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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凶 险 来
袭，大家纷纷响应号
召，戴口罩、勤洗手，
不串门、不聚会。

对此，有人曾在
微信朋友圈调侃：“帮不上忙的，在
家老实坐着，就是为社会作贡献、
就算保家卫国。”

确实，如此的“不行动”，是我
们协同战“疫”、减少病毒传播的有
效办法。

应对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我们的战略和战术，是正
确的、有效的。我们的“不行动”，其
实就是战“疫”最好的实际行动。

正是我们坚决做到有效的“不
行动”，前方医护人员才能心无旁
骛，决战决胜；我们坚决做到有效
的“不行动”，也是为整个战役的后
勤保障、群众日常供给，做出最大
的支持。

治愈人数超过死亡人数，对病
毒的科技攻关有新进展，利好消息
在不断传来。但是，疫情毕竟还没
有完全消散。

从目前情况分析，这场战役，
可能不是一个冲锋就能大获全胜

的。历经了疫情突来，我们惊讶、
错愕之后，现在大家更需要的是冷
静、坚定。

万万不可放松警惕！我们
必 须 思 想 上 绷 紧 弦 ，行 动 上 不
松劲。

最大限度地克服各种不便，做
好个人的隔离防护，是我们应该继
续的“不行动”；服从战“疫”大局安
排，理解有关人员管理，不讲条件、
不添乱，是我们应该继续的“不行
动”；对疫情发展态势保持足够警
惕，情绪稳定、沉着应对，是我们应
该继续的“不行动”。如果尚有余
力，伸出我们的手、献出我们的爱，
那则是锦上添花。

灾难，素来只是暂时的，一切
终归都会好起来。中华民族从风
风雨雨中一路走来。前行的道路可
能不会是坦途，但自强不息、勤劳勇
敢的我们，曾闯过无数难关。

“不行动”也是行动。我们同
舟共济，凝聚力量，就能构筑起抗
击疫情的钢铁长城。我们一起与
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必然可以
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共享阳
光的日子，一定为期不远。

“不行动”也是行动
李万东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2
月 5 日，记者从沈阳市政府获悉，
沈阳市推出“阅读沈阳”——沈阳
文博在线系列活动，市民宅在家里
就可以博览丰富的文博资源、网游
沈阳城。

据介绍，沈阳故宫、张氏帅府、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重点博物
馆都已完善和丰富了官网内容，推
出可网上浏览展览内容的官网网
页。文旅广电部门还汇总整理了

市属院团和相关演出单位的演出
视频素材，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视频
网站发布，让市民足不出户看演出。

沈阳市图书馆和沈阳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线上服务
24小时不打烊，提供线上展览、电
子书阅读、在线听书、视频学习等
个性化服务；沈阳书画院推出“宅
家看展，品多彩艺术故事”微信看
展；沈阳科学宫推出了线上“科学
实验挑战赛”。

沈阳市推出文博在线系列活动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佳 报 道
75°的酒精能有效灭活病毒，让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用酒精消毒。然
而，因酒精使用不当引发火灾的事
件时有发生。省消防局紧急提醒，
酒精消毒严防爆燃。

当室内喷洒的酒精浓度高于
70%时，酒精的挥发会使室内空气
中可燃性气体增加，这个时候只
要一个小火花，哪怕是一个静电，
都可能引起爆燃。所以，在喷洒
酒精消毒后，千万不要点火抽烟，
也不要去厨房打火做饭，不要使
用电器开关，不要接打电话，不要
让衣物发生静电。酒精喷洒 10
分钟后，消杀结束，要立刻开窗通
风“解酒。”

此外，省消防局还提醒广大居
民，家中不要囤积太多的酒精，因
为多了就等于在家里安装了一枚
定时炸弹。用后剩余的酒精也不
能随意放置，阳台、灶台这样的热
环境必须要远离，更不要把它放在
电源插座附近，以免发生电器短路
引燃酒精。

那么，酒精引发火灾该怎么办
呢？首先千万要冷静，要用“窒息
法”断氧，随手操起家中的一条棉被
果断地盖上去，如果你反应足够快，
最好用一条湿棉被，灭火的效果会
更好。如果酒精燃烧并烧到了自己
身上，最有效的自救方法是，要立刻
脱掉身上的衣物，如果身上的火还
没有灭，要就地翻滚把火压灭。

省消防局提醒市民

酒精喷洒10分钟后要开窗“解酒”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对参
与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而被
感染的机关、企事业、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沈阳市将实行工伤即时认定，在受
理后1个工作日内即可作出工伤认定
的决定。

日前，记者从沈阳市人社局获悉，

沈阳市制发了《关于对参与处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过程中被
感染的工作人员有关保障工作的通
知》，范围包括在沈阳市辖区内参与
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工作过程中（含因工作需要被派往外
埠参与处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被确诊感染的机关、企事业、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战“疫”人员被确认感染后，沈阳
市将实行工伤即时认定，人社部门受
理后在1个工作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
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工
作人员近亲属和该工作人员所在单

位。在此基础上，临时性扩大工伤医疗
支付范围，确诊工作人员的治疗，使用
符合国家卫健委制定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药品和医
疗服务项目，全部按甲类临时性纳入
沈阳市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并临
时性取消针对确诊患者的支付限制。

沈阳对战“疫”人员实行工伤即时认定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自省
心理咨询师协会面向全省从业人员发
出倡议，鼓励大家利用网络和电话等
方式开展志愿心理服务后，短短两天
时间，就有106人报名参加。目前，10
条疫情应对心理援助公益热线已经开
通，每天 9时至 20时为公众提供心理
服务。

据了解，为更好地做好心理服务，
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已组建热线心理专
家组，以国务院《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指导原则的通知（肺炎机制发﹝2020﹞8
号）》为指导，对已报名参加的志愿者
进行培训，为这支志愿者队伍提供专
业技术支持和督导。

省心理咨询师协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定时分析汇总来电咨询的信息，
识别高危人群或可能出现的群体心理
危机苗头，及时上报并提供建议方案，
为政府打赢这场战“疫”做好辅助工作。

热线电话：
024-22507117 024-22508119

心理专家热线：
13840270063 18602423077
13709855672 18940199509
13304131211 15041278951
13998251618 15640096969

监督投诉电话：
024-23239977 17609800958

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开通10条疫情应对心理热线

“当年的塔山阻击战，那么惨烈
的战役，我们都打赢了。”2月 6日，老
英雄张贵斌坚定地说，这次战“疫”
也是一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
领导下，只要每个人都担负起应有的
责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我们一定
能赢！

作为曾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等战
役，并屡立战功的老英雄，张贵斌转业
后60多年深藏功与名，忠诚向党，一心
为民，被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

“辽宁好人·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
2月5日，作为国网鞍山供电公司

的离休职工张贵斌从自己的积蓄中拿
出 1 万元钱，交到国网鞍山供电公司
领导的手里，委托他将钱捐给武汉，用
于疫情防控。

“我从电视上了解到抗击疫情一
线缺少物资，我老了，什么也帮不到，
但很想表达一下心意，就捐些钱吧，为
抗击疫情贡献点微薄的力量。”有着
7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张贵斌这样说。

熟悉张贵斌的人都知道，老人并不
富裕，搬到现居住的这处相关部门帮忙
购置的新房才不久。之前，他和老伴一
直住在一处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家中
的一个箱柜已经用了 43 年，4 个子女
中，一个是工人，其余都是普通农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后，按照“宅在家里”就是对国家
作贡献的倡议，张贵斌和老伴每天都
待在家中，通过新闻了解抗击疫情的
最新动态。看到全国各行各业的人

冲锋在抗击疫情一线时，张贵斌非常
感动，经常热泪盈眶。

“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冲在一线，
供好电、服好务，坚守岗位，尽自己的全
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当得知鞍山供电公
司的职工一直深入一线为医院、传染病
院等重要场所保供电时，张贵斌说。

采访结束后，张贵斌不忘嘱咐记
者：“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这个时候，
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身边的人，就
是对社会的一种奉献。”

老英雄张贵斌为武汉加油：“我们一定赢”
常 琳 本报记者 刘家伟

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将国
家卫健委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疗方案》中覆盖的医疗服务
项目和药品，全部临时纳入大连市医
保基金支付范围；对疑似和确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医保基
金 对 医 院 按 项 目 付 费 ……大 连 市
医保局推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医疗救治保障工作，采取一系列
举措共筑健康防线。

医保待遇方面，对疑似和确诊的
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结算，医保待
遇与本地就医患者一致，在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部门安排资金补
助，个人不需负担费用。

为大连市 3 家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拨付特
殊应急周转金 4000 万元，减轻医疗
机构费用垫付压力；开通异地突发
急症入院治疗 24 小时电话申报，第
一时间确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备案
信息，确保就医患者使用医保基金
及时救治。

放宽疫情期间未能按时缴纳医疗
保险费用的企业在职人员和灵活就业
人员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待疫情解除
后3个月内及时补办补缴相关费用后

（企业整体补缴），可正常享受医疗保
险待遇；自动延长定点医药机构协议
有效期至2020年3月31日，并根据疫
情情况做进一步调整。

大连医保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医疗服务和药品全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在沈阳市沈河区疾控卫生中心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战役中，有一对母女从大年
三十就参加了中心的应急机动队，一直并肩作战。

母亲常虹的工作是搞清楚病人发病前后活
动的“来龙去脉”，女儿周思彤负责对密切接触
者进行采样。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母女俩吃
住在单位。周思彤告诉记者：“能够与母亲并肩
作战，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本报记者 陶 阳 文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战“疫”一线
母女并肩作战

民生·服务 FUWU

在当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的 战 斗 中 ，最
紧 缺 的 物 资 是 口 罩 ，庄 河 市 退
伍 老 兵 华 良 婉 拒 商 家 购 买 请
求，把门店库存的 1.5 万个口罩
全部捐献出来。

华良今年 38 岁，2004 年从河
北武警总队退伍回到家乡，2010
年自主创业成立了一家户外用品
店。华良一直不忘回报社会，平时
就经常在当地开展各种志愿服务、
捐助等活动。

华良的门店去年秋购入了一
批口罩，到春节闭店时库存还有
1.5 万个。疫情突然来袭，口罩一
下子成了紧俏商品。有商家上门
找到华良，提出花3万多元要一次
性购走，被华良婉拒。

“我首先想到驻守在各个交

通防疫道口的工作人员，他们每
天暴露在风险岗位，口罩对他们
来说必不可少。”大年初四那天，
华良开车前往高速公路庄河段的
多个查验道口运送口罩等防疫物
资 ，每 一 处 最 少 赠 送 1000 个 口
罩。三天时间，他拉着口罩在全
市公路上奔波，将 1.5 万个口罩全
部免费分发出去。

看到个别管理人员保暖装备
不足，他分别向这些人提供了 50
多件大衣、50 多副保暖护膝。在
偏远的庄河市与岫岩满族自治县
交界处道口，他赠送一顶大帐篷供
工作人员歇息。此外，他又购买了
1吨消毒原液捐了出去……

“我是一个老兵，更是一名党
员，在这个特殊时期，为社会担责，
为政府分忧，义不容辞！”

“为社会担责，义不容辞”
赵湘东 本报记者 杨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