了解，截至 2月 11日，包头
规模以上企业开工数为 233 户，占
总数的60%，另有50户企业正在做
开复工前的准备，将于近日恢复生
产。

包头：企业复工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