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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和岩画学家，全国中青年
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九届委员会
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原常务
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原主委盖山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
年2月9日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85岁。

盖山林同志，满族，1935年9月出生，河
北省行唐县人。1956 年 3 月参加工作，
1988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
3月至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分行工
作；1956年8月至1960年9月，在西北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60年9月，在宁夏
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任历史组组长；1962年4
月，在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现内蒙古文物考

古研究所）工作；1987年1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98
年1月至2003年1月，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
进会中央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四届
委员会主委；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副
主席；2009年7月，退休。

盖山林同志是第七届、八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八届内蒙古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盖山林同志逝世

本报 2月 20日讯 （记者 郑学
良）最美的鲜花捧给你，最深情地问候
送给你。2月20日临近中午时分，自治
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王莉霞
来到位于新城区的嵘泰大酒店，迎接慰
问即将到这里进行集中封闭轮休的内
蒙古第四医院第二批一线医护人员，送
上了党和政府的问候，称大家是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

当载着40名医护人员的车辆驶入
驻地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呼和浩特市
文新广局工作人员和酒店员工拉起了
写着“一线的白衣天使你们辛苦了，欢
迎你们平安回家”红色条幅。

王莉霞满怀深情地向大家问好，
她说，平日里，医护人员是救死扶伤
的白衣天使，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你们舍小家、顾大家、逆
风前行，成为不畏险阻的人民战士，
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斗争，为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付出了努力，
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代表市委、
市政府，全市人民和牵挂你们的亲人
们看望大家，希望大家安心休养，以
利再战。

王莉霞说，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在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下，在全市人
民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所有医护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定点医院，呼和
浩特市的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
在内蒙古第四医院接受治疗，有2名病
例已经治愈出院。该院首批45名医护
人员经过14天的休息调整已经从集中
轮休酒店返回工作岗位。本次进行轮
休的是第二批医护人员，共有40人，包
括 2名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医
生。

王莉霞迎接慰问内蒙古第四医院
第二批轮休的一线医护人员

鲜花献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宋爽）
2月 18 日至 20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马
学军赴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市开展调研
督导。

马学军一行来到两地高速出入口，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临河区集中隔离观
察点、曙光乡治安村、五原县套海镇现
代农业产业园、联邦制药公司和包钢集
团、神华包头煤化工公司、通威集团、华
塑包装公司等14家单位企业，实地调
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
重大项目建设、春耕备耕、产业扶贫、安
全生产工作情况。

马学军指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都是必须打赢的硬仗。各地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部署要求，分区分级分类施策，一手
抓实疫情防控，一手抓紧经济社会秩序
恢复，确保疫情防控有力、道路交通畅
通、企业生产有序，尽可能将疫情影响
降到最低。要确定专班专人，认真研究
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严格
落实援企稳岗各项政策，因地因时因业
因企施策，切实加快开复工进度。要盯
紧盯牢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对接好上下
游，衔接好产业链，做好重大项目前期
及储备工作，确保应开早开、能开尽
开。要抢抓农时做好春耕备耕，抓紧推
进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组织好贫困劳动
力就业，推动扶贫项目尽早开复工。要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压实工
作责任，为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提供
安全稳定环境。

马学军在巴彦淖尔市包头市调研时强调

分区分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 做到两手抓两手硬

本报呼和浩特2月20日讯 （记
者 郑学良）经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
两级新冠肺炎诊治专家组会诊，呼和
浩特市2名新冠肺炎患者分别于2月
19日和20日先后治愈出院，前者为该
市首例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19日治愈出院患者于1月22日，
从武汉回到呼和浩特市，1月23日，身
体出现不适，27日，进行核酸检测。1
月 28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专
家组会诊，该患者被确定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当日，收治于内蒙古自治
区第四医院。通过专家组与医院医务
人员积极治疗，患者临床症状消失，2
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自治区

和呼和浩特市两级专家组确认，符合
出院标准，于2月19日出院。出院后，
继续隔离医学观察14日。

20日治愈出院患者，是呼和浩特
市第二例出院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该患者出现发热、咳嗽症状，就
诊，2月 3日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并经
专家组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
日入住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通过
专家组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救治，患者
临床症状消失，连续2次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经自治区和呼和浩特
专家组两级会诊，确认达到出院标
准。于2月20日出院，继续隔离医学
观察14日。

呼和浩特2天2例
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

□本报记者 刘玉荣

“老哥啊，这是你要的蔬菜和大
米，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我们尽量帮忙办好。”2月 19日，内
蒙古大兴安岭吉文林业局吉库林场
主任刘军，将刚代购的蔬菜和日用
品交到留守职工孙丙华手上。

吉文林业局位于鄂伦春自治旗
吉文镇，而吉文林业局吉库林场离
林业局还需要 56 余公里的路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林场有20多
户留守家庭，多半是年龄大的老人，
由于疫情来得突然，非常时期，不能
出门，林场职工群众家中所备生活
用品都不多，各项消毒物品及防护
用品也都没有，林场通往林业局的
客车又停止运行，无法购买物品，居
民生活受到一定影响。为此林场召
开会议组建了党员志愿者突击队，

居民生活必需品由林场统一到镇上
代购。同时，林场党员志愿者突击
队负责区域管护站、检查站，掌控流
动人口动态，深入居民家中为他们
送去酒精、消毒液、口罩等防护消毒
用品，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引导群众
不出门、不聚集，做好消毒防护。

“听说前两天吴海龙家的马丢
了，也是咱们林场给找回来的，林场
党员干部和职工为大伙儿办实事，
有你们在，我们很安心！”孙丙华感
慨地说。林场党员干部将群防群控
工作延伸到辖区内群众生活方面，
通过问、听、记、议4个环节，一起想
办法“帮你办”，解决群众需求与困
难。

这支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在做好
宣传发动、摸底排查的同时，严格管
控出入山人员，强化服务意识，喊出
了“跟我上，帮你办”的群防群控行
动口号，并落实在行动中。

“跟我上，帮你办”

本报锡林郭勒 2 月 20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苏尼特右旗驻嘎查村第
一书记积极行动，尽显“第一”担当，
纷纷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既争当
阻击疫情的勇士，又争做脱贫攻坚
的战士。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关键是
“防”。在苏尼特右旗，第一书记们
带领嘎查村干部，实行“三级网格
化”管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
优势，切实做好网格内重点人员管
控、卡点劝阻、信息上报等工作，为
疫情防控提供第一手资料，织密疫
情防控网。截至目前，该旗63个嘎
查村划定 501 个网格，对 3973 户
11093人进行网格化管理，筑起一
道疫情防控严密的防线。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中，苏尼特右旗阿门乌苏嘎查第一
书记朝克吉勒率先启用了自助微信
扫码登记系统，准确掌握出入人员
动态；巴彦淖尔嘎查第一书记乌日
柴呼及时制作“蒙汉双语防控宣传

册”，使科普知识宣传更接地气……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第一书记们同
嘎查村干部群众一道开展把牢一处
疫情监测、搞好一场防控宣传、做好
一系列志愿服务、维护一片区环境
卫生的“4个1”活动，切实把病毒拒
之门外。

在疫情防控中，第一书记们克服
防控物资短缺等实际困难，主动了解
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
问题，及时给予协调解决。嘎查村内
实行道路管制后，面对牧民购买生活
用品的难题，巴彦高毕嘎查第一书记
孟根主动当起采购员，为牧民定期配
送生产生活必需品，有效减少人员流
动；查干乌苏嘎查第一书记苏德入户
开展防疫宣传，给牧民群众捐赠紧缺
的消毒物资。

疫情当前，苏尼特右旗63名驻
嘎查村第一书记、128名驻村工作队
员“舍小家、为大家”，以“第一”担
当，充分发挥“尖刀兵”作用，与基层
党员干部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站在一
起，共筑疫情防控坚强防线。

苏尼特右旗：第一书记
尽显“第一”担当

□本报记者 刘春

2 月 20 日，早起的荆门依然安
静，街上无人，偶尔出现的车辆，有的
拉着蔬菜，有些装载物资，有些是疫
情防控公务车，很少见其他车辆。

看到了内蒙古的疫情消息，得知
按照防控实际情况，内蒙古将城市进
行了分级防控管理，并且没有出现新
增加病例。我想，这时候即使下雨下
雪，草原人民心里都会有春和景明的
欢悦。

虽然荆门的病例也在减少，但是
还不敢太过乐观。积极救治、严格防
控仍然是这里的关键行动。不过，形
势整体在向好，想来，在大草原上刮
起的春风，总会吹到这里。

内蒙古支援荆门的医务人员，在
一如既往地忙碌中，期待着那一日的
春夜喜雨。内蒙古医院重症监护室
护士长顼雪莲，被医疗队分配到了京
山市。她告诉我们，今天病区有3例

患者从危重区转到普通区，每每看到
这些，她的心里就会敞亮几分，她说：

“就像看到春天来了”。说这句话的
时候，她的开心溢于言表，让闻者也
跟着高兴起来。

顼雪莲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
话：希望我们在离开病区的那一
天，轻轻地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
一个病毒……我觉得，离胜利已经不
远了……

她的愿望和期盼，也是内蒙古医
疗队所有医护人员的愿望和期盼。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在这些医护人
员的一言一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体现。他们，就像一群久盼着春天，
忽然听见春雷的声音一样，总是为一
个个惊喜而开心，用一个个惊喜来鼓
励自己：再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与疫情的斗争还在持续着，医护
人员从环境的陌生到熟悉，从饮食习
惯的不适应到逐渐适应，从面对疫情
的焦虑到逐渐轻松，从对患者的陌生
到熟悉，一路走来，经历了难忘的心

路历程，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和努力。
回到驻地，关闭在房间里，一天

的疲倦袭来，他们都想美美地睡上一
觉，可是没有人能够安然入睡，于是，
便有了各家媒体刊发的各类“日记”：

“我们大脑里总是闪现那些患者信任
的眼神儿、感激的话语……夜里，更
是想家的时候，父母、孩子，恋人，在
大脑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因为无法进入病房，我们的一些
素材来自医疗队队员。内蒙古一机
医院杨帆在日记里写到：2月 20 日，
荆门的天气忽冷忽热。12 点 30 下
班，回到驻地宾馆已经 13点 05分，
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清洁鼻
孔、耳朵、眼睛等隐匿部位，完成半
个小时以上的消毒洗澡，一天的“护

理”工作才算正式告一段落。今天监
护室中有位大爷精神状态很不错，吃
饭的时候，他还问我：“姑娘，你吃饭
了么……你们从内蒙古那么远过来，
谢谢你们……”这几天，患者给了我
们太多的感动，心里暖暖的……

与这些“暖心”相比较，荆门的春
天有些冷，没有暖气的房间也冷，北
方来的人，多少有些不适应。但是没
有人会打开驻地房间的中央空调。
同行的医学专家们，时不时会提起非
典时期发生在北京的那次空调传染
事件。

春天终会到来，当春暖花开的时
候，房间里便不会再冷了。于是，对
于春天的期盼，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共
同期盼。我们，已经感到迫切了。

□本报记者 张文强

“降压药带够没？”“注意监测体温，随时保持联系。”
“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
2月19日晚，在内蒙古第四医院，呼和浩特市首位治愈

出院患者曾先生，与应急病房的医护人员依依告别。
道不尽的声声叮咛，寄托着医务人员对他的深情牵挂；

说不尽的句句感谢，表达了他对医务人员的真诚谢意！
曾先生是1月28日确诊入的院，入院后，历经内蒙古第

四医院两个应急救治梯队的精心救治。
“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敬佑生命、大爱无疆的白衣天使。”

曾先生说，在20多天的时间里，病房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
给予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

“曾先生刚入院时，可能由于心情的缘故，不怎么说话，
也不愿意和医护人员交流。”第一应急救治梯队护士长王颖
丽说，曾先生特别爱吃面条，其它啥都不愿意吃。但医院食
堂距隔离病区较远，把面煮好后再送来就会影响口感。

一碗面条难住了医护人员。“我的住处与隔离病区仅一
墙之隔，我在家做好后再送来，肯定没问题。”一天，医院护理
部主任黄巧巧听说后，趁午休时间，回家专门为曾先生做了
一碗面。

当护士将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曾先生面前时，一股暖流
瞬间驱散了曾先生心头许久的恐惧与孤独。

“一碗面仿佛打开了曾先生的心结。”王颖丽笑着说，自
从吃了那碗面后，曾先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但胃口大开，
而且从以前的默默不语，到后来还会偶尔和他们开个玩笑，
性情发生了很大转变。

“他们的诊疗技术非常精湛！”曾先生说，由于专家团队
为他及时介入了中医药治疗手段，使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他
的病情也恢复得特别快。

“这说明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医疗技术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曾先生高兴地
说，他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感谢伟大的祖国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的医务工
作者。

2月20日中午，呼和浩特市第二例治愈患者林先生高兴地走出内蒙古第四医
院应急病房，向前来迎接他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

让林先生遗憾的是，他未能与第二应急救治梯队的医护人员说声告别。就在
他出院的前几个小时，第二应急救治梯队圆满完成14天的救治任务，离开医院转
入医学隔离观察期。

“出院后，我要录制一个音乐视频，歌名都想好了，就叫《歌唱祖国》”林先生感
慨地说，他要特别感谢这个新时代，感谢内蒙古第四医院、内蒙古中医院的专家，
是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将他的疾病治愈。

“不要抱怨，活着就挺好！”林先生表示，经历了这场人生变故，他的人生观发
生了很大变化，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他将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不
负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特
别
感
谢
这
个
新
时
代
！

—
—

呼
和
浩
特
市
治
愈
患
者
出
院
侧
记

2月 20日，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内蒙古日报社捐赠抗疫物资。
在疫情防控期间，内蒙古日报记者、编辑投入到一线抗疫采访报道中，让读者第一时
间了解疫情相关信息，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本报及其他媒体单位捐
赠抗疫物资，一同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于涛 摄

关爱一线媒体记者

春寒中的温暖春寒中的温暖
杨 帆 和 患 者杨 帆 和 患 者

在一起在一起，，做出做出““胜胜
利利””的手势的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