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吴世勇 刘庆余
视觉设计：张 丹
检校：王永智 张庆生要闻

YAOWEN

02
2020年2月2日 星期日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1 月
31日一大早，本溪市南芬区三台子村
一组的老张家就来了两名村干部，登
记其家属从江苏扬州回来过年的情
况。前一天中午，本溪市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新确诊病例不来自武
汉，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加大外来
人口排查范围。

抗击疫情以来，本溪市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始终把抗击疫情工作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和当前头等大事，抓实
抓细抓到位，反应灵敏，行动迅速，措

施坚决，处置果断，坚决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月 21 日，本溪市成立了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建立
了四级联防联控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在全省启动一级响应当日，本溪
市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集中办公，
制定各种工作方案。同时，各县区、乡
镇也成立指挥部，上下联动。各级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部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相关人员全部停止休假，迅
速进入临战状态。截至目前，全市近4
万人奋战在抗击疫情战线。全市充分
发挥村、社区作用，进行拉网式排查、

网格化管理，坚持从细从严落实防控
举措，村、社区对返乡人员和外来人员
开展拉网式排查、网格化管理，逐户调
查摸底。

1 月 25 日开始，本溪市停运公交
和长途客运车辆，之后又关闭了娱乐
场所，宾馆、酒店、景区景点停止营
业。28 日起，全市个体诊所、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暂停接诊不明原
因发热的病人，城乡药店对购买止
咳、发烧、感冒药物的人员进行实名
登记，由他们负责转诊或劝告去发热
门诊就诊。

本溪市及时公布确诊病例的活

动轨迹，要求相关人员及时报告，也
让市民懂得个人防护的重要性。同
时，本溪市委要求组织学校、机关、企
事业单位等，开展接龙报平安活动，
强化监管职责。

一手抓战“疫”，一手抓稳定。本
溪市强力部署市场物资供应和物价
稳定工作，特别是保证粮油蔬菜水果
等民生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防
止哄抬物价、恐慌抢购等情况发生。
采取为连锁超市的货运车辆开辟绿
色通道、安排专项物价调节资金等措
施，将重点民生物资价格调节到春节
前水平。

本溪多措并举把抗击疫情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2月1日，全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宣传工作专题视频
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1月31日中宣部专题视频会议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和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部署，分析研究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和舆论引导态势，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福海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要把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当作全战线最重要的工作、最紧
迫的任务、最现实最直接的考
验，切实抓紧抓好；要在思想上

紧而又紧，在工作上细而又细，
在措施上实而又实，以极端负责
的态度，以无比饱满的热情，高
标准高质量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引导工作。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
省政府及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具体
安排的宣传；加强权威信息发布、
科普知识宣传；加强对抗击疫情
过程中涌现的先进典型的宣传；
加强热点问题引导和管控；加强
对全省文旅场所和文旅活动的管
理。要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压紧
压实责任，为全省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强大正能量。

全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宣传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2月1日，东北制药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采购的 6 万只防护口罩
抵达沈阳桃仙空港口岸，沈阳海
关仅用 20 分钟即完成验放。这
些口罩将即刻投放至各大药房
销售。

据了解，为确保该批防护用
具快速通关，沈阳海关专门采用
预约通关的方式加班对物资实施
快速验放。目前，沈阳海关已开
通了进口物资快速通关专门受理

窗口和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进口
药品、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治
器械等医疗防控物资快速通关，
相关物资紧急情况下可先登记放
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此
外，对符合相关规定的进口捐赠
物资，在办理通关手续时，凭受赠
人或使用人所在地海关出具的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免征
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紧
急情况下可先登记放行货物，后
补《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沈阳海关快速验放
6万只进口防护口罩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严
控疫情传播，采取一系列超常规
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密切接
触，严密防控疫情通过铁路传播。

这些措施包括，旅客进出站
必须佩戴口罩，未佩戴者予以劝
离；通过人工实名制验证口时可
不摘下口罩，确认票证即可放
行；如果旅客戴口罩无法通过自
动核验闸机，车站工作人员要主
动引导至人工验证口；铁路工作
人员工作期间必须佩戴口罩，安
检、实名制验证人员必须佩戴口

罩、护目镜、手套，穿防护服，未
按要求穿戴的不允许上岗作业；
取消出站口人工核验车票流程，
工作人员在保证出站口不进入
旅客的前提下，与旅客保持一定
距离。

旅客乘车期间，在保证安全
作业环节不减少的前提下，动车
组列车不核验旅客席位，普速列
车取消验票和去向登记；加大列
车广播到站播报频次，由“一站三
报”增加到“一站四报”；普速列车
取消车门口验票，列车员口头提
示列车方向，防止旅客上错车。

沈阳铁路部门严控疫情传播
取消出站口人工验票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为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我省财政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及时筹
措拨付资金。2 月 1 日，省财政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当日 14 时，全
省各级财政部门共向有疫情防控任
务的单位，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9.98
亿元。

疫情发生后，省财政厅要求各地
财政部门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工作，严
格按照相关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确保

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并在第一时间建
立了全省疫情防控资金调度和财政系
统内人员安全情况日报告制度。要求
各市制定疫情防控的库款保障应急预
案，以将疫情防控资金拨付放在优先
保障位置，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
位。目前，全省各地均未发生库款调
度困难。

为确保相关应急救援设备和物
资及时供应，根据相关法规，1 月 23
日，省财政厅开启了应急救援设备和
物资采购绿色通道，印发文件，规定

凡采购疫情防控相关应急救援设备
和物资，采购部门可按照紧急采购方
式自行组织采购，无须执行政府采购
流程。据此政策，1 月 31 日，省商务
厅接到预拨的 3251 万元，自行组织
采购，紧急购进医用标准化防护服、
护目镜、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用于
防控关键环节。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继续强化
资金统筹及时拨付等举措，同时进
一步确保资金向一线倾斜、向基层
倾斜。

我省已向有疫情防控任务单位拨付资金近10亿元

1月31日20时，丹东天皓净化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依然灯火通明。在抗击疫
情的紧要关头，防护用品紧缺，天皓公司争分夺秒、加班加点赶制防护口罩。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赶制口罩

近日，我省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病例增加，百姓对此极为关
注。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教授王玮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仍须科
学防控，治疗已初见成效。目前，病例
数量增长与各地启动联防联控机制、主
动加强筛查等有关，大家不必恐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潜伏
期一般是2天至14天。按现在统计的
数据来看，其传染性不低于 SARS。”
王玮认为，病例持续增加的另一个原
因，是各地相继启动一级响应，实施了
联防联控，省卫生健康委迅速采取措
施，加强了主动筛查，诊断流程不断优
化便捷，使检测时间大大缩短。

截至目前，沈阳、大连、朝阳、葫芦
岛、本溪、丹东、营口、盘锦、辽阳等市
疾控中心均可进行核酸检测，无须再
由省疾控中心复核。上述九市疾控中
心需在核酸检测完成30分钟内，将检
测结果报省疾控中心和市卫生健康
委，最后由专家组进行认定。

虽然病例不断增加，但各地相继
有患者治愈出院。对此，王玮表示，针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特效药物
尚在研发中，还未用于临床。随着国
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的不断更新，针对患者的治疗原
则和方法更加清晰，对于普通型患者，
以病毒性肺炎的常规治疗为主，同时
保证营养、热量供应以及充分休息，可
以收获较好的疗效。大连首例出院患
者经过十多天的药物治疗，各种症状

都明显缓解，进行的两次病毒核酸检
测复查均为阴性。

“目前，做好科学防控仍是关键。”
在王玮看来，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是病
毒主要传播途径，病毒也可以通过接
触传播。虽然病毒来源和人群间传播
能力等许多细节仍未知，但人与人之
间的传播已明确。市民应尽量减少外
出活动，出门戴口罩非常必要，居室一
定要勤通风、换气，不要随地吐痰。更
为重要的是，不要接触、食用携带冠状
病毒的野生动物。

王玮特别强调，一旦出现发热、呼
吸道症状等，尤其是到过疫区或有与
确诊患者的接触史，一定要及时去医
院筛查，并主动说出自己的旅居史或
接触史，以便医生尽快判断疾病病情，
避免耽误诊治。

治疗初见成效 防控仍是关键
——访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王玮

本报记者 王敏娜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2月
1日，省市场监管局下发通知，要
求全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避
免集体性就餐，选择分餐配送方
式或简餐，实行分散性就餐。

通知强调，全省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食堂要严格落实进货查验
和索证索票制度，严禁采购、加工
制作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严禁采

购、加工制作未按规定进行检验
检疫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畜
禽肉。要保持空气流通，定期对
设备设施、场所地面等进行消毒。

通知还要求，各类食堂严格
落实从业人员岗前健康检查制
度。一旦发现从业人员有发热、
咳嗽、腹泻、咽部炎症等病症的，
应立即停止工作，及时处置。

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避免集体性就餐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1月31日，省人社厅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人社部门认真做好医护人
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工伤保险保障
工作，并开辟工伤待遇绿色通道。

通知要求，要督促落实疫情
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工资
待遇政策以及相关政策，支持疫
情防控相关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
简化招聘程序和设立招聘绿色通
道，紧急补充医护人员等疫情防

控工作人员。
通知强调，各地要调整优化

一季度就业服务活动，组织各级
各类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线上
招聘，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线上培
训，积极稳妥做好农民工、高校毕
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
失业人员生活保障，加快落实援
企稳岗政策，努力维护就业大局
稳定。

省人社厅：为医护人员
开辟工伤待遇绿色通道

★ 省应急管理厅开通绿色
通道，从1月27日开始，连续3天
为医疗机构提供非医疗防控物
资，切实保障全省抗击疫情工作
需要。针对卫生健康部门提出的
物资需求缺口，省应急管理厅积
极协调配合省卫健委、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简化工作程序，强
化物资调度，为多家医疗机构调
配帐篷、床、棉被、棉大衣等 12
大类物资，有效保障了防疫工作
需求。

刘 佳

★ 抗击疫情期间，急需情绪
疏导和心理支持的我省高校师
生 ，可 以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024-
86938625。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会开通热线和网络在线心理
辅导平台，面向全省高校师生提
供心理支持服务。省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研究会在全省招募了
98 名高校专职从事心理咨询工
作的志愿者，投入此次工作中。
本次服务方式有热线电话和在
线心理辅导平台两种，每次 30
分钟，热线电话开放时间为每天
9时至24时。

葛红霞

★ 近日，沈阳市全面加强医
疗废物收运处置过程监管，确保
全部医疗废物得到无害化处置。
为截断疫情传播“最后途径”，沈
阳市制定相关方案，严格落实战
时机制，严格把住医疗废物接收、
转运和无害化处置“三大关口”，
盯紧医疗废物消毒、称重、焚烧

“三个环节”，在全市医疗单位和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管理实行专点
储存、专人负责、专车转运、专线
运输、专时操作“五专措施”。

陶 阳

★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
通知，要求全省涉农领域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组织挂靠在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涉农社
会组织党组织做好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相关工作。
通知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
村经济组织党组织要在做好抗击
疫情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成员做
好农（畜）产品的生产工作，保障
农副产品市场需求。养殖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要指定专人注重防
控人畜共患疾病疫情调查排查，
发现疫情要按规定及时上报当地
相关疫病防控组织领导部门。

李 越

★ 2 月 1 日，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发送旅客 18 万
人次，同比减少 64 万人，下降
78%，当天，增加停运列车32对，
停开旅客列车169.5对。

唐佳丽

★“我是党员，我先上！”为
确保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员冲锋
在前，连日来，省公安厅组织省内
各地公安机关统一成立“党员突
击队”。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
已有 1 万余名党员参与到“党员
突击队”“青年突击队”中。

刘 乐

速读

（上接第一版）执行“一级响应”不动
摇、落实防控责任不松劲、勇于担当不
懈怠，把各项措施落实得更加到位、风
险漏洞排查得更加彻底、防控网络织

得更加细密，构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三要突出重点、精准防控，有力有
效做好防控工作。狠抓诊疗救治，加
快建设集中救治中心，着力提高治愈

率；狠抓物资供应，强化防控物资全省
统筹，统一调配，优先满足防控一线需
求；狠抓重点时段，紧盯返程返乡关键
节点，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渠道；狠抓社

区农村，夯实基层基础，打通疫情防控
“最后一公里”。

副省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
指挥卢柯参加座谈。

正确研判疫情 精准有效防控

（上接第一版）又为全省确诊病例的集
中救治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体现了高
度的政治担当和行动自觉。当前，疫情
发展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一
些，把思想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把防控措
施落实得更严格一些，以更加严实细的
工作作风，坚持防控与救治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要科学合理调配防控物资和救
护力量，对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等集中
救治医院的物资需求给予重点保障，要
大力宣传和推广抗击疫情的“沈阳模

式”，加快推进大连、锦州区域集中救治中
心建设，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张雷，副
省长卢柯参加调研。

严格落实“四集中”要求 加快推进集中救治中心建设
确保感染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2月1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截
至 2 月 1 日 22 时，辽宁省累计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病例64例，其中重型病例5例，大
连市治愈出院1例。

1月31日23时30分至2月1
日14时30分，辽宁新增3例输入
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
诊病例。其中大连市 2 例，阜新
市1例。

2月1日14时30分至22时，
丹东市新增1例输入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属普
通型病例。

确诊病例中，沈阳市 16 例
（铁岭市转入1例，鞍山市转入1

例，盘锦市转入2例）、大连市10
例、本溪市3例、丹东市6例、锦州
市7例、营口市1例、阜新市2例，
辽阳市1例、铁岭市2例、朝阳市
6例、盘锦市5例、葫芦岛市5例。

目前 63 名在治患者均在定
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病情平
稳。63 名在治患者中，52 例病
例为输入性病例，6 例病例为
武汉输入病例家属，4 例为现
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
例正在对其感染情况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

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898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110 人，
现有 788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其余正在追踪中。

辽宁确诊64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