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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

内蒙古日报客户端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本报 4 月 26 日讯 （记者 白丹）
2020 年“五一”、端午将至，为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前提下持之以恒纠治“四风”，自治
区纪委监委下发《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前提下做好 2020 年“五一”、端午期
间纠治“四风”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节日期间，全区各级党组
织要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
任，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一体推
进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的整治，对节日期间纠治“四风”
工作早安排、早部署、早提醒，强化责任
落实，采取针对性有效性措施，确保本地
区部门单位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通知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
公职人员要在做好疫情防控、推进复工
复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等各项工
作的同时，以更高的政治自觉，更实的行
动举措，与党中央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有关要求对标对表，模范遵守相关纪
律要求，主动抵制歪风邪气，既不搞各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不搞违规使用公
款、公车、公物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真
正做到廉洁、清爽、规矩过节。各级领导
干部要发挥好“头雁效应”。

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加
强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的
监督，针对“五一”、端午两节，科学研判
本地区部门单位“四风”易发多发的重
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精心组织开展明察
暗访，在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的同
时，注重创新监督检查方式方法，积极
主动协调社会监督资源、汇聚群众监督
力量，形成自我监督、社会监督和各方
面监督同向发力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和
环境，使监督更加广泛全面、更加精准
高效。对群众举报和监督检查发现的

“四风”问题，坚决从快从严查处纠治，
并精准开展问责，加大通报曝光力度，
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同时，自治区纪委监委公布 3 种举
报方式，举报电话：0471-12388；举报
网站：neimeng.12388.gov.cn；举报信
箱：自治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自治区纪委监委下发通知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做好纠治
“四风”工作 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叮铃铃⋯⋯”4 月 24 日，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巴拉
嘎尔社区纪检委员齐红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们在打扫小区的时候发现了 1 只死老鼠。怎么处理妥
当？”电话里“学府花园”小区物业公司经理高锦明问。

“千万别让居民靠近，我这就过去。”电话还没挂断，齐红已经跨
出大厅，边走边给旗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通报情况，要他们前来处理。

从发现到专业人员妥善处理 1 只死老鼠，前后也就是 20 分
钟时间。“20 分钟的事小，防范鼠疫的事儿大。我们镇里当前最
重要的两件事就是防控好新冠肺炎和鼠疫。”同行的巴拉嘎尔高
勒镇镇长萨仁额尔德尼说。

为了让防控疫情的知识家喻户晓，巴拉嘎尔高勒镇可是
下足了功夫，通过社交媒体宣传、发放宣传单、电视上播放防
控 要 点 ⋯⋯ 一 系 列 措 施 下 来 ，谁 也 不 敢 保 证 居 民 知 晓 率 达
100%。防控疫情不得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任何细小的疏忽都
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怎么办？在最关键的时刻，往往最笨的办法就是最有效的措
施——还是靠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登门，为每一位居民送去防控知识。

谁去送？艰巨的任务落在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工作岗位
的 52 位“网格员”身上。

在西乌珠穆沁旗，“网格员”不是新名词。党的十八大以来，为
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该旗提出并实施“网格员”制度。近
两年，巴拉嘎尔高勒镇全面落实中央提出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要
求，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作用，着力构建以
镇党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共驻共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
共同参与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格局，将全镇21322户50351名居民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认真梳理，重新划分成106个网格，让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群众威望高的52名同志任网格员，切实让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畅通无阻，让党的政策及时走进寻常百姓家。

齐红就是巴拉嘎尔高勒镇 52 名网格员之一，也是一名有十
几年经验的资深社区工作者。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居家不出
的时候，齐红和同事们背着重重的宣传资料挨家挨户敲门，为居
民送去必要的疫情防控知识。

“说不怕那是假的，但我们退缩了，辖区的居民就有可能失去一
道防护线。这样一想，又接着走访。”“腿勤、眼勤、嘴勤”是齐红总结
的做好网格员工作的三个要点。她说，网格员不能守在办公室，要有
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要及时排除看到的小隐患，坚决不能放任不
管。到了居民家一定要把道理讲透、讲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够被居
民接受，才能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齐红只要走出家门，标配永远是一双平底运动鞋。记者跟着
齐红，不一会儿来到了居民包秀兰家。

“我早看到你来小区了，正琢磨着来不来我这儿呢。”“看来你
们很熟”“能不熟吗？在我们家最难的时候她给申请的救助款，还
给我老伴儿介绍了工作。家里的难事几乎都是她给帮着解决的。”包秀兰大姐快
人快语。

在巴拉嘎尔高勒镇，正是因为网格员的存在和他们在“最后一公里”上的作
为，换来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重大事情在镇里解决”的良好局面。

让
﹃
最后一公里

﹄
变为最美

﹃
零距离

﹄

截至2020年4月26日7时

内蒙古累计报告输入本土确诊病例1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22例
4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内蒙古累计报告输入本土确诊病例 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22 例（俄罗斯 77 例、英国 22 例、法国 19 例、美国 2 例、西班牙 2 例），治愈出
院 47 例。现有输入本土确诊病例 1 例、疑似病例 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75 例、疑似病例 1 例。

4 月 25 日 7 时至 4 月 26 日 7 时，内蒙古报告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 例（由
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排除疑似病例 2 例（1 例由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1 例由湖北省
孝感市输入我区呼和浩特市），治愈出院 7 例（均由满洲里市口岸入境）。

截至 4 月 25 日 24 时，内蒙古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0 例。
以上患者均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定点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管理。输入性本土病例的相关流

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报 4 月 26 日讯 （记者 毛锴
彦）4 月 26 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 65 次新闻
发布，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王俊峰就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强安全生产
工作有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全区安全
生产的总体形势以及面临哪些风险与
挑战？受疫情影响与往年又有何不同？

王俊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
治区安委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认
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工作，多次下发通知并召开全区应急
管理系统视频会议，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和复工复产安全责任措施落实。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
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五个常态化”工作机
制，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今年1-3月
份，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44起、死亡
50 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51 起、下降
53.68% ，死 亡 人 数 减 少 57 人 、下 降
53.27%。其中工矿商贸领域发生事故16
起、死亡 16 人，同比分别下降 48.39%和
69.81%。发生较大事故2起、死亡7人，同
比事故起数持平、死亡人数下降 12.5%。

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春季各类企业复工复产集中，历来是

事故多发易发期。我区矿山、危化品等高
危行业企业数量较多，固有风险程度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重点行
业领域的监管难度也逐步增加。今年受疫
情影响安全生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一是长时间的停产导致安全隐患
凸显。很多企业设备在一定时间内没
有运转，比如报警装置等缺乏保养，一
些危化品等行业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不
畅，一些易燃易爆品滞留积压，形成安
全隐患。加之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
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安全投入不
足，技术装备更新滞后，一些员工又难
以及时到岗，导致一人多岗、安全教育
不及时等问题，保障条件不足。

二是部分企业突击生产带来安全风
险积聚。一些企业复工复产后，为弥补
疫期损失开足马力，存在抢工期、抢进
度，现有作业人员长期疲劳作业，一些企
业生产工序不连贯，造成安全管理缺位、
安全操作不熟练，带来安全风险积聚。

三是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不容忽视。一些企业安全责任和管理
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特别是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落实不到位，企业内
部的安全监督工作薄弱，管生产经营管
安全、管业务管安全的“一岗双责”不
清，落实不力等问题比较普遍。安全教
育培训跟不上，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不到位等问题还较为突出。一些地
方和有关部门对服务企业复工复产的
要求把握不当，没有统筹考虑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措施和安全生产严格要求。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指导各地区
在落实便企惠企政策措施、支持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的同时，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思
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地方党政领导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及时消除隐
患，切实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记者：当前疫情防控向好的形势正
在稳固，应急管理厅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加强安全防范工作方面都采取
了哪些措施？

王俊峰：应急管理厅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采取了
以下措施：

一是周密部署安全防范工作。针对
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特点，下发了《加
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在压实安全责任特别是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加强危化品、非煤矿山等重
点行业领域精准治理，科学救援严防次
生灾害事故等方面做出周密安排部署。

二是以服务指导为基础，推进企业
安全有序复产复工。应急管理厅成立了
以厅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企业复产复工
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2 个安全
服务指导组、2个暗查暗访组和 1个综合
督导组，加强日常监控调度，加大服务指
导、暗查暗访力度，推动直接监管的危险
化学品、非煤矿山、冶金工贸等企业安全
有序复产复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复工复产期间要求主要负责人和技
术、管理团队在岗在位，认真排查安全风
险隐患，落实防范措施。对符合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要求的，保障尽早复工复
产；对存在个别安全隐患短期内能够整
改解决的，组织力量指导企业完成整改
后及时复工复产；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
件、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不予复工复
产，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下转第 3 版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65次新闻发布
就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韩洁 胡喆 黎昌政

4 月 26 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
清零⋯⋯医疗救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胜
利，经过 3 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目前中
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

从寒冬到暖春，举国上下齐心协
力，一幕幕抗击疫情、抢救生命的画面
汇成爱的洪流。

这是生命至上的中国理念——“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

“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最大
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疫
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
要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这是守望相助的中国实践——全
国 4.2 万余名医务工作者逆行出征；火
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创新推出
方舱医院，中医药治疗贯穿始终，集中
优势资源抢救重症患者⋯⋯中国以实
际行动诠释着敬佑生命的人间大爱。

最美逆行，托起生的希望
4 月 15 日，华中科大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几度生命垂危、与新冠肺炎
缠斗了 67 天的刘先生康复出院。望着
眼前的白衣天使们，他无限感动：“谢谢
你们，给了我一个春天。”

那一天，武汉阳光明媚。
该院区不远处的一家酒店门前，闻

讯赶来的武汉市民手持红旗鲜花，送别
战斗了 80 多天的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
疗队队员，他们也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援
鄂国家医疗队。

白衣天使们为患者托起生命的春天，
武汉市民以最高礼仪致敬逆行的英雄。

欢送的人群举着横幅——“感谢北
京，因为有你，武汉不怕”“致敬最美逆

行者”等标语在阳光下闪动。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北京协和

医疗队在内的，来自全国的医护人员赶过
来帮我们，不计生死，让我们十分感动。”前
来欢送的刘君激动地说，他也是一名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武汉市蔡甸区中医院医生。

大疫突袭，英雄无畏。
31 个 省 区 市 、 逾 8 万 人 感 染 病

毒⋯⋯
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武汉一

度告急、湖北一度告急：医院人满为患、
住院床位紧张，物资设备短缺，医护人
员不足⋯⋯严峻形势令人揪心。

疫情防控的全国棋局上，湖北和武
汉是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决胜之地。

疫情就是命令！“我报名！”“我熟
悉，我来！”⋯⋯铿锵话语，伴随着一幕
幕最美逆行——

1 月 24 日除夕夜，人民解放军闻令
而动，450 名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武汉；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北京六家医院
抽调重症医学科、呼吸科、医院感染科
专家组建的 121 人国家援鄂医疗队向
武汉进发；

2 月 9 日正月十六，辽宁、上海、河
北 、江 苏 、广 东 、山 东 等 十 多 个 省 份
5787 名医疗队人员同日抵达，武汉天
河机场迎来异常繁忙的一天；

⋯⋯
全国 346 支援鄂医疗队、4.2 万多

名医护人员尽锐出征，其中重症、感染、
呼吸等专业超过 1.6 万人，与湖北和武
汉同仁并肩战“疫”，点亮生命之光。

更有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伯
礼、陈薇、黄璐琦、仝小林⋯⋯院士“逆
行团”冲在了防疫最前线，为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贡献智慧。

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集优质资源
的生命保卫战——

武汉之外，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
的医疗队和物资也接踵而至，黄冈，山
东、湖南来了！荆门，浙江、内蒙古来
了！襄阳，辽宁、宁夏来了！⋯⋯

4 万多名建设者并肩奋战，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方舱医院迅速启
用，定点医院加快改造扩容；增加医院
感染控制专家，征用酒店、高校等建立
隔离点，竭尽全力避免交叉感染；

最美逆行者中，还有坚守一线的
基层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
愿 者 ⋯⋯ 他 们 送饭送物资，入户送爱
心，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强防线；

一切，都是为了救治患者、防控疫情！
3 月 18 日，中国本土新增感染病例

首次清零。截至 4 月 25 日 24 时，31 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 77394 例，其中湖北 63604 例

（武汉 46452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已
有近六成治愈出院。

这一切的背后，是生命至上的中国
理念，是中国精神的抗疫书写。

全力以赴，中国经验提振全球信心
“ 患 者 激 增 ，如 何 保 护 好 医 疗 团

队？”“如果疫情卷土重来，医院管理方
面有何经验分享？”⋯⋯

4 月 23 日下午，一场特殊的视频交
流会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举行，提问的
是以色列阿什杜德医院相关负责人，回
答的是金银潭医院一线的医务人员。

“近期我们举办了多场类似的跨国
视频会议，以色列、加拿大、德国等国的
很多医院希望分享我们救治患者的经
验。”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

当下，全球疫情仍在肆虐。加强源
头控制、扩大检测范围、修建方舱医院、

引入中医药治疗⋯⋯中国专家的一条
条经验和建议被广泛采纳，为世界战胜
疫情注入中国力量。

尽最大努力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要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

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最大限度提
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要加快药物研发进程，坚持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
转化，切实提高治愈率。”

⋯⋯
抓住疫情防控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审

时度势科学研判，采取果断有力措施，不
断完善诊疗方案，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从 1 月 15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第一
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到如今“国家版”
诊疗方案已更新至第七版，多语种的中
国诊疗和防控方案及时分享给了全球
180 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

方舱医院成为决胜战“疫”的关键
之举——

“全部休舱！我们看见了胜利的曙
光！”

3 月 10 日下午，随着最后一批 49
名患者康复出院，武汉市最早投入使用
的武昌方舱医院在运行 35 天后休舱，
至此武汉市累计收治患者超 1.2 万例的
16 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一个个“方舱”，创造了抗击疫情的
中国经验，托起了承载希望的“生命方
舟”。如今，“国外版”方舱医院已出现
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伊朗、
巴西、菲律宾等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

对此，医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柳叶
刀》发表社论说，中国建造的方舱医院
对于缓解医疗卫生系统所承受的巨大
压力至关重要。

■下转第 3 版

分秒必争！一切为了治病救人
——中国抗疫生命至上的生动实践

4 月 26 日，呼和浩特市第六中学学生在教室里上课。当日，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初高中一、二年级开学复课。 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呼和浩特：初高中一二年级开学复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