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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抓防控 聚焦重点谋发展

本报讯 宋江云 赵增明记
者 郭小宇 报道 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中，抚松县沿江
乡滩头村活跃着一支特别的
队伍，她们看似柔弱，却在这
场战疫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成为了防疫第一线最美
的风景。

今年已经61岁的村妇女
主任高佳翠，主动请缨参加
疫情防控工作，村委班子考
虑到工作太重，她又是女性，
怕拖累她的身体，最终还是
拗不过她，只好给她分担任
务。高佳翠担任村妇女主任
已经 13 年了，对村里的人家
和情况都非常熟悉，接到任
务后，高佳翠迅速投入，在自
己的网格内开展排查、宣传、
消杀等工作。

高佳翠发动全村妇女志

愿者组成了一支女子队伍，由
8名妇女组成，在滩头村村口
执勤站岗，检查来往的车辆及
行人，有些女性想加入但家里
走不开的都会主动做好热饭
菜送到执勤卡点。这支女子
队伍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
做好此次疫情防控的战斗员。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疫情
的传播，女子小分队向全村妇
女发起从自家做起的倡议，通
过广泛动员，全村妇女踊跃行
动，大家戴着口罩，手持扫帚、
拖把，对自家庭院、房间进行
无死角式卫生清扫，并利用喷
壶、抹布等小型灵活的工具对
每个角落逐一进行消毒。为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贡献巾帼
力量，她们还协助村委会对防
控卡点、垃圾桶、公共区域等
进行消毒。

“女子小分队”显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德惠
市米沙子镇太平村64岁的党总支书记路
则申带领村干部日夜奋战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使
命担当，让党旗在“战疫”一线飘扬。

“须警惕、不轻视、少出门、陌生人、勿
进屯……”这是米沙子镇太平村路口的小
广播循环播放的温情提示。这里设置了
入村卡点，所有进村的车辆一律停车，接
受检查，询问车上人员从哪里来、到去哪，
然后登记、测温，一道程序都不能少。

“我有信心把疫情控制住，确保我们
太平村不出现一例。”路则申说，决不能让
疫情进村屯，保护村民安全就是头等大
事。路则申今年已经 64 岁了，27 年的党
龄，在疫情面前，他带头站出来，冲在疫情
防控一线。他与村干部早已摸清了过年
从外地回来人员的数量，从哪里回来的，
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发烧，都做
到了心中有数。

太平村交通方便，加大了疫情防控的
难度，路则申每天和村干部一起，一方面
排查外来人口以及隔离情况，一方面向村
民宣传防控知识，村里的小卖部除了购买
生活物资之外，一律不准聚堆。为了减少人员流动，他和几名
村干部亲自入户，不让更多的人参与，避免人员过多增加传播
机会，路则申用一名老党员的实际行动，为全村筑起一道坚固
的防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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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7 点，靖宇县三道
湖镇新农村的宣传防疫点准
时响起蒲连芝略显沙哑的声
音，一切如常，这是抗击疫情
阻击战连日来的惯例——新
农村全体村干部和志愿者集
结在一起，听村党支部书记
蒲连芝的工作安排和防疫情
况总结。

一个声音突兀地打断
了蒲莲芝的讲话：“老蒲你这
口罩怎么听着说话闷闷的，
和我们的不一样吗？”蒲连芝
听到此话，向后退了一大步，
隔出一米以外的距离，将脸
上的口罩向下一番，露出里
面的玄机。原来，这已经是
她连续戴了两天的口罩，在
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为了让
每一名参加防疫工作的村干
部和志愿者都能用上新口

罩，她没有按照上级的要求，
每天都换戴新口罩，而是自
己在前一天的口罩里面加了
几层卫生纸和棉布，达到节
约口罩的目的。

“一切为防疫让路，一
切以新农村村民生命健康
为重。”这是蒲连芝在村党
员大会上说的话。18 年的
党龄使她深知“小家”与“大
家”的取舍，明白特殊时期
党员应该发挥模范先锋作
用。在防疫工作最初，她自
掏腰包为全体工作人员买
口罩，为了让大家在工作时
同样感受过年的气氛，家里
过年准备的糖、花生、瓜子、
水果，一样没剩地全都拿到
宣传防疫点，给工作人员当
零食，“天寒地冻，不能冷了
干活人的心。”这是蒲连芝

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

来，蒲连芝家里的烟筒似乎
总 是 比 别 人 家 的 懒 惰 一
些，冒起炊烟的时候有时
是中午，有时是傍晚，在最
忙的时候吃不上饭已经变
成 蒲 莲 芝 的“ 家 常 便 饭 ”
了，她每天 24 小时都处于
随时待命状态，手机从不
离身，时时关注每一条预
警信息。防疫一线上，蒲
连 芝 是 为 数 不 多 的 女 干
部，但是搭帐篷、扛钢架、
值夜班，每一项男同志才
能 干 的 活 她 一 样 都 没 落
下。为了更好地阻断疫情
传播，她组织村三委成员、
村党员、志愿者等二十余
人在公路上组建三道湖镇
新 农 村 防 疫 检 查 点 突 击

队，在交通节点设置关卡，
实行进、出村管控。针对
外归人员，她组织并亲自
参与开展“敲门行动”，无
论白天还是晚上，她都会
亲自参与防疫“一户一对
接”工作，每日为外归人员
做好测量体温与隔离检查
登记。她时刻提醒村民做
好防护措施，积极号召村
民 不 串 门 、不 打 牌 、不 聚
餐，累计发放防疫宣传单、
倡议书 600 余份。

蒲连芝还积极动员家
里人放弃“家里事”，一同
防疫。在她的发动下，丈
夫和儿子每天与她一同在
检查点执勤，儿媳妇每日
为 检 查 点 送 热水，其他的
亲戚朋友也都积极参与到
防疫工作中来。

蒲连芝的战“疫”情怀
□ 张婧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张伟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梅河口市商务局采取多种
有效措施，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一手抓市场供应，一手抓复
工复产。

自疫情防控开始以来，梅河
口市商务局承担了 3 个街道、18
个小区、2652 户居民的防控包保
任务。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人
手少等实际困难，这个局不等不
靠，迎难而上，及时动员部署，合
理制定实施方案。在防控一线
成立 6 个临时党支部，部署了 16
支党员突击队，设置了 13 个党员
先锋岗。出动车辆 239 台次，人
员 523 人次，排查外地返梅人员
81 人，设置坚固的围挡 129 延长
米，发放消毒酒精 1848 瓶，悬挂
宣传条幅 390 条。同时，组织党
员进小区当好入户排查员；实行
地毯式管理，当好疫情防控员；

开展人文关怀，当好群众的互助
员；加强舆论引导，开展政策宣
教，当好防控信息员。现在，包保
小区居民生活安定，社会稳定秩
序井然。

及时配送物资，保障防控需
求。作为应急物资储备部门，该局
充分履行职能，工作人员全天候工
作，及时把 41 顶棉帐篷、750 件棉
大衣、30 条棉被褥等物资送到一
线，满足了防控一线的需求。

落实有效措施，满足民生需
求。局主要领导深入欧亚购物
中心、兴客家、万家福等大型商
超、各大农贸市场和加油站，协
调企业扩大货源，保障市场供
应。组织蔬菜批发企业从外地
调进 16 种、4000 多吨蔬菜，已陆
续投放市场，充盈了群众的“菜
篮子”。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帮
助流通企业建立产销对接和调

运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货源充
足。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开
通绿色通道，确保生活必需品进
得了城、入得了店。现在，全市
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经营有序，
没有出现抢购风。生活日用品、
成品油、蔬菜、肉类、海鲜、粮油
数量充足，价格平稳，满足了全
市群众需求。

在保供应稳市场的同时，该
局认真落实“企业复工六步工作
法”，切实做好商贸领域复产复
工统筹工作，并实地走访大型商
贸场所，指导企业落实开复工措
施。加大对商贸物流企业的政
策支持力度，制定了《梅河口市
大型商贸场所疫情防控期间复
工实施方案》《企业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等相关文件，组织工作
人员深入企业帮助抓落实，助力
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一手保供应 一手抓开复工

梅河口市商务局全力以赴保民生促稳定

本报讯 在一个美丽的边陲小镇里，有
这样一对移民管理警察和医生的“夫妻档”
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媳妇，今天有没有发热症状疑似病例
入城？你要注意防护，也别太累了，放心，
孩子有老妈照看着，你安心工作。记得戴
好口罩，把工作干好的同时记得保护好自
己。”

“放心吧老公，我会注意，你也照顾好
自己，虽然我们职业不同，你是警察，我是
医生，但是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早日打赢这
场抗疫战，一起回家陪陪父母和孩子。”

简单的几句话说完以后，吉林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双目峰边境检查站民警嵇旺
宇笑着对同事说道：“我媳妇是医生，自疫
情发生以来，她主动报名参加了防疫检查
点的工作，只能辛苦父母照顾孩子。”嵇旺
宇和妻子王红结婚三年，有一个刚满两周
岁的女儿。

自疫情发生以来，嵇旺宇和妻子就没有
见过面，虽然妻子所在的医院就在单位驻
地，但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
着。嵇旺宇的工作单位双目峰边境检查站
海拔1532米，地处长白山林区腹地，全体干
警加大与政府、卫健部门的沟通协调，科学
调配警力，进一步严密勤务查缉流程，加强
对疫区重点人员的筛查力度，时刻做好应
急防范准备。

嵇旺宇和王红这样一对“夫妻档”，为了
抗击疫情，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只为
齐心协力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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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畏是长春
市卫生监督所的一
名“老兵”。新冠肺
炎疫情出现后，有
着丰富传染病防治
工作经验的贾文畏
第 一 时 间 投 身 战

“疫”前线。“筛查是
第一道防线，把住
这个关口，可以尽
量减少交叉感染。”
为了严格把关，全
市 15 家定点医院、
21家发热门诊……
贾 文 畏 平 均 每 两
天巡回督导一遍。
图为贾文畏（左一）
到各重点医院巡回
督导。 徐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