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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喂！巴镇长，我是任换林，我家的
30多只羊口吐白沫中毒啦！”2月5日17
时许，一个急促的电话打到乌拉特后旗呼
和温都尔镇副镇长朝格巴特尔的手机上。

接到电话后，朝格巴特尔和宣传
委员隋罡，立即驱车前往20多公里外
的巴音宝力格镇，咨询兽医后购买了
解毒药品，又马不停蹄地前往50公里
以外的乌兰哈哨嘎查，因进牧户家道
路崎岖，车辆无法通行，二人便步行2
公里将兽药及时送到任换林家中。

到达现场后，他们发现羊群口吐
白沫，精神不振。还没有来得及缓口

气，随即用电话与兽医进行沟通，在
兽医的指导下，他们与牧民一只只地
给中毒的羊群打针。直到羊群身上
的毒逐渐消散，已是晚上8时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啦，要不是你
们帮助，我这30多只羊可咋办，一年
好几万的收入就没啦！”牧民任换林
流着泪，握住两位乡镇干部的手感动
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家里有什
么事情尽管说，我们的手机 24小时
开机。”简单清洗后，没顾上吃口饭喝
口水，他们又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

把群众冷暖安危挂心头，呼和温都
尔镇基层党员干部用行动诠释着共产
党员的担当和责任。从1月29日至今，
他们一直坚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一年好几万的收入保住了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嘎查创新
开展‘围炉夜话’网络学习模式，我们
农牧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与专家学者
们学习畜牧养殖方面的知识和技
术。”2月6日，乌审旗苏力德苏木沙
尔利格嘎查党员王明宝动情地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乌审旗苏力
德苏木沙尔利格嘎查，创新学习课
堂，用好用活“围炉夜话”初心课堂网
络学习。

按照“居住相邻、从业相近、易于
集中、便于管理”原则，苏力德苏木合
理设定党员中心户服务半径，科学划
分网格，15至50户农牧户为一个网
格，一个网格确定1户党员中心户，
通过党员自荐和群众推荐、嘎查村党
支部研究公示、苏木党委审批等程
序，重点在嘎查村后备干部、合作社
负责人、致富带头人中，评选党员中

心户，统一进行命名挂牌。
“沙尔利格嘎查以畜牧业为主导

产业，定居点多、居住分散，创新开设
‘围炉夜话’初心课堂，有效解决了嘎
查农牧民党员‘工学矛盾’，因地制宜
建立了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了党员中心户上联支部、下
联牧户、带动党员、服务群众的作用。”
苏力德苏木党委副书记、政法书记青
梅说。通过探索建立党员中心户“五
级联动”模式，大力推行文件清单、报
到清单、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评价清
单“五个清单”工作法，苏力德苏木心
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增强了党
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行动自觉。

自“围炉夜话”初心课堂开设以
来，苏力德苏木累计开展便民服务活
动120余次，帮助农牧民解决生产生
活实际困难 248 件，代办各类事项
259 件，提供科学致富信息 300 余
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编
织出一张为民服务的“经纬网”。

“围炉夜话”初心课堂
开启网络学习新模式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摄影报道

“尽量不要出门了，一户人家3天
只能有一个出去购买生活用品，每次
出门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在乌拉山镇
天义新村小区大门口，一名胸口别着
党徽、左臂佩戴红色袖章的老人坚守
在岗位上，每天不厌其烦地向小区居
民讲解疫情防护措施及相关政策通
知，同样的话每天要重复上百遍。他
就是有着27年党龄的退休老党员阿
其图，值班人员都亲切地称他“阿哥”。

阿其图平日里就是个爱管“闲”
事的热心人，协助物业解决困难，调
解矛盾纠纷，帮助邻居换煤气、找水
暖工等平凡小事儿更是数不胜数。
疫情发生后，他主动承担起了单元里
的保洁消杀工作，劝说住户把堆放的
废纸等杂物彻底清理，为小区住户营
造干净整洁的环境。看到小区防控
力量不足，他主动同包联小区的工商
联工作人员一同值守，在协助开展出
入人员排查登记的同时，还要在小区
微信群发布疫情防控常识和政策通

知，为小区居民的健康和安全贡献力
量。

2月 8日这天，小区的两名住户
外出归来，正当值班人员核实他们的
身份信息时，阿其图一眼就发现该住
户的女儿很长时间没在小区出入。
经过一再追问、核实，证实该住户的
女儿刚从外地回来。他随即上报了
社区，采取了相应的隔离措施，将未
知危险挡在了门外。小区居民都对
他竖起大拇指，称他有一双“火眼金
睛”。也有人劝他说，大家都在一个
小区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
呢？而他却说：“共产党员不怕得罪
人。非常时期，为了左邻右舍的安
全，就是得罪了人也值得！”

看着老人这么辛苦，大家都劝他
休息一会儿，他却摆摆手说：“共产党
员这几个字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
来的，只要我还能行动，就会一直为
人民服务。”

一名党员一面旗。寒风里，这面
旗帜愈发鲜艳亮丽。阿其图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离岗不
离党、退休不褪色的初心和使命。

一名普通老党员的“战疫”担当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摄影报道

初升的太阳照在和林县新店子
镇西沟村，村口的吵闹声打破了疫
情防控期间固有的寂静，有人“闹
事”。

“王支书，我对你有意见！你看
咱们村的党员人人都给分配任务，为
啥我没有？我作为一名党员，在这个
关键时刻咋能在家待着，让群众说
我。”

原来，74岁的老党员李喜财来到
东渠防控站点，跟西沟子村党支部书
记王福恒激烈地理论起来。李喜财
平时不善言谈，也没有啥脾气，今天

却面红耳赤。
王福恒连忙解释：“看你岁数

大了，怕身体吃不消，就没给你安
排。”

就这样，老党员李喜财不甘落后
主动请缨，也如愿得到一份工作：包
联前瓦夭沟村 16户 32人的排查任
务，并负责村庄环境的日常打扫。

西沟子村大多是老党员，平均年
龄65岁以上，王福恒、李喜财只是他
们当中的一员。

当前，“科级干部包村、乡镇干部
包自然村、党员包联农户”，西沟子行
政村20个党员包联170户342人，发
动村民形成一张群策群力、群防群治
的“防控网”。

“王书记，我对你有意见！”

本报 2月 15 日讯 （记者 赵
娜）2 月 15日，记者从荆门市文化和
旅游局获悉，为感恩在新冠肺炎疫情
中守护健康、捍卫生命的医护工作者
和无私支援荆门市的内蒙古、浙江人
民，荆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倡导在全市
开展“感恩大爱致敬英雄”旅游公益
行动，该市纪山寺景区、沙洋油菜博
物馆、岳飞城田园综合体等 18家旅
游景区积极响应，共同出台优惠政
策，开展系列优惠活动。

据了解，优惠活动具体内容为对
全国所有持证医生、护士（凭有效身
份证明）游览参与此次旅游公益行

动的景区实施门票全免，景区内服
务和游乐项目半价优惠；对内蒙古
自治区、浙江省籍市民（凭身份证）
游览参与此次旅游公益行动的景区
实施门票全免；对荆门市持证医生、
护士（凭有效身份证明）游览参与此
次旅游公益行动的景区实施门票全
免，景区内服务和游乐项目半价优
惠；市属体育文化中心游泳馆对荆
门市持证医生、护士（凭有效身份证
明）实行半价优惠、羽乒馆免费。

优惠活动时间为参与此次旅游
公益行动的景区自恢复营业、正常开
放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荆门景区对医护人员和
蒙浙籍市民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王琳琳 李胜任 摄影报道

位于扎兰屯市的呼伦贝尔市传染病医院，
是呼伦贝尔市定点救治医院。疫情就是命令。
1月26日，医院取消春节假期，523名职工冲到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一封封请战书、一句句“让
我上”，彰显出疫情不退我不退的医者情怀。

2月4日至5日，3名确诊患者先后转入
传染病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感染性疾病
科的医护人员迅速投入战斗。

第一支进入隔离病房的医护组进入隔
离区，接触确诊病患。护理组成员大多是
80后、90后，一层层防护服遮住她们稚嫩的
脸庞，但留给人们的是她们勇敢向前的身
影。医疗救治专家组的专家平均年龄已近
半百，但他们仍奔波忙碌在战“疫”一线。

鉴于3名确诊患者为孩子、母亲、祖母这种
特殊的亲情关系，同时又分散在不同的病房进
行治疗，彼此相互牵挂，医院积极做好这个家庭

的关心关爱工作，用人文关怀筑起她们抗击疫
情的坚定信心。

确诊患者中有一位高龄老人是少数民
族。为了更好地沟通，建立起相互了解、信任
的基础，医院特意选调熟悉她本民族语言的大
夫、护士，为她一对一地进行医疗、护理服务。

元宵节团圆夜，当医护人员将热腾腾的
汤圆端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的眼睛湿润了。

“在医院的这些天，工作人员对我们照顾得挺
好，一日三餐都很好，没想到正月十五还为我
和家人准备了汤圆，真的很感动。”第一例确诊
患者说。

传染病医院院方表示，这3名确诊患者是
一家人，为了让他们树立信心，同时让他们感
受到外界的温暖，医院特意在正月十五这天为
他们准备了汤圆，希望他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共
同战胜病魔。

疾病无情、人间有爱。白衣使者的集结
号已经吹响，每一位医务人员都在自己的战场
贡献着力量，他们正用热血担当、医者无悔的
行动铸就起保卫百姓健康安全的“生命防线”。

隔离病房里的人文关怀

□本报记者 徐永升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内蒙
古赤峰市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全
力抗击疫情。2月 14日赤峰市普降
中雪。赤峰市委书记孟宪东不顾雪
大路滑，到翁牛特旗检查指导疫情防
控工作。一下车，孟宪东就直奔百合
南区现场检查封控隔离情况。随后
召开座谈会，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靠前指挥，干部身先士卒。
寒风中，赤峰市1800多支党员志愿服
务，逆行而上，不惧风雪，一如既往守
卫着群众生命健康防线，彰显共产党

人的本色和担当。
去年底，赤峰市在保持原有街道、社

区行政区划不变的基础上，按照“每300
户左右居民设立一个网格”的标准，在
1652个社区网格中建立小区（网格）党支
部573个、网格（小区）党小组1329个。

在防控疫情中，这些党建网格真
正发挥了作用。市里动员网格内1.4
万名市、旗两级机关企事业党员亮出
身份，充实到网格员队伍中，组建党员
志愿服务队1800多支。在风雪中中，
他们排查疫情、巡查巡访、监管卡口，
一个个坚守专注的身影，成为雪中最
美的风景。

（图片由赤峰市委宣传部提供）

风雪中，他们坚守的样子很美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高佳 孟和朝鲁 于涛

2月 14日，我区首批援助湖北医
疗队的 139名医护人员在荆门已经
工作近20天了，忙碌的白衣战士们
每天都在与疫情战斗，无暇顾及安
危、无暇思念家乡。危急、抢救、心
疼、感恩……通过连线，医护人员们
讲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在了
我们心里。

“一个班，6到8小时穿着厚重的
防护服，要做到不吃不喝不如厕。”医
疗队队员、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张卿
说，为了避免突发情况，他们还必须
穿上了成人纸尿裤。

“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她们有
时需要依靠安眠药；为了避免交叉
感染，除了吃饭睡觉，他们口罩不离
身，脸上是深深的勒痕；不断地洗
手、不断地消毒，从褶皱到开裂，他
们忍着，把疼放在心里……”同样来
自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徐磊
在一旁补充道。

在连线中，记者问及是否能和家
人保持联络。张卿表示，因为工作特
殊，很多医护人员的家人都不知道他
们到了湖北。说着，她从旁边叫过来
一个年轻护士，“她的妈妈一直以为
她在呼和浩特，因为工作需要隔离，
不能回家！”

而张卿自己，在连线前几分钟，
挂掉了80多岁老妈妈的来电。她不
敢接，接了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谎言
去“欺骗”母亲。

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是父母的
孩子，是孩子的父母，面对这些远
在内蒙古的牵挂，他们只能一遍又
一遍重复地说着“没事儿”“放心
吧”“我们挺好的”……同时，把这
些情感化为能量，马不停蹄地开展
救治。

我区首批援助湖北医护人员在研
究病例。 乌日娜 摄

我们挺好的

查验通过放行。

医护人员精心照顾患者。

阿其图向住户宣传防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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