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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竟涵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位于辽西北，是
我的家乡。听当年经历过非典的人说，因
为地处冀辽蒙三省交界、跨省流动人口
多，给防控带来了很大难度。而这次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正值春运，
乡村防疫情况如何？庚子鼠年，在这个辽
西乡村，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春节。

连办三年的秧歌，今年决
定暂停

“今年的秧歌不能办了。”小叔坐在
炕头说，旁边的电视里，正播放武汉火神
山医院建设的进展。

扭秧歌在辽西地区已有上百年历
史，在小叔生活的建平县青峰山镇建昌
沟村，选出本村能人担任会首、组织秧歌
会，更是过年的一件大事。一进正月，秧
歌角儿们扭着欢快的步子、踩着八九十
厘米高的高跷挨家挨户拜年，表演队伍
走到哪儿，大人小孩就跟到哪儿，是父老
乡亲每年最期待的年味儿。

“秧歌一办三年”是当地的风俗，一
届秧歌会只要办起来，就要连续三年才

吉利，而小叔当选会首正是第三年，本来
摩拳擦掌要好好收个口。没想到腊月二
十九，县里来了通知，取消秧歌、广场舞
等文体活动。打算落了空，小叔难免感
到遗憾，但面对突发疫情，他也能理解。
毕竟只要一方平安，秧歌还能再办。

不只是秧歌，今年全县各乡镇的庙会、
集市都停了，红白喜事也要求尽量减少人
员聚集。隔壁乡镇有一家人正月初七办婚
礼，要来7辆接亲车，村委会得知后立即汇
报乡镇，权宜后决定只允许两辆车进村，其
余车辆和人员都在乡镇界外等候。

村里也比往常冷清许多。在这个走
家串户拜年的高峰期，村道上几乎没有
行人和车辆。八十多岁的奶奶不太清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咋回事，但也知道

“少串门，咱可不能传上”。

口罩中折射出的防控现实

正月初三早上 8：30，正值上班时间，
我们到了青峰山镇政府，只见来上班的
人们都戴着口罩，不少人还拎着带饭的
保温桶。因疫情防控需要，从正月初一
开始，全县公职人员停止休假，全部到
岗，而为了防止人群聚集，机关食堂暂

停，餐饮自备。
虽然建平县还未出现确诊病例，但

防控意识已日渐深入人心。大年三十，
戴着口罩的我们走在村里还是“另类”。
到了正月初三，路上戴口罩的人就一下
子多了起来。防寒的棉布口罩、防霾口
罩、一次性医用口罩……五花八门的口
罩齐上阵，给人们提供了几分慰藉。但
是，路上偶尔还能看到没戴口罩的老人、
小孩，难免让人有些担心。

从镇政府回去时，路过村里一家小
卖部，门口贴着疫情防控的宣传单。推
门进去，老板娘一掀门帘出来，没戴口
罩。听我问起，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兜里装着呢，这次出来没戴。”我问她村
里买口罩的人多不多，她告诉我，店里的
存货本来也不多，就三四包，之前一直没
人买，正月初二当天一下就卖没了，现在
进货送货不方便，“有啥卖啥吧”。

村里没有口罩，县里好几家药店的
口罩也已经断货，听县医院工作人员说，
现在医院也很难进到货。

“发动全乡人民”打赢这场战役

正月初三快 17：00，拨通罗福沟乡

乡长王新的电话时，他刚从路口执勤
点巡查回来：“现在乡镇各主要路口
都有执勤点，检查过往车辆，查身份
证、测体温，如果是从疫区过来的就
直接劝返。”

除了路口执勤，还要通知村民、入户
排查、慰问村医……这个春节，各乡镇的
工作人员都很忙。不过让人欣慰的是，
和非典时期相比，现在村民的防控意识
更强了。王新说：“今天一天就接了 5 个
举报电话，都是因为有村外人来或者聚
会的。”

为使基层防疫更高效，罗福沟乡
积极发动防疫员、护林员、水管员“三
员”，由村“两委”统一调配。“这些本
乡本土的人，谁家啥情况都知道。”而
从春节前开始，全县各乡镇已对外地
返乡人员进行体温监测，武汉返乡人
员则自行在家隔离，安排专人监控。

“ 守 土 有 责 ，守 土 尽 责 ，发 动 全 乡 人
民，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役。”王新
坚定地说。

舍弃了几分热闹的年味儿，守好基
层防疫的第一道防线，家乡的这个春节，
值得铭记。

□□ 本报记者 孟德才

我的老家是冀东北一个普通的乡村，
全村一共280多户800多口人。往年春节，
是这个村一年中人气最旺、最有活力的时
候。今年，过年的气氛淡了许多。

疫情来得十分突然，问题的严重性超
出很多人的预料。回老家这几天来，我一
直待在家里，时刻关注着疫情发展情况。
疫情在全国蔓延，我们村里的戒备防控措
施也在不断升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村
口大集上的人明显少了，往年走家串户打
牌、打麻将的人也少了。村庄主干道上，大
半天见不到几个人影。

大年初一中午，我们一家正在吃饭，
村口大喇叭里的广播透过窗子传了进
来。村党支部书记用近乎命令式的语气
播报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家没有
特效治疗药，感染了后果很严重，全村老
少爷们儿一定要提高重视，加强防控。
如有从湖北返乡的村民，务必主动到村
委会登记，绝不能把感染病毒的隐患带
进咱村里。”

初二早上不到 8：00，村里的大喇叭又
响起来，而且连续播报了4次，除了督促村
民继续做好防护外，还传递更新的消息。

“老少爷们，没事不要外出了，过年少走亲
戚，外来人员也不要从咱村路过了，有过路
者一律劝回。”

初三是家里一年一度的春节聚餐
日，二舅早两天就打电话叫我们去他家
里吃饭，我当时还有些犹豫。这次听到
村里广播，便下定决心不去了，立即给二
舅回电话，二舅也表示理解：“安全第一，
改日再聚。”

对门的大婶说，她们一家也取消了探
亲访友计划，她身边很多亲友主动来电话，
说今年不待客，不用过来探望了。

这次疫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几年前的
非典，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春冬季节
暴发，都是呼吸道感染。然而据我观察，村
民对此次疫情的重视程度、防控意识明显
都高于非典时期。

我想，这背后大概有两点原因：一是
智能手机普及，让村民有了随时随地获
取疫情信息的能力。比如我父母，六十

多岁，从去年起学会用智能手机。此次
疫情，不用我跟他们强调，他们已从快
手、今日头条等 APP 上获取了疫情的一
手动态和防控知识，待在家里每晚还主
动跟我分享，那些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各
种“惊奇”讯息。疫情信息获取及时、全
面，人们心底防控那根弦自然紧绷了
起来。

二是村“两委”的组织动员能力较之十
几年前有明显提升。短短几日，村党支部
书记连番大喇叭“轰炸”，湖北返乡人员的
登记隔离有序进行，村超市等人员密集场
所陆续关闭，村庄主要路口设卡封路……
这些迅速而超常规的举措，都在显示着一
个村庄，在捍卫村民生命健康安全上作出
的不懈努力。

这个春节，注定是一个让人难以忘记
的春节。虽然少了以往的喜庆热闹，但人
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健康的渴求，都在
无形中蓄积着迎接希望与美好的巨大能
量。希望神州大地上每一个村庄都能积极
行动起来，快速响应起来，共同打赢这场看
不见硝烟的病毒阻击战。

一个冀东北村庄的疫情阻击战

辽西乡村的舍弃与坚守
□□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早上 7：00 多要给他们测一遍体温，
13：00 多还要再测一遍。”从大年初一开
始，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六汪镇法家
庄村的乡村医生付念林就进入了这样的
巡诊节奏。

法家庄村有 4 名湖北省返乡人员，全
部进行居家隔离观察，付念林每天按照要
求入户为他们测量体温，宣传防疫知识。

“要注意勤洗手，勤通风，不要外
出。”这是付念林在这4名返乡人员家中说
的最多的话。而像付念林这样奔忙在农
村、山村、渔村的乡村医生，在青岛西海岸
新区共有906名。

同舟共济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这是党中央多次强调的原则。与那
些光荣的“逆行者”们一样，虽然身处不同

“战线”，活跃在疫情防控基层战场第一线
的乡村医生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是
最前沿的哨点。

疫情发生后，青岛西海岸新区动员全
区 25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98个家
庭医生团队、673 个村卫生室 906 名乡村
医生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通过建立

防控指导微信工作群、家庭医生电话随
访、电话指导、发放一封信、悬挂横幅等对
群众宣传相关防控知识，实现居民全
覆盖。

“早在 1 月 19 日，我们卫生院就派出
两组医师到区疾控中心及区第二中医医
院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控培
训，并于1月20号下午对辖区所有乡村医
生进行了防控知识等相关培训和个人防
护讲解演示。”六汪中心卫生院院长赵真
宗介绍。

“培训结束后，全镇 45 个村级卫生室
就承担起了所服务辖区的预检分诊，通过
电话随访等形式指导群众做好疫情防范，
少外出、少聚集。”六汪镇两处卫生院之一
——胶河卫生院院长刘助先告诉记者。

“一名乡医负责一个村，一个中心卫
生室覆盖两到三个村，形成一个基本的网
格，乡村医生会掌握每村每家每户最基本
的情况。乡医参与基层防控重要作用还
体现在，他们可以及时解决一些健康小问
题，起到很好的预检分诊作用，在这个时
候能很大程度上缓解医院的防控和救治
压力。”区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负
责人丁刚说。

九百乡医战“疫”忙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动基层医疗力量投入疫情防控

□□ 本报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多消毒来勤洗手，出门就把口罩戴，
切莫随意乱吐痰。发热症状及早看，自行
隔离不传染……”近期，行走在河南省商
丘市虞城县城郊乡张大楼村，不时可以听
到疫情防控宣传车的播音声，远远地可以
看到路两旁的宣传标语，很是显眼。

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河南省各地采取了市县乡村全线动
员，建立起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和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基层党组织引领，党员干部冲
在前，确保各乡村不留死角、不留隐患，构
建起了群防群治的严密网络。

包村干部、村警、村医、村民联动，自1
月 23 日起，商丘市采取以村“两委”班子
为主，逐村逐户登记从武汉返乡人员信
息，实现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
户不漏人，真正摸清底数。

大喇叭宣传、逐户发宣传单、微信群督
促、严查村头疫情防控卡点，在开封市通许
县朱砂镇板张庄村，村党支部书记宗加民

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要让俺村人都知道
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引导群众加强疫情防
范，不让走亲访友，不让聚众活动，提倡电
话拜年。”宗加民戴着口罩说。

位于郑州市航空港区的郑州市新型冠
状病毒隔离病房于1月27日正式开建，中
建七局的多支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队纷
纷开进了施工现场，在党员带动下有1200
名建设者和200台（套）施工机械设备同时
奋战。中建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发出
医院建设需要人员支援的消息后，许多正
在家休假的党员也都纷纷请战，我们能坚
决完成建设任务，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疫情出现，党员冲在前。在京港澳高
速驻马店市确山县双河镇下路口疫情防
控卡点，临时成立的卡点党支部依然坚守
在这里。目前，确山县在各个域内国道、
省道、高速下路口、车站等地设置了 21个
县级卡点，各卡点全部成立了临时党支
部，各镇（街道）、村（居）也设置了数百个
卡点，各卡点党员人数 3人以上的也均成
立了临时党支部。

河南：基层党员冲在前

魏清海：卫生院里的“逆行者”
□□ 本报记者 付伟

乡镇卫生院是农村疫情防控的重要防
线。对于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西河镇卫生
院来说，突如其来的疫情，将这家基层医疗
机构推到了战“疫”最前沿。50多名医务人
员全员参战、24小时吃住工作在医院，即便
是如此满负荷状态，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地
疫情防控井喷增长的工作需求。

就在此时，援兵到来。作为一名特殊
时期的特殊“逆行者”，广东省湛江农垦第
二医院放射科副主任魏清海主动前来
报到。

魏清海是西河镇人。和以往一样，春
节前夕，魏清海回到老家过年。很快，来势

汹汹的疫情打乱了他的返程计划，却绑不
住那颗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面对日趋扩
散的疫情、不断升级的措施，医生的天职让
魏清海决心立即就地投身到防控疫情第
一线。

“作为一名医生，我自愿申请加入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中，自觉听
从当地政府和医院领导调派及安排，严
阵以待，为赢得抗击病毒战斗的胜利奉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 月 26 日，远在湛
江的医院领导和西河镇卫生院负责人几
乎同时收到了一份“请战书”。在得到批
准之后，魏清海成为了西河镇医院放射
科的一名特殊志愿者。对于一家乡镇卫
生院来说，在如此紧要关头能有一位副

高职称医生前来助阵，这已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雪中送炭。

在家乡卫生院里，魏清海很快进入状
态、找到位置。接诊、拍片、看片、诊断……
所不同的是，他的对手不再是熟悉的常规
疾病，而是陌生的新型冠状病毒。将疫情
在农村社区扩散的危险降到最低，对魏清
海和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来说，这是一场必
须打赢的阻击战。

对于魏清海来说，这已经不是他与
疫情的首次交锋。2003 年非典疫情肆虐
时，他正是在武汉进修。17 年后，已是单
位业务骨干的他，正在又一场疫情的暴
风中经历人生中又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
涅槃。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北京市密云区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社区防控组，
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组织动员全区2693名党员干部、国企职工到社区蹲点防控疫
情，协助社区原有力量，看门口，包楼门、包住户，切实做到精确掌握动态人员情况，切断
传染源，坚决打赢这场防控阻击战。图为密云区委干部互相戴“党员服务红袖标”。

钱蕾 本报记者 芦晓春 摄

大年初二，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
重庆市市级医疗
队队员集结完毕，
随即登上飞往武
汉的航班，奔赴湖
北省孝感市各重
点医院，援助救治
工作。曾经参与
过2003年抗击非
典的医生罗月英
来自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丈夫和19岁的女
儿都来为她送行，
即将走到安检口
时，她将丈夫和女
儿紧紧抱住：“对
不起，我让你们担
心了。我是医生，
没问题的。”

本报记者
邓俐 摄

□□ 本报记者 马玉

“我自愿加入设卡检查队伍中，带头
遵守疫情防控各项制度规定，督促身边亲
友提高防范意识，为守护全村千余人的健
康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作出贡献！”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1月29日晚，大学生
退伍兵高培向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下栅乡
下栅村党支部书记宋明生主动请战。

24 岁的高培是个 90 后，就读于内蒙
古工业大学，也是一名退伍军人。1 月 8
日，放假的他回到了家乡下栅村，隔离期
一满便加入到了疫情防护当中。“虽然现
在退伍了，但誓言还在，一声到，一生到，
若有战，召必回！时刻切换战斗姿态！”
他说。

2017年9月，大一结束的高培响应国家
号召参军入伍，并于2019年9月退出现役。

下栅村党支部商议通过后，高培投入
到了村牌楼关卡值守、登记车辆信息、测
量体温的防护工作中。

面对疫情防控，下栅乡实施“机关党

员+农村党员”切换疫情战斗模式，分片包
干，将全乡 26 个村划分为 6 个片区，设置
27个体温监测站，每村每天确保 1名主干
和2-3名党员24小时轮班在岗值班，实行
乡村两级齐抓共管。高培成了其中一员。

当过兵的高培行动干脆利索，又是大
学生，使用办公软件、监控设备也熟练，对
村里人员情况熟悉，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护的宣传动员主力。

通过村务公示栏、悬挂横幅、发放宣
传手册等方式，高培和村“两委”将《致全
市人民的倡议书》《致返乡人员一封信》

《下栅乡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监测点操作规
程》发放到了村民手上，传达到了村民耳
朵里。渐渐地，村民们聚会少了、出门戴
上了口罩。

“有他的加入，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
也给村里的年轻人做了表率！”宋明生说，
目前，全村已完成逐户逐人排查，做到外
来人员底数清、人员健康情况底数清、人
员接触情况底数清，对17名重点返乡人员
实行一名村干部、一名党员、一名邻居“三
包一”，确保了村里无疫情发生。

返乡大学生的请战书

新希望捐3000万元现金及物资
设立首个“三农”防疫抗疫基金

本报讯（记者 戴军）1 月 30 日，在前
期参与防疫抗疫工作的基础上，新希望集
团决定，通过四川省绿领公益慈善基金会
向抗疫一线捐赠3000万元现金及物资，设
立“三农防疫救助及医护关爱专项基金”，
用于帮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困难农户
和支援防疫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这是全
国首个针对“三农”的防疫抗疫专项基金。

据了解，新希望集团此次通过四川省
绿领公益慈善基金会向中国光彩事业基
金会捐赠 1500万元现金及价值 1500万元
的物资。

据悉，该集团目前已经捐赠了500吨消
毒水、20吨乳品、食品等营养物资给武汉前
线，并承建了火神山医院的污水处理工程。

众志成城抗疫情
龙头企业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高杨）面对当前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严峻形势，1 月 28 日，湖
北省龙头企业协会向全省会员单位、龙头
企业发出《关于积极迎战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会员单位、龙头企业
要管好自己的生产加工场地，管好自己的
人。停止家禽的屠宰加工和活禽销售，停
止野生动物销售，对生产加工场所进行隔
离消毒，不让外人进入。教育员工勤洗手、
外出戴口罩，不串门不团聚，引导员工坚定
信心，正确看待疫情，不信谣、不传谣。《通
知》指出，广大龙头企业是“米袋子”“菜篮
子”的生产者，针对可能出现的食品紧张状
况，要安排部分人员提前上班，全力满足订
单需要，做好应急库存，备好车，不降质，不
涨价，全力满足市场需求。《通知》强调，国
家有难，企业有责。各企业在疫情发生期
间，不得辞退员工，要按政府要求发放或协
商工资，合理制定开工时间。

湖北监利县：
确保农产品正常流通秩序

本报讯（周玉国 记者 乐明凯）“多亏
了县农业农村部门的及时协调绿色通道，
合作社生产的 20 万斤红菜薹发往了武
汉。”日前，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瑞岳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岳说。

近日，因防控疫情需要，进出县境道
路封闭，导致农业生产经营运输受阻等问
题。监利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荆州市
副市长、监利县委书记黄镇表示，监利是
农业大县，要尽量让农业生产不受影响。

1月 29日，监利县安排专班到监利温
氏养鸡、养猪公司等大型畜牧企业调研，
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监利县委
副书记杨从国、副县长杨金勇直接督办，
积极指导开展生猪、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稳
产保供工作，保障“菜篮子”产品和农业生
产资料正常流通秩序。

截至1月31日，监利县农业农村部门
已为监利温氏、湖北天牧、荆江蛋业、双胞
胎公司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办理通
行证115份，并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乡镇，
畅通农产品及相关投入品的运输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