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部
署部分省份因防控工作需要灵活安排工作、进一步做好
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加大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及周
边重点地区医疗防控物资支持力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
神，国务院已同意部分省份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春节
后在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
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企业、重大工程员工及时返岗的同时，
其他行业可采取灵活方式安排工作。这有利于避免节后
人群大规模流动，降低疫情扩散风险。引导具备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错峰上下班和居家网上办公等。有序引导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错峰出行，在复工后分批有序到岗。

会议指出，各地要确保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等稳定供应。及时准确掌握本地区药品、防护用品、消毒
用品等疫情防控物资供需情况，采取有力措施支持相关
企业尽快复工、满负荷生产、扩大产能。加强生活必需品
供应，尽快组织粮油及食品加工、能源等重点企业复工生
产，建立重要物资供应绿色通道，优先安排电煤、粮食、蔬
菜等重点物资运输，确保批发市场、城区物流配送畅通和
商超、便利店、社区供应点及时补货。

会议指出，保障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疫情防控物资
需要是重中之重。疫情发生后，国家从各方面抽调人力
物力集中给予支持，但湖北目前医疗资源短缺问题仍然
突出。要加快医院和床位建设，加强医务人员队伍保障，
从全国其他省份组织更多呼吸、重症、护理等方面高水平
医护人员支援湖北。要加快推动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企业
复工达产，优先保障武汉和湖北其他重点地区需要，抓紧
弥补湖北省医用口罩、防护服等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缺
口。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责、加强
协调，帮助解决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的生产、运输等方面遇
到的问题。卫生健康委要尽快完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分
类使用标准，为有限资源精准使用提供依据。所有紧缺
物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湖北省要做好医疗防控物资管
理、优化配置使用。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推动防控力量下
沉，坚持公开透明，更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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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报道
日前，省检察院向全省检察机关下
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切
实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
紧迫的任务，齐心协力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

通知指出，要强化协同联动，切
实保障办案安全。案件办理既要严
格依法，又要严格落实隔离、防控的
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坚持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
好办案与防控的关系；在疫情防控
期间应以案卷书面审查为主要方
式，尽量不采取当面方式讯问犯罪
嫌疑人、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以
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可以采取
电话或者视频等方式进行，以减少
人员流动、聚集、见面交谈。

通知强调，要发挥检察职能，

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全省检
察机关要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
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严惩隐瞒、
谎报疫情，未及时采取预防、控制
措施造成疫情扩散等失职犯罪；严
惩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牟取
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和
生产销售伪劣防治、防护产品药品
的犯罪；严惩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以及疑似病症故意传播病
毒、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治疗
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要加大对疫
情防控期间“暴力伤医”行为的打
击力度，确保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医
护人员安心放心；严厉打击编造与
疫情有关的恐怖信息、利用疫情制
造传播谣言、煽动、破坏法律实施、
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确保社会大
局稳定。

我省检察机关
采取多种措施抗击疫情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2月2
日，省生态环境厅下发通知，要求
为疫情防控急需用品生产企业审
批开辟“绿色通道”。

通知要求，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全力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预约
办、就近办”审批工作方式，对能够
全程线上办理的审批事项，原则上
实行线上办理；对需要的纸质材
料，可采用邮寄方式报送。有效利
用微信、网络、电话等方式预约办
理；引导办事群众、企业采取非现
场方式办理，并提供有效的技术保
障和服务。对需要由上级部门审
批的事项，鼓励当地审批部门实行

代办，当地部门应做好资料代收、
代寄、代沟通工作。

简化行政审批中间环节。对于
必须进行现场踏查的环节，采取视
频直播、视频录像等方式开展；对于
必须进行专家评估的环节，采取视
频会议、专家函审等方式开展；对于
环境影响小、环境风险可控的审批
事项，可推行承诺制审批。

同时，为疫情防控急需用品生
产企业审批开辟“绿色通道”。采
取加急审批、减少环节、承诺审批
等方式，以最高的效率完成相关审
批事项，确保疫情防控急需用品快
速生产。

省生态环境厅下发通知

为疫情防控急需用品
生产企业审批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全省 16069 个城乡社区、8.8 万余
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参与抗击疫情，
2月1日，省民政厅发布致全省城
乡社区工作者的一封信，致敬并问
候社区工作者。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城乡社
区工作者广泛动员组织城乡社
区居民，有效实施网格化管理、

拉网式排查，积极做好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

省民政厅号召全省城乡社区
工作者，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进
一步严格落实防控要求，从严加强
城乡社区管控，做到“里不出、外不
进”；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稳定情
绪、增强信心，不信谣、不传谣。

我省8.8万余名
城乡社区工作者参与抗击疫情

（上接第二版）
在春节返乡节点，我们倡导返辽

人员居家隔离 14 天。有人可能不理
解，但是以短时不便，保护个人、家人、
他人健康是值得的。疫情当前，这是
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落实好群防群
控，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并不是难事。

记者：居家隔离要注意些什么？
赵卓：居家隔离广义上要求：不出

屋、定时量体温，如有异常及早就医。
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来讲，由于我们目前对病毒的认识还
不够透彻，建议隔离期间，如果有条件
最好独居，尤其是家有老人孩子、孕
妇、特殊疾病慢性病人的，尽量分开居
住，因为他们抵抗力低，一旦感染，后
果严重。如果无法做到独居，要尽量

减少和家庭成员长时间、近距离的接
触，距离一米以上相对安全。打喷嚏、
咳嗽一定要用纸巾、手帕捂好口鼻，并
及时洗手。吃饭采取错时、分餐等方
式。气候条件允许时，定时多开窗通
风。对门把手等经常接触部位用消毒
液、酒精进行擦拭消毒。如果没有症
状，在家里保持安全距离并减少接触
的情况下，可以不必戴口罩，但是如果
到公共场所还是需要戴口罩。

目前已经证实，新型冠状病毒除
了呼吸道传播之外，还有其他传播途
径，这使得防控难度更大，只要我们注
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就可以使得
传播概率降为最低。

记者：居家隔离如何做好通风、消
毒和体温监测？

赵卓：我省天气较冷，但是如果气

候条件、家里温度允许，有必要每天定
时开窗通风。如果室温过低，通风不
便，可以购买家用紫外线灯，在屋内无
人，保证安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进行
空气消毒。

个人用过的毛巾、手绢、茶杯等要
定期洗消，采用家庭常用消毒用品局
部擦拭桌椅、消毒碗筷。对病原微生
物的消毒，必须要达到一定浓度、一定
时间才有效，因此，在居家隔离时，不
提倡医学消毒，以免对人体造成其他
伤害。对家庭来说，以清洁卫生为主，
适当进行洗消，消毒后要采取一定方
式的通风，达到相应的防护目的。特
别强调的是，尤其要注意对手的消毒
或清洁，经常洗手。

居家隔离者一天至少两次做好
体温检测。一般超过 37.3℃认为发

热，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个人体质
特征等原因，有确诊病例发热并不明
显。建议关注个人呼吸道症状和感
受，如果忽然出现痰多、呼吸不畅等
症状，尽管未发烧，也应及时就医，及
时检查。

记者：居家隔离是否可以提前
解除？

赵卓：隔离期 14 天的规定，是根
据疾病的潜伏期来定的。就新型冠状
病毒而言，我们发现有病例在密切接
触后第11天、12天发病的。为了更好
控制疫情蔓延，希望隔离者不要因为
没有症状提前自行解除隔离期。

14天很长，居家隔离者可以通过
网络、电话等方式与外界保持交流。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家进行适
当运动，锻炼身体，增强免疫力。

居家隔离是防控疫情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举世关注。连日来，
多国政要高度评价中国为抗击疫情采
取的强有力措施，表示坚定支持中国抗
击疫情，并对早日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
内阁不管部长拉斐尔·图朱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抗击疫情过
程中，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严格措施、中
国人民所展现出的勇气和担当令人赞

赏。“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赢得抗击
疫情的胜利。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达维德·扎尔
卡利亚尼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暴发之
际，我们想告诉中国朋友：格鲁吉亚与
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将继续合作，共同
致力于遏制疫情蔓延。”

智利卫生部长海梅·马纳利奇在
会见中国驻智利大使徐步时表示，中
国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发布、病毒基因序列分享等方面公开
透明，应对疫情措施迅速有力，令人敬
佩。智利政府坚信中方将有效控制并
最终战胜疫情，愿与中方保持密切联
系，就疫情防控工作加强沟通合作。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教育
和科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俄罗斯医
学科学院院士根纳季·奥尼先科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过程中展
现的开放、透明、负责任态度以及有力

措施令人赞赏，相关信息的公开对疾
病研究帮助极大。

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海
因茨·菲舍尔说，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进
展，“希望中国人民知道，奥地利国家
虽小，也在为你们担忧！我们与所有
相关的人们患难与共，奥地利将竭尽
所能提供帮助。我们深信，只要各方
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尽快控制疫情发
展并最终彻底战胜疫情”。

多国政要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中国政府采取的严格措施
和中国人民展现出的勇气担当令人赞赏

（上接第一版）
二、强化医疗救治工作。严格标

准，保证质量，加快建设沈阳、大连、锦
州区域集中救治中心。推进救治集
中、要素集约、资源集聚，创新体制机
制，打破管理界限，实施省级统筹，真
正做到“四集中”。

三、强化交通运输保障。各地
区、各部门要保障正常交通秩序，做好
急需复工企业员工、机关事业单位返
岗人员等重点群体运输，对具有一定
数量规模的重点人群，有条件的可组
织集中运送直达目的地；要做好交通
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卫生管理，省内
所有机场、车站、码头都要实行严格的
体温检测，外出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要按规定做好防护，封闭交通工具
要尽可能预留必要区域供途中留观
使用。

四、强化返辽人员管控。对确因
工作需要近期返辽人员，各地区、各相
关部门要加强检疫查验和健康防护，
所在单位要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对来
自、去过湖北和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的
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按规定严格落
实医学观察、隔离等措施，确保做到全
覆盖、无遗漏。

五、强化机关企业防控。省内各
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要对本单
位干部职工及家庭成员节假日期间出
行情况进行统计摸底，对发热或与确
诊病例、疑似病例、湖北和疫情比较严

重地区来辽人员有过接触的，共同居
住家庭成员参加一线救治工作的，做
出妥善安排，可暂缓到岗。对有未成
年子女的家庭，可有1 名职工在家看
护，其间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关系。要
加强办公场所、生产车间等公共区域
集中消毒，保持环境清洁；对进入区域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要求佩戴口罩，做
好登记排查；上班期间不得集中就餐，
应安排盒饭或简餐。

六、强化防控物资保障。各地区、
各部门要做好较长一段时间抗击疫情
的物资储备，全力以赴组织生产，及时
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切实提高自给
能力；协调联动接受援助，开辟海外捐
赠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检测、最短时

间通关；全省统筹调度分配，区分轻重
缓急，严格审批管理，强化过程监督，
精准有效推进分级分类使用，切实提
高分配精度和效率，全力以赴保急需、
保重点，守底线、不断供，确保“好钢用
在刀刃上”。

七、强化巡回督导检查。充分发
挥“三合一”巡回督导小分队作用，定
期深入村屯社区进行督导检查，及时
发现问题，帮助解决问题，补缝隙、清
盲区、堵死角，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
问题，推动防控举措全面落实、精准落
实、有效落实。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2月2日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

（上接第一版）目前，政府正在采
取多种措施调配物资，口罩、消毒
液等相关生产企业也在加班加
点、日夜赶工，情况正在变得更
好。至于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更
是储备丰盈、供应充足，辽宁的猪
肉、禽肉、禽蛋每月供给量远超需
求量，蔬菜也是如此，不仅能保

供，还可外调，根本没必要在家里
存一大堆，吃新鲜的多好。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在
无坚不摧的中国人民面前，没有过
不去的坎。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
科学的防控举措。大雨突袭，如果
每一段堤坝都很坚固，洪水就将变
成一条大河。不被自己打垮，就没
什么能打垮我们。

以科学态度必胜信念筑起“心理堤坝”

（上接第一版）
我省规定，转诊工作由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统一调度，各地不得擅自行动。
原则上各市已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患者，除危重型病例及不具备
转运条件的重型病例外，均应转诊至集
中救治中心接受集中救治。

为确保患者全程转运安全，同时
有效避免相关人员感染，我省规定，
转运过程中严格遵照国家卫生健康
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转
运工作方案（试行）》要求，由集中救
治中心隶属的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急

救中心安排专门的医务人员、司机和
转运专用负压救护车辆负责转运，承
担转运任务的急救中心全程做好消
毒、感染防控、车上生命支持设备配
备等各项工作。患者转出市负责转
运工作交通保障，协调公安、交管等
部门积极配合，确保转运安全、顺
畅。转出、接收两市卫生健康委认真
履行患者交接手续，移交患者详细病
历资料，确保患者后续治疗连续、平
稳、有效。

据了解，已正式启用的集中救治
沈阳中心，主要收治沈阳市内及辽宁

省中部地区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
岭、盘锦等6 个城市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截至2月1日
21时30分，铁岭市1例、鞍山市1例、
盘锦市 2 例转诊患者已安全、顺利收
入集中救治沈阳中心负压病房接续治
疗。该中心正在建设的 50 间观察隔
离病房和可供200余人使用的医务人
员休养区将于 2 月 3 日 24 时交付使
用，正在改造建设的56间负压病房预
计于2月10日后投入使用，随后还将
启动3 号楼改造工程，进一步改造增
加负压病房数量。

集中救治大连中心和集中救治锦
州中心也在加快建设中。大连市第六
人民医院根据患者病情不同，可安置
66张至99张床位，用于收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目前正在
开展C楼改造工作，计划改造新增165
张床位，2月底前投入使用。锦州市传
染病医院目前可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患者的隔离病房有12间，可收
治普通确诊病人24人，另有ICU房间
5间，计划改建20间病房。新建的集中
救治楼占地面积 1.8 万平方米，增加
100张床位，目前已进入设计阶段。

我省加快建设三大区域集中救治中心

（上接第一版）
一夜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派出一支15人的医疗队，是省内
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作为盛京医院
驰援湖北医疗队队长，贾佳和同事们
连夜准备，时间虽然紧迫，但他说，“我
们各种物资都准备得很充足”。

2日一大早，孩子还没睡醒，修美凤
就赶到了医院。直到出发前，修美凤也
没敢跟女儿说可能要离开她好多天。

“女儿小，才两岁半，她要是问，就告诉
她妈妈去打仗了。”修美凤对记者说。

龚平只简单收拾一下，休息了两
三个小时就离开了家。因为走得匆
忙，他甚至来不及和熟睡中的女儿以
及年迈的父母告别。

事实上，此次驰援湖北的大连医
疗队总领队龚平希望能再快一点、早
一点到湖北。“我有不少同学都在武汉
那边的医院工作，他们确实非常辛苦，
急需我们的支援。”龚平说，“我在急诊
ICU工作了18年，而且还是一名共产
党员，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
挺身而出。我希望能尽快投入工作
中，尽可能多地提供帮助。”

一直密切关注疫情动态的贾佳，想
尽快抵达湖北的心情也很迫切。“无论是
SARS还是甲感，每有危情，我们重症医
学工作者总会冲到第一线。”贾佳说。

无畏惧 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危情面前，118 名白衣天使选择

了迎难而上。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不讲条件、不计代价、无所畏惧。

“我在重症一线工作20多年了，抗
疫关头，我能做的就是投身到疫情最
严重的地方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重症医学副主任医师刘丹说。

刘丹的女儿是一名大学生，今年
寒假作为交流生去了美国，娘俩已经
一个多月没见面了。临出发时，刘丹
和女儿进行了视频聊天，但她没说自
己去武汉的事。刘丹的婆婆春节前查
出肺部疾病，安排节后做手术。“我都
顾不上她们了，这个时候，武汉人比家
里人更需要我。”刘丹说。

哪里需要去哪里。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重症专科
护士易先丽出生在湖北，工作在辽
宁。“我既是辽宁的女儿，也是湖北的
女儿。平时工作太忙了，已经 5 年没
回湖北了，这次我去武汉，要为家乡父
老尽微薄之力。”易先丽说。

华润辽健集团本钢总医院重症监
护室副主任赵赜，这些天已多次向医
院申请去湖北支援。考虑到她的父亲
身患重病，家庭负担较重，院方最初并
未同意她的请战。“国家有难，作为重
症监护医生，我必须挺身而出。”危难
面前，赵赜和队友们无惧风险，义无反
顾，把老百姓的“生”看得更重。

实际上，赵赜家并非只有她一人
向武汉挺进。此刻，她的嫂子陆莹，作
为华润辽健集团本钢总医院首批进入

发热门诊的医生，已经奋战在抗“疫”
一线。

此次医疗队里最小的“战士”，是
1998 年出生的丁宇琦。她来自锦州
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和男友决
定在 5 月 27 日结婚。得知要奔赴武
汉，男友在微信里说：“哭着说害怕的
你却冲进了战场，大宝你很勇敢，我很
自豪，一定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定要平
安回家，我等你！”

哪里是害怕，分明就是勇敢。“我
在重症工作两年啦，已经很有经验了，
医院和家人是我的后盾，我啥都不
怕！”丁宇琦说。

有担当 不辱使命冲在前
医者如兵，有战必战。一声令下，

一往无前！
得知需要驰援湖北，沈阳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护士张刚毫不
犹豫地报了名，“我是一名男护士，跟
女护士相比，我的力气会大一些，照顾
男性危重病人也更方便一些”。

家里人得知张刚要去湖北的消
息后，都很支持他。“此时此刻，我的
内心充满力量，我会带着医院全体医
务人员的重托，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全
力以赴发挥自己的专长，不辱使命！”
张刚说。

大事难事看担当。接到驰援武
汉的通知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原艺立即报

了名。“当时想到的就是‘担当’。”原
艺说。8 年来，他在重症医学科诊治
了大量重症患者，积累了丰富经验，

“武汉疫情严重，我义不容辞，希望能
为救治武汉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医务工作者，当人民健康受
到威胁时，治病救人是我们的使命和责
任，重症医学的医务工作者，就是尽一
切努力，降低病死率。”疫情发生后，沈
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主任医
师孙晓旭第一时间请战，“我热爱我的
工作！我将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在一
线为国家、为抢救重症病人尽自己的一
份力，与全国人民一起抗击疫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
医学科党支部书记丁仁彧，是这次我
省驰援湖北医疗队队长。他自豪地
说，队员们都是各大医院政治素质高、
年富力强、业务过硬的“精兵强将”，不
少人经历过甲感、禽流感，也经历过汶
川地震。灾情、疫情就是大家的集结
号，奔赴前线、救死扶伤，是重症医学
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这次驰援湖北，辽宁医疗队担负
的任务是发挥专业特长，救治重症和
极危重症患者，进一步降低病死率。
丁仁彧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牢
记嘱托，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我
们这支队伍的口号是‘一起拼，一起
赢，一起回’！”

本报记者 王笑梅 董翰博
王 坤 孔爱群 葛红霞 王敏娜

情牵湖北 再起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