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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我在岗

奉献爱心 抗击疫情

防控知识天天讲

□本报记者 刘春

已经到沙洋县 3天了，却不知道
窗外的湖叫什么名字，一是无人可问，
二是见到了人，却想不起去问。但是，
每次站到窗前，总会心里痒痒的想知
道这个湖的名字，就像每天睡前和早
起，都会想这几天要采访些什么。

我的采访遇到了一些“困难”。不
少医护人员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故
事，他们口才也好，讲起故事来或者神
采飞扬，或者感人泣下。但是，当我拿
起设备，准备记录的时候，讲述者却一
挥手：“不好意思，我不敢露脸。”

他们看上去都很活跃，绝不是因
为害怕或者害羞。追问了一句，不敢
露脸的原因，竟然是怕家里人看到。
再一问，竟然是偷偷报名参加支援荆
门医疗队的，家里人都以为他们在单
位值班。

他们怕我误会，又说，我们给你讲
故事，你来写，只要不说我们的名字，
不发我们的照片和视频就行。一名女

护士说，出发的时候，她的照片被媒体
发出来，不知道怎么就到了父母那里，
结果解释这件事情，颇费周折。

他们自然也知道“逆行”的危险，
也知道生命诚可贵，也知道家人的担
心。但是，当疫情发生后，他们首先想
到的是不能缺席这场战役，只有如此，

才无愧于这个职业，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

我这样的表述，似乎有高大上之
嫌。实际上不是。现实中，他们这样
的“逆行者”并不少，正是他们，牵引着
正能量，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勇于打
拼，敢于牺牲，才使这个时代不断进
步，不断发展。

“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疫情的危
险，但是我们又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
避开危险，所以，这些事情必然是我们

来做，这不正常吗？就像消防员，着火
了一定是他们冲在前面。”他们还说，
尊重自己的职业，就是尊重自己。

他们的观点十分朴素：当医生的
就去救死扶伤，做战士的就该冲锋陷
阵，做清洁工的就要保证地面片纸不
留……

我便由“逆行者”想到了“匿形
者”——在队伍中，这些医护人员只是
普通的一员，在患者面前，穿着封闭的
防护服，没有人会看到他们的长相。
他们每个个体，就像匿形者，不辞辛

苦、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医者仁心。

“我们就是来干活的，早点把患者
治好，早点回家，哪有时间想那么多事
情？父母责怪也好，亲人担心也好，我
们平安回去，什么结也都解开了。”说
这话的是个九零后小伙子，名字叫陈
思。

“哪有时间想那么多事情？”我为
这句话点赞！忙碌者无闲心，忠诚者
无二心，仁义者无歪心，踏实做事，本
分做人，定当无往而不利。

灾难考验人心。现在，我身边的
这些来自内蒙古的医务人员，经受住
了考验，冲了上来，无关名利，只为救
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他们？

疫情终将过去，春天已经来临。
窗外那个湖的名字，我迟早会知道！

逆行的“匿形者”

□本报记者 韩继旺

2月 15日，乌拉特草原的夜晚寒
气袭人。乌拉特中旗温更镇组统委员
达布希拉又准时来到堵卡点值班，需
要从晚上10点值到第二天早上7点。
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卡点上监测登
记过往车辆信息、测量行人体温等，对
外来车辆、人员，无特殊情况的一律劝
返。

“从大年初二接到指令返回工作
岗位，现在已经连续工作了20多天，
一直也没时间回家。”达布希拉说。

作为镇党委班子成员，达布希拉返
回工作岗位后，立即组织全镇8个嘎查
组全部成立“尖刀班”，并主动担任班长，
站到了疫情阻击战的第一线。他和同事
及嘎查“两委”组成的排查组每天挨家挨
户走访，排查嘎查常住人口和近期返乡
人员、居家隔离者，并按照“一对一、人盯
人”的方式跟踪监管，同时还为牧民代买

生产生活必需品。
达布希拉说：“对外来人员一般是

以劝返为主，不让流动，嘎查牧民要是
有需求去旗里买生活用品之类的，我
们就把所需的物品登记好，代购回来
后再转交给牧民。”

达布希拉父亲 2019年底做了食
道癌手术，在家卧床休息。这个春节
假期，达布希拉准备好好陪陪父亲，
精心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让他恢复
得快一点。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彻底打乱了达布希拉的计划，他
把照顾父亲的重担交给了妻子，自己
义无反顾地返回工作岗位，全身心投
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只有在晚上
不忙的时候，才能和妻子视频聊天，了
解一下父亲的身体状况。

达布希拉说，父亲做完手术后 3
个月的复查时间已经到了，但由于工
作需求，他现在只能把家里的事情放
在一边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早
点结束，回去好好照顾病重的父亲。

达布希拉：冒严寒守卡点当“代购”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包慧慧

“发生疫情后，宅在家的我每天刺
绣，没耽误挣钱，过得特别充实。”2月14
日，住在巴彦呼舒镇铁路社区的绣娘梅
荣拿着刚刚完成的绣品高兴地介绍着，

“这是一幅定价7000元的‘双鱼牡丹
图’，寓意富贵吉祥。这个春节我哪也没
去，提前将这幅作品完成了。”

代钦塔拉苏木的陈占荣足不出
户，也过了一个满满当当的春节。“我
的订单是两个被罩上的刺绣图案，过

几天就可以绣完，等到疫情过去，绣品
交上之后，两个孩子开学的费用也攒
齐了。”陈占荣每天打扫房间后，便开
始做刺绣活，虽是疫情防控期，但丝毫
没有影响她靠手艺挣钱。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虽
然科右中旗嘎查村屯比往常冷清了许
多，但是宅在家中的绣娘们却飞针走
线，忙着赶绣订单，“宅”出了收入，宅
在家里做出了贡献。“疫情发生后，我
们通过微信群要求所有创业大学生和
绣工做到无事不出门、不组织参与聚
众，并要求绣工们在3月1日前完成年
前发放的价值 300 万元的刺绣订

单。”科右中旗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
服务协会主席杨福林介绍说，春节这
段时间，科右中旗的1000名一级绣工
防控、生产两不误，订单完成后，预计
平均每人可增收2000多元。

“我们有微信群，群里开设刺绣课
堂，进行集中培训，绣娘也会在群里上
传分享自己的刺绣作品，大家交流刺
绣方法，彼此鼓励，学习氛围十分浓
厚。”梅荣说，现在外面疫情很严重，我
们群众能做的就是尽量呆在家里，不
给大家添乱。学习刺绣，一是让自己
有点事做，二也是保持乐观开朗的心
情，我们相信“春天”一定会来的。

疫情之下没有旁观者，谁也不是局
外人。绣娘们一针绣山河，一线系疫情，
通过捐款贡献力量。在高力板镇道本恩
格热嘎查，71岁的白小丫头毫不犹豫地
拿出通过刺绣赚来的500元钱捐给抗疫
前线，“一想到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
人员那么辛苦，就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巴彦呼舒镇海龙屯嘎查的绣娘于玉明也
第一时间捐出1000元，广大绣娘们纷
纷慷慨解囊、传递温暖，他们将善款转交
到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由协
会将创业大学生和绣娘团队共同筹集的
2万元钱全部捐献给旗红十字会，助力
疫情防控工作。

一针绣山河 一线系安康

□本报记者 宋爽

这几天，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
旗获各琦苏木的巴拉乌拉、查干高勒
和前达门嘎查，牧民们常常可以见到
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警察，他不厌其
烦地给牧民讲新冠肺炎的防控常识，
提醒大家待在家中、不要串门。

他是内蒙古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
队巴音戈壁边境派出所民警王丞泽。
在牧民眼里，王丞泽和顔悦色、耐心细
致。却不知道，此时，他的内心五味杂
陈，爷爷正病重，母亲也生病住院。

王丞泽仍然记得去年冬天给爷爷
的承诺：过年就回家，给爷爷做一顿红
烧鱼吃。然而现在，却是爷爷不让他
回家。

王丞泽的爷爷今年83岁，是一名
退伍老兵。平日里，老人对王丞泽格
外疼爱。疫情袭来时，作为派出所骨
干力量的王丞泽毅然投入到这场抗

“疫”阻击战中。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
上，正在一线执勤的王丞泽接到父亲
的微信，得知爷爷因突发脑溢血深度

昏迷，住进了ICU，家人担心影响王丞
泽工作一直瞒着没有告诉他，老人的
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家人想让王丞泽
有个心理准备。“你安心工作，爷爷有我
们照顾，放心吧！”父亲的安慰只能暂时
缓解王丞泽的担心和害怕，一面是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一面是割舍不断
的亲情惦念。领导得知情况后，决定
给王丞泽几天假期，回去照看爷爷和
母亲。这时，经过抢救的爷爷终于苏
醒了。当得知孙子要从工作岗位返回
时，爷爷给王丞泽拨通了电话。

“不许回来！记住，你是共产党
员！共产党员不就是在这种关键时
刻冲在最前面的人嘛！”躺在病床上
爷爷在电话中阻止准备回家探亲的
王丞泽。声音虽然有些虚弱，却掷
地有声。电话这头短暂沉默后，传
出低低的啜泣声，“爷爷我听您的，
您一定要保重，等疫情过去了，我回
家看您！还要给您做红烧鱼呢。”有
国才有家，在危难时刻，共产党员不能
掉链子！放下电话后，王丞泽眼含热
泪，迅速做好防护，重新返回执勤防控
一线。

“不许回来！记住，
你是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霍晓庆

2月14日，呼和浩特市气温骤降。
赛罕区前进巷，4个没有物业没有门房
的老旧小区门口，立着4个帐篷。帐篷
里，一张行军床、一个凳子、一个电暖器，
就是值守人员全部的装备。

晚上9点多，气温零下十几度。
赛罕区信访局年近60岁的党员赵建
忠和其他3名党员一起，仍然守在帐
篷前。有居民进出的时候，赵建忠就
在外面登记；没人进出的时候，他就在
帐篷里用大棉衣裹住自己的腿，尽管
有电暖器，仍忍不住瑟瑟发抖。

巡查完各小区的兴康社区党委
书记李宜珊看到这一幕，感动地说：

“他们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
到我们社区，冲在一线，尽心尽力，
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兴康社区辖区内有27个老旧小
区，2750户居民。小区都没有物业，没
有保安，有的连大门和门房都没有，社区
工作人员只有7名女同志。疫情发生
后，她们放弃春节休假，第一时间返回社
区。紧急联系工人安装大门、在每个单
元门口张贴温馨提示、入户走访排查、挨
家挨户打电话采集信息、做消杀、在小区
门口设登记卡点、安抚居民情绪……白
天奔波，晚上整理信息，忙个不停。

关键时刻，李宜珊在社区党员微
信群里发出请求支援的通知。一时
间，不仅有很多党员站出来主动认领
时间段，在小区入口的卡点站岗，还有
的居民主动拿起扫把清洁小区卫生，
有的则主动担起了楼栋长的职责。同

时，一批批市、区下派干部和社会各界
的志愿者也赶来增援。

很快，服务社区的各类人员增
加到80多人。“这场灾难，把互不相
识的人变成了并肩的战友。大家凝
成一股绳，只为一个目标——百姓
平安！”李宜珊说。

看到这么多工作人员吃饭无法
解决，社区里的金字塔幼儿园主动
把食堂贡献出来，绿联合作社也送
来了新鲜蔬果；

得知工作人员物资紧缺，口罩3
天换一次，居民伊君把自己好不容
易买到的100个口罩捐了出来；

得知社区消毒水不够用，经常
在社区办活动的溜溜社团送来5大
桶消毒液；

还有很多爱心人士送来了御寒
的棉衣和米面油、方便面、矿泉水
等，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

社区居民袁文军将感谢的话发到
了朋友圈。他说，居家隔离期间，是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将他急需的慢性
病治疗药物和新鲜蔬果送到家里。解
除隔离后，他主动到社区报到，想为大家
做些什么。居民张磊还记得，在被送去
隔离的那个晚上，从他在家收拾东西到
入住酒店，整整一个多小时，社区工作人
员孙丽雅大姐的电话一直没断线，大姐
的耐心安慰抚平了他的恐慌情绪。

“这次疫情，让人看到了爱的力
量。等疫情过后，我要好好抱抱他
们，抱抱每一个无私付出的同志，抱
抱可爱的居民们。还要看看他们摘
下口罩的样子，努力记住他们的笑
脸。”李宜珊说。

只为百姓平安

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怎样
正确使用消毒剂？

答：1. 机关单位、居民社区、公共
场所等负责消毒工作的人员需严格遵
循消毒产品说明书，按照有关规定科
学合理使用消毒剂，避免和减少消毒
剂的滥用。

2.消毒产品只能用在说明书标识
的对象上，不可超范围使用。

3.每种消毒剂应单独使用，不要
混合使用不同种类消毒剂。

4.严格按照说明书浓度配制消毒
剂，保证说明书最短消毒时间。

5.人体皮肤消毒主要针对手部等
裸露部位进行，没有必要进行全身消
毒。使用消毒剂最好选用市售产品，
如75％酒精、碘伏和过氧化氢消毒液，
不要自己配制消毒液进行皮肤消毒。

6.家庭要安全保存消毒剂，不要
使用饮料瓶盛放消毒液体，消毒剂要
放在儿童不能获得的阴凉处。

7.在特殊场合配制和使用高浓度
消毒剂，或长时间使用消毒剂时，应穿
戴防护用品，如防毒面罩（注意不是口
罩）、防护手套（可用乳胶或橡胶手套，
不可使用棉布或棉线手套）。未穿戴
合适防护用品，不可在密闭空间内配
制和使用消毒剂。

问：常见消毒剂引发中毒后，如何
处理？

答：1.呼吸道吸入接触者，立即脱
离中毒环境，到空气新鲜处。

2.皮肤黏膜（包括眼睛）接触者，
立即使用大量流动清水反复冲洗 10
分钟以上。

3.口服接触者，可口服牛奶、米粥
等保护胃肠道粘膜。

4.如果患者接触剂量较大，或者
症状持续不改善，应立即送医院救
治。

（本报记者 赵娜 整理 来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如何正确使用消毒剂

本报乌兰察布2月17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见习记者 郭羽） 2
月 17日，应国家商务部要求，自治区
商务厅紧急协调“中国薯都”乌兰察布
市商务局及邮政公司等部门调拨马铃
薯 2500吨驰援武汉，首批 50吨已起
程，其余的15天内运完。

承担此次运输任务的内蒙古邮政公
司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在集宁当天上午
9时装车，11时发车运往武汉。2天后，
武汉市民在市内各大超市便可见到新
鲜、优质的乌兰察布马铃薯。

乌兰察布市邮政公司总经理白音
说：“为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此次任务，我
们共调运6辆货运车辆、7名司机组成党
员突击队，承担马铃薯运输任务，今日

首次发运50吨，以后每天按25吨发运。”
这2500吨马铃薯由内蒙古华颂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可以保障武汉市
场2个月的马铃薯需求。该公司仓储部
经理刘卓伟介绍说：“我们公司有华颂系
列新品种10多个，其中华颂7号口感细
滑绵软，是我们培育的优良品种，这次发
往武汉的正是华颂7号，我们要让武汉
人民吃上中国最好的马铃薯！”

乌兰察布市商务局局长郭晓东说：
“当前武汉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紧要关
头，作为草原人民，我们也感同身受。我们
乌兰察布作为马铃薯之都，把品质最好的
土豆筛选出来支援给武汉人民，这也代表
了我们草原儿女的一片真情，希望武汉在
抗击疫情阻击战中早日取得胜利。”

乌兰察布市2500吨马铃薯支援武汉
首批50吨今日起程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胡建华

外面白雪皑皑，棚内一片葱茏。
走进开鲁县飞机场村设施农业小区，
虽然棚棚菜品不同，但关不住满园春
色。

赵宇家1亩2分地的暖棚里，全是
绿油油的白菜。“春节前，平均一把菜
叶卖到2元钱，现在虽然便宜一些了，
但总的收入还是不错。”赵宇妻子张淑
丽边摘菜叶边介绍，暖棚一年种3茬，

年收入至少5万元。赵宇说，疫情对
他们家发展设施农业影响不大，现在
正着手春棚的种植，已在育秧厂订购
了香瓜苗。

开鲁县充分认识防控疫情和经
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在全力以赴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六稳”工
作，特别是全力抓好备春耕、现代农
业示范项目建设、农产品销售和脱贫
攻坚等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有序组织
农业生产和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

展。
备春耕生产方面，该县积极引导

农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调整种植结
构，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增加红
干椒、蔬菜、杂粮杂豆等特色高值高效
作物生产；积极抓好物资资金筹备，着
重在协调金融贷款，组织肥料、柴油等
农资货源，调度种子特别是特色作物
种子，加强农资市场监管等方面下功
夫，确保农民用上安全、优质、放心农
资和农机配件；考虑到当前疫情防控
的严峻形势，开鲁县通过“互联网+农

业”等农业新业态培训，提高农民应用
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的能力。

开鲁县辽河农场二分场的庄廷文
经营着两座暖棚，平时赶集卖菜。新
冠肺炎阻击战打响以来，他和妻子响
应号召不出门不聚会。但他俩可没宅
在屋里，而是每天蹲在暖棚里忙活，种
小白菜、育黄瓜苗、扣膜……棚里的活
一点没耽误。现在，小白菜长势喜人，
黄瓜苗也正往棚里移栽，用不了几天，
就会绿油油的一片。

开鲁县：关不住的满园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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