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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近日，就阿拉善盟如何落实好自
治区《关于实行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的意见》，记者专访了阿拉善盟委副书
记、盟长代钦。

代钦说，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阿拉善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
治区的决策部署上来，第一时间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构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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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级领导包联指导，广大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社会各界和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有力有效落
实各项防控举措，保持了无确诊病
例和疑似病例的良好局面。

一是盯紧重点防控环节。按照自
治区对四类地区“外防输入、精准预
警”的要求，综合考虑环盟周边疫情形
势，全面恢复道路交通，继续加强交通
要道防控检疫，坚决织密织牢交通卡
口、社区（嘎查村）管控和就诊筛查“三
道防线”，继续巩固群防群控、联防联
控成果。发挥盟市间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作用，分析返乡、返岗、返校等返流

态势，动态调整防控措施。进一步完
善应急预案和预警信息发布机制，统
筹各类医疗机构、人员、物资，实施分
类管理、梯队部署，做好防控突发疫情
和突发事件准备。

二是推动企业开工复工。严格落
实自治区支持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
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15条措施，用足用活各项惠
企稳企政策。大力推行“一企一策”

“首席服务官”“派驻联络员”等制度，
通过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降低融资成
本和下调利率等方式，帮助企业降低
疫情造成的影响。截至目前，各银行
机构共发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融资贷
款19笔18.4亿元，办理贷款展期、无还
本续贷16笔1.69亿元。紧抓全国、全
区多地全面复工的有利时机，积极帮
助企业拓展原材料渠道、拓宽产品销
售面，解决供需难题。加强农牧民工
就业服务管理，及时掌握农牧民工流
动情况，做好未返岗农牧民工就业服
务保障。针对工人返岗困难，采取“就
业服务不打烊、网上对接不停歇”的招
聘模式，推出“点对点、门对门”包车运
输方式，助力企业稳岗就业，各企业到
岗 20253 人，到岗率 90.2%。截至目
前，116户规上工业企业中正常生产企
业84户，开工率72.4%。

三是推进项目上马建设。积极推

进项目远程审批服务，凡涉及疫情防
控期间需要办理的审批事项，实行“承
诺制+容缺制”，推行“网上审批”“代办
服务”，对新落地疫情防控物资项目推
行“承诺制”，拿地即开工。今年拟实
施盟级重点建设项目 110个，总投资
108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90亿元，一
季度重点项目计划开复工41个。

四是做好春耕备耕工作。第一时
间组织召开春耕备耕电视电话会议就
相关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下一步将
加强调度服务，做好农资供应和农机
调度，积极支持农牧业龙头企业加快
复工复产，落实好鲜活农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畅通蔬菜、肉蛋奶、粮
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加强气
象灾害以及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和
动物疫病防控，推动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在农村牧区落细落实，坚决防止动
物疫情在农村牧区扩散蔓延。今年春
耕3月中旬开始，预计春播面积47.5万
亩，目前牲畜存栏86.7万头只，复工农
牧业企业20家（13家为自治区级或国
家级龙头企业）、农资企业3家、兽药经
营网点12家，农牧业形势总体保持稳
定。与此同时，积极跟进扶贫举措，系
统筛查脱贫人员近况，努力把疫情对
贫困人口的影响降到最低。抓实抓细
产业扶贫，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五是着力稳定居民消费。积极推
动服务业市场分类有序开放营业，满
足居民日常生活和消费需要，加强经
营场所防疫管理，确保群众健康安
全。做好保供稳价，保障好居民的“米
袋子”和“菜篮子”，加强米面油、肉蛋
奶和果蔬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坚决查
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
乱市场行为。截至目前，12处集贸市
场营业 9 处，3181 户商场超市营业
1339户，172户零售药店营业157户，
3468户餐饮单位营业325户，284户食
品生产企业和食品加工小作坊企业营
业106户，10955户居民服务行业营业
1588户。提升各类救济、救助、救急政
策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加大对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助力度，切实帮
助因疫情受灾、受困群众和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代钦说，阿拉善盟将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自治区的新部署新要求，增强
战略定力，保持战时状态，巩固良好局
面，持续坚持外防输入、精准预警，将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全力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项目开工建设，着力稳定
消费市场、保障春耕备耕，分类指导，
精准施策，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推进“两手抓”，夺取

“双胜利”，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好
基础，确保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两手抓”夺取“双胜利”

——访阿拉善盟委副书记、盟长代钦

本报3月 10日讯 （记者 及庆
玲）三八妇女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林少春来到包头市走访
看望基层妇女干部和社区志愿者，向广
大妇女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对积
极参与、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女医护
人员及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昆都仑区友谊十九第四社区是包钢
职工集中居住区，在抗击疫情中，成立了
巾帼抗疫突击队，积极参与宣传、排查、
后勤保障等工作，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
要作用。林少春来到这里，详细了解工
作情况，看望基层妇女干部和社区志愿
者。他表示，社区的女同志、老党员，立
足家庭、守住社区，积极参与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为织密织牢社区防线作出了
重要贡献，妇联组织要继续发挥优势，组
织动员广大妇女群众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半边
天力量，为她们解决困难，送去温暖。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区
先后派出医务工作者共839人驰援湖
北开展患者救治工作，包括女队员598
人，占 71.3%，这其中有来自包头蒙中
医院的15名医护人员。林少春来到医
院，详细了解中西医、蒙西医结合开展
治疗情况，并通过视频与驰援湖北的同
志们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工作生活状
况，转达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慰
问，对大家不畏风险冲锋在前、医者仁
心不辱使命的崇高精神表示衷心的感
谢。嘱咐大家在积极救治患者的同时，
做好自我防护，及时轮换休整，早日平
安凯旋。他表示，全区广大医务人员中
占比超过70%的是女同志，疫情发生以
来，她们积极投身抗疫斗争，为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重要贡献，各级各
部门要加大对她们的关心关爱，协调解
决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给予周
到细致的帮助照顾。

林少春在包头市走访慰问
基层妇女干部和防控一线女医护人员

向广大妇女干部群众
致以节日的问候

问：疫情期间有必要通过吃药提
高免疫力吗？

答：对于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如果肌体的免疫状态很好的话是可以
有效抵御的。肌体的免疫对病原微生
物感染的控制分为屏障阻隔、先天性
或者天然的免疫以及获得性免疫。所
谓屏障阻隔，比如破损的皮肤黏膜没
有了屏障阻隔，就会让病原微生物有

机可乘，所以皮肤黏膜损伤以后病原
体可能侵入肌体，造成感染。天然免
疫是指病原微生物进入到人体后，比
如上呼吸道、肠道，天然免疫像哨兵
一样，一看不认识的，不是肌体固有
的物质，就会启动清除机制，通过单
核巨噬系统等发挥作用。临床可能出
现发热等表现，这就是一线防御系统
启动了。如果一线防御系统没有阻挡

住，病原体进入体内细胞内再释放出
来，这时候天然免疫作用就很有限
了，要靠特异性免疫或者获得性免
疫。特异性免疫的攻击对病原微生
物感染的细胞有强力效果，可以清
除这些病原微生物的感染。这个过
程也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
以保持良好的免疫状态，抵御病毒
微生物感染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没

有特别明确的药物能够真正使免疫
力上调，建议公众不要盲目吃各种
保健品、各种药物，因为可能有药
物性损伤的风险。建议可以通过均
衡饮食、保持良好心态、适当运动
来提高整体免疫水平。

（本报记者 赵娜 整理 来源
健康中国）

疫情期间有必要通过吃药提高免疫力吗？

本报 3月 10日讯 （记者 及庆
玲）3月 10日，自治区人才工作协调小
组2020年第1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
治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杨伟东出
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
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欧阳晓晖主
持会议。

杨伟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把人
才工作摆上更加重要、更加优先的战略
位置，着眼全局、围绕大局强化人才支
撑，坚定走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人才强区

之路。要打出一套外引内留的人才工
作“组合拳”，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走进内
蒙古、建设内蒙古、发展内蒙古。要着
眼发展、产业、企业所需，着力激活人才
存量、增加人才数量、提升人才质量，以
人才驱动引领创新驱动。

杨伟东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围绕打
造“一心多点”人才工作新格局，把对外
引进人才举措、对内集聚人才举措、激活
用人主体举措和各类人才工作计划落细
落实。要着力健全运行机制、坚持分工
负责、注重制度建设、提高落实质量，进
一步提升全区人才工作质量效能。

自治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2020年第1次会议召开
杨伟东讲话 欧阳晓晖主持

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章奎）
3月9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针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清理修改相关地方性法
规部署会，研究安排部署自治区现行有效
的涉及野生动物保护、动物防疫和传染病
防治等方面地方性法规清理修改工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廉素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贯彻落实
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法治保障的相关要求，充分提高
对这次清理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要结合自治区经济社会发
展和实际工作需要，聚焦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完善法规规定，切实
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全面提
高自治区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要
求，积极行动，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
合，切实做好法规清理修改工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委员会
和自治区政府相关厅局负责人参加会议。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清理修改
相关地方性法规部署会

廉素出席并讲话

本报3月 10日讯 （记者 陈春
艳）3月8日至9日，全区公安局长会议
和全区公安机关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
作会议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19年全
区公安工作成果，深入分析当前面临形
势，并从“六个牢牢把握”着手，全面部
署2020年公安工作。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
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永恒主题、终身课题，将全面从严管党治
警作为加强新时代全区公安工作的立警
之基、强警之本，牢牢把握党的政治建设
根本性地位，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
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要坚持主动进
攻，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坚持源头稳控，
坚决维护社会安定，坚持严打方针，坚决
保障人民安宁，努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创建有关工作，牢牢把握新时代
公安机关使命任务，全面提升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水平。

全区公安局长会议和全区公安机关
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 3月 10日讯 （记者 毛锴
彦）3月 10日，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
落实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对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总指
挥马学军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
席、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常务
副总指挥李秉荣安排工作。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
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切实筑牢
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刻
认识防灭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固树

立风险意识，把火源管控、监测预警、基
础设施建设、物资储备等措施抓实抓细
抓落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排查隐患、堵塞漏洞，防止
各种灾害事故碰头叠加。要明责知责、
履责尽责，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行
业管理责任、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上下贯通高效、左
右衔接有序的防灭火工作格局。

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全区安全生产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
委办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深
刻汲取福建泉州“3.7”坍塌事故教训，抓
紧对集中隔离观察场所、医院及其他人员
密集场所安全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
复工复产各项安全措施，持续开展专项整
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马学军李秉荣出席

□本报记者 刘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
马儿跑……”

湖北省京山市仁和医院重症病
房里，忽然传出一阵动听的草原歌
声。原来，这是内蒙古援鄂重症医疗
组队员们，在领着患者学唱歌曲《草
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这也是他们在治疗时，运用的一
种“话疗”的方法。

新冠肺炎传染力极强，被感染的患
者，尤其重症患者，很多人都有“怕治
疗、放弃治疗”的情绪，有的患者已经濒
临崩溃，出现了各种不配合治疗的情
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治疗效果。

一位张姓肾衰患者，在刚入院的
时候，因恐惧而绝望，甚至冲动地抓
着水果刀冲出了病房；一位余姓患者
入院后情绪低落、进食差、不言语，第
二天查房，发现了他手写的遗书；一
位返乡过年感染病毒的郑姓女危重
症患者，由普通病区转入重症病区
时，出现呼吸衰竭的情况，情绪从紧
张变成了害怕，拒绝配合使用无创呼
吸机治疗……

面对患者出现的病情重、变化快
的情况，重症医疗组的几位专家共商
了一种心理疗法：“话疗”，即每天除
了根据病情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随
时抢救患者外，组织队员从多角度，
采取多种方式为患者做心理疏导。

这个医疗组主要由来自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RICU，内蒙古
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和包头一机医
院等医疗单位的16名重症骨干组成，
医师组长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科主任医师于海霞担任，护
理组长由该医院的顼雪莲担任。可
以说，这是一个“尖兵”分队。

他们每一名成员，穿上防护服进
入重症病区，需要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
上，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排泄，工作
强度大，压力更大。相对于繁重的工
作，他们觉得最大的压力不是自我防
护，也不是医学治疗护理，而是如何缓
解重症患者临近崩溃的精神压力。

刚开始，“话疗”的效果并不明
显。患者在压抑的心理作用下，多数
时间处于一种或者封闭，或者烦躁的
状态，不愿意敞开心扉，聊天的“切入
点”让医护人员颇费了一番心思，他
们在寻找一个“突破口”。

于海霞是“话疗”的倡议者，也是
实践者。

在和张姓患者聊天的时候，发现
他病床头放着儿子的照片，猜到他最
关心的应该是14岁的儿子，于是，话
题便从孩子切入，经过多次沟通，让
他因为“孩子还小，需要父亲”而重新
树立了信心。

和写遗书的余姓患者对话，开始
于他 8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因为于
海霞看到他在遗书上写到了担心母
亲的留言，就和他说：“你的病一定能

治好，老母亲还得你亲自去赡养才放
心……”这让他想到做儿子的责任，
鼓起了活下来的勇气。

于海霞和拒绝使用呼吸机的郑
女士聊女人的心里话，舒缓了她紧张
的情绪……

“话疗”的心理疏导方式，在找到
切入点后，活跃、热情的“草原性格”
开始起到催化作用，很快就产生了正
面影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患者的
精神面貌得到了较大的改观，逐渐从
不再绝望，过渡到不再恐惧、担忧。
随着病情的好转，他们的心态越发平
和，主动配合治疗的积极性也高了起
来。

队员也开始亮出各自的“看家本
领”：会画画的关智芳在隔离衣服上
挥洒作画，语言灵巧的张郁微“土情

话”妙语连珠，蒙古族姑娘李慧敏教
起了草原歌曲，忍俊不禁的是大男孩
护士李进鑫还做起了给大娘梳辫子
的细活……病房里，各种方言版的

“你是最棒的”激励语，连接起了天堂
草原和荆楚大地，连结起了内蒙古重
症医疗组和京山市患者的心……

重症医疗组在工作期间，要不停
地观察患者的情况，不断的评估患者
血流动力学、容量、感染、营养等状
况，分析哪里出了问题，如何医理救
治，同时要和病人沟通，要鼓励病人，
不断改进“话疗”方向。一个班次6小
时，一刻也不能停下脚步，一个班下
来每名队员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但
是看着患者脸上浮现出的笑容、各项
体征指标不断向好，队员们说：“再累
点也都值了！”

2月20日，从普通病房转到重症
病房治疗了 8天的危重症患者郑女
士，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到了
普通病房。她自己总结战胜疾病经
验时说：面对疾病，一是心态要积极
乐观，要充分相信医生；二是好好吃
饭，不断增强体质。综合起来一句
话，就是“把事情简单化”！

“医病先医心”。医疗组的成员
在治疗危重症患者时，坚持“话疗”的
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同时，他
们自己也因此舒缓了长期疲惫带来
的紧张情绪。

于是，在有内蒙古医护人员的病
房里，常常出现了这样一幕：

一位好转的1967年出生的危重
症女患者说：“我父母是教师，我们家
是书香门第，我们姐弟4人我学历最
低。”于海霞问她：“能说说你的学历
吗？”她不好意思地说：“北大研究生
毕业”。然后，于海霞就沉默了。她
发现，和患者“话疗”，不仅仅是在给
他们疗伤，有时候也会把自己给“聊
伤”了。

病房里有一名86岁的老爷爷，病
情已经好转。他心态特别好，家里四
世同堂，子女孝顺。说到子孙们，老
人很开心。于海霞笑着对他说：“您
也是家里的活宝儿”！老人笑着打趣
说：“活包袱”。

新冠肺炎重症病房里的“话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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