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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27 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在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的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

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
飘扬。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科学判
断形势、精准把握疫情，统一领导、统

一指挥、统一行动。各级党组织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
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众、
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

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
线。各级党委要在这场严峻斗争的
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
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 明绍庚
报道 1 月 27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
指挥陈求发主持召开辽宁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传达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对进一步做好我
省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省疫情防
控指挥部总指挥唐一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

陈求发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做好疫情防
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陈求发指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定
信心、攻坚克难，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以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和社会大局稳定。一是要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属地责任，建立
省市县乡村五级联防联控领导体制
和工作机制，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坚强的组织指挥保障。各级党
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主
要负责同志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责
任，深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二是要以严实细的作风，落实好
各项工作部署，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
动权，切实做好防控物资和经费保
障。三是要统筹安排好督导检查，确
保各级党委、政府坚定不移落实好中
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的命令要求，确保各级医疗机构科
学有效、规范有序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切实维护市场秩序稳定，对疫情
防控不正确履职的要依规依纪追责
问责。（下转第二版）

辽宁省召开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陈求发主持并讲话 唐一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
推迟开学，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授课，具体开学时间视疫
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1月27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精神和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第 1号要求，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推迟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的通知。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含幼
儿园）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采取
有力措施，做好校园防控工作，坚决阻断病源进入校园。要
通过多种渠道，对广大师生和家长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和相关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外出开会、考察
等活动，停止举办人员聚集型活动。党员干部要以身作
则，注意防护，春节期间带头不串门、不握手。要详细了解
掌握师生员工的身体状况，做好应急预案和应对准备，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推动关口前移，采取适当方
式，对返校人员和外来人员进行拉网式排查、网格化管理，
逐一进行健康登记，及时跟踪观察其健康状况，主动配合
卫生健康部门和属地社区街道做好工作，发现情况立即报
告。要积极主动做好包括外国留学生在内的留校人员的
教育管理与服务，安排好、保障好留校师生的学习生活，消
除恐慌心理。

结合推迟开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要进
一步完善新学期开学预案、特殊类型考试推迟工作预案、疫
情严重时封闭校园工作预案等，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未经
批准，各学校不得擅自提前开学，学生不得提前返校。严格
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对涉及缓报、瞒报、漏报疫情，
落实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及时主动向社会
公开本地、本校防控工作和教育教学安排调整等情况，加强
舆情导控，教育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不信谣、不造谣、不传
谣，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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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正月初三，滴滴司机
叶男没有出车。这几天，他在家里
做起了“家庭煮夫”，在他看来，“陪
着家人，收获更多”。

叶男今年 40 岁，7 年前，他只
身到北京打拼，虽然收入不少，但
却照顾不了家庭。“一个人在外地，
总是觉得缺了点啥。”叶男说，“特
别是两个孩子都没有照顾到，心里
很内疚。”

留在北京还是回到沈阳？叶男
一直挺矛盾。留在北京就要继续和
家人分居两地，回到沈阳意味着放
弃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最终，叶
男还是下定决心：回家！尽一份做
父亲、儿子和丈夫的责任！

对于“再就业”，叶男早有打
算。一回沈阳，叶男就购置了一台
双擎车，做起了一名网约车司机。
在他看来，这是一份最适合他的工
作，“门槛低，工作时间较为宽松，收
入也不错，还可以每天接送孩子上
下学”。

每天七八个小时工作时间，除
去费用叶男每个月还能“剩”六七千
元。“这份收入虽然没有在北京时
多，但没有了房租等高额费用，生活
还是挺舒适。”叶男笑着说。

今年春节，叶男在“朋友圈”里
给大家拜年，“2020，恭祝大家阖家
幸福、鼠你如意！”文字下边一排八
口之家的卡通人物显得喜气洋洋。

陪伴家人是最大的收获
本报记者 陶 阳

正月初三，锦州市义县白庙子
乡红石堡子村的村道上，尚未消融
的积雪随处可见。结束了在红石堡
子村一户村民家的诊疗工作后，白
庙子乡卫生院医生王丽莉提上药
箱，踩着积雪，到下一户慢性病贫困
患者家里走访。

“现在全乡患有慢性病的贫
困户共 675 人，都已经被纳入到慢
性病规范化管理当中，作为精准
医疗扶贫对象进行签约服务。”王
丽莉指着手里蔡金荣的扶贫健康
档案说。

几分钟后，王丽莉来到了蔡金
荣家。今年 53 岁的蔡金荣之前因
为静脉曲张、高血压等疾病，丧失
了劳动能力，成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8年做过手术后，蔡金荣的
身体状况有了好转。王丽莉一边
询问她的康复情况，一边娴熟地为
她量血压。

“王大夫来家给俺看病、送药十
多次了，每次看到她来，心里暖暖
的，没想到我也能有家庭医生，真
好！”蔡金荣拉着王丽莉的手久久不
愿松开。

“两年前，我因为静脉曲张几
乎走不了路，又因为担心做手术贵
就放弃了治疗，王大夫了解情况
后，把我送到县医院联系做了手
术，2万多元的手术费，出院的时候
自己没花一分钱。感谢党的好政

策，我不仅治好了病，还跨过了贫
困线，2019 年又盖了 3 间新房。”蔡
金荣激动地说。

王丽莉告诉记者，锦州市近年
来将可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两万多名贫困人口纳入帮扶对象，
加强了对这类人群的健康管理和
医疗费用报销力度。“比如我们白
庙子乡，有多少需要住院的，有多
少需要在家服药的，患大病的有多
少人，患慢性病的有多少人，全部
做到精准到人，实行一户一台账管
理，并由乡卫生院的 12 名医生对
贫困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服务。”王
丽莉说。

不仅住院看病不花钱，蔡金荣
平时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药费负
担也少了很多。“以前每个月光吃药
就得 200 多元，现在只花 20 多元就
能买到同样的药，每年还有扶贫分
红和补助，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蔡
金荣说道。

春节期间，因为我省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回到工作岗位上的王丽莉，在为
贫困患者送健康的同时，也不断
向白庙子乡的群众宣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知识。“希望
能为白庙子乡的村民带来更多的
健康资源，更希望这次疫情能尽
快过去。”王丽莉说出了自己的新
年愿望。

红石堡子村贫困户有了“家庭医生”
本报记者 高华庚

“现在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收入比以前还多呢！”正月初三，在辽
阳灯塔市古城街道前烟台村的辽宁
荣嘉农业种植合作社里，村民向记者
讲述近年来的生活变化。

“这得感谢村里发展设施农业，
让我们有了用武之地。”看着眼前长
势良好的果蔬，回想起前几年背井
离乡的打工生涯，徐倩特别感慨。对
于有着多年种菜经验的他们来说，侍

弄两栋暖棚，其实很轻松，更重要的
是，一年下来收入是外出打工的两
三倍。

今年 49 岁的徐倩是前烟台村村
民，他和妻子马凤菊在荣嘉农业种植
合作社里打工已经 4年。十年前，徐
倩带着妻子到大连一家车床加工厂
打工，几年下来，生活并没有太大变
化，每逢佳节，思乡情却更重了。

2017年，返乡创业的赵士刚和前

烟台村村委会主任冯常余注册了辽
宁荣嘉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现已建成
80多栋暖棚，带动周边百余名农民稳
定就业。徐倩夫妇立即加入其中，从
此告别了在外打工的日子。

“去年，我们在灯塔市买了楼房，
两居室的，就等着给儿子娶媳妇儿
啦！”温暖湿润的大棚里，马凤菊一边
干着活儿，一边分享着自家的开心事。

从2019年年初开始，大棚里刚摘

下的西红柿等蔬菜，最快几个小时就
能出现在辽阳及周边城市市民的餐桌
上，实现了地头到餐桌的直供。这让徐
倩、马凤菊夫妇干活的劲头儿更足了。

“我们基本没咋休息，大年初一
就开始干活了！”徐倩说。2020 年的
春节，对于前烟台村的村民来说，要
比往年忙碌。从单打独斗到抱团打
响品牌，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他们的
腰包越来越鼓，生活也越来越滋润。

专业合作社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本报记者 严佩鑫

1 月 27 日，正月初三，时隔半年
多，记者再次来到铁岭开原市金沟子
镇金英村71岁老人张淑清家时，矗立
在记者眼前的青灰色新房格外显眼。

“你看这塑钢窗户一点不透风，
新吊的棚可好擦了，你再看这白钢
门，结实又保暖。感谢党和政府，让
俺能在新家里过大年。”刚一进屋，张
淑清就拉着记者的手动情地说。

去年 7 月 3 日，一场罕见的龙卷
风突袭开原，张淑清家的房顶、门窗、
家具全部损毁。张淑清和老伴都已
70 多岁，且身患疾病，是村里十多年
的低保户。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也帮
不上忙。生活本就不易，房屋又被龙
卷风摧毁，愁坏了老两口。

灾害发生不久，社会各界的援助
就来了。“灾后第一天俺俩就住进了

帐篷，有吃有喝。灾后第三天，政府
就开始给俺家建新房。”张淑清告诉
记者，那些天，各级干部经常来到她
家，监督施工质量，督促建房进度，一
个月后，她和老伴就搬进了新房。

“俺家条件一直不好，这些年一
直都住的旧房，这是俺俩第一次住进
了新房，今年更是第一次在新房里过
春节，俺这心里可暖和了。”住进新

房，张淑清每天都收拾好几遍，过年
这几天，屋里窗明几净，温暖如春。

第一次在新房里过大年，张淑清
早早就备好了年货，儿子和孙子也都
赶了回来。“屋里暖和又亮堂，孩子们
来了再也不担心挨冻了，今天俺准备
给孩子们做上10道菜，全家一起欢欢
喜喜过大年。”张淑清开始在灶台前
忙活起来。

受灾低保户新房里过大年
本报记者 王晓波

1月27日，马凤菊一家在果蔬大棚里干活。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摄

基层社区防控网
如何织密织牢？

——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焦点扫描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
情来势凶猛，众志成城的中国以超
乎寻常的气魄与疫情展开决战，取
胜只是时间问题。每个人都应当
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调整好心态
和节奏，为最终的胜利各负其责，
努力在战胜危机过程中变得更加
强大。

一切为了最终的胜利，就需要
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封闭城市、限制交通、关闭景区、隔
离人员、减少流动、取消节日期间
的人群集聚活动等，会暂时影响经

济的活跃度，尤其是餐饮、旅游和
零售等服务业将受损失，一些企业
将承受压力。但与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相比，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今天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阻断
疫情蔓延，把损失降到最小。更应
坚信的是，战胜疫情后，国家有能
力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创
造更好的条件和更适宜的经济发
展环境，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把
遭受的损失补回来。

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做到一个顾大局的“大我”。
因此，如果眼前的工作和生活为防
疫让了路，不要悲观抱怨，不需慌乱
急躁，不用消极懈怠。如果不能在

“战役”里冲锋陷阵贡献更多，那就
做好配合保护好自己，蓄积后劲，为
明天的奔跑做好准备。

武汉在努力，中国在努力。这
是一个“强敌”来袭的冬天。但无
论经历怎样的酷寒，春天终会如期
到来。集聚了强大发展后劲的民
族，一定能走得更稳，跑得更快。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一切为了最终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范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