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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有我在

记者 在现场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 年旭春
报道 社区是抗疫的重中之重，为解
决人手不足的短板，阜新市彰武县迅
速组织 2000 名志愿服务人员，深入各
个社区。他们既是严防严控的“值班
员”，又是守望相助的“补给员”，在社
区居民的鼎力支持下，共同筑起社区
疫情“防火墙”。

彰武县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10 万
人，分布在16个社区、60余个小区、580

余栋居民楼。而社区工作人员不到200
人，对社区实施有效封闭管理人手严重
不足。2月3日，彰武县下发《关于居民
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化管理的通告》，对住
宅小区全部实行封闭化管理，严管进出
居民、车辆，严禁人员聚集和流动，各社
区和物业公司要设置快递专门区域，并
对年老体弱居民给予帮助。同时，招募
社区志愿服务人员。

通告一经发出，全县 50 余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志愿者积极响应，
半 天 时 间 就 有 2000 人 递 交 了“ 请 战
书”。他们第一时间分赴全县各个社区，
采取微信宣传、大喇叭广播、张贴公告、
发放一封信和动员志愿者参与等多种形
式拉网式排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做到
不留死角、不留空白。在小区门口值班
值守，全天候严把出入关，登记出入人
员，测量体温，充当“值班员”。

志愿者还客串起“补给员”，为年

老体弱者或隔离人员采购生活用品并
送到家门口，让居民真切感受到隔离
不隔情、隔疫不隔爱。铁医社区 70 岁
的王大娘告诉记者：“他们很关心我，
主动买米买菜，还送到了家门口。”志
愿者的无私奉献，让居民看在眼里，暖
在心中。

目前，志愿者坚守在社区每个出入
口，在居民的密切配合下，坚决抑制疫情
蔓延的“输入输出”势头。

既是严防严控的“值班员”，又是守望相助的“补给员”

彰武县2000名志愿者深入社区筑起“防火墙”

连日来，营口市西市区五台子街道
办事处创新社区党委书记韩雪竹与社
区工作者一起坚守在抗击疫情第一
线。与别人不同的是，韩雪竹是一名怀
孕7个多月的“准妈妈”。

1月21日下午开始，韩雪竹和同事
就进入了“连轴转”模式，包片、包楼、包
户，走街入户排查外来人员。也就是在
那天晚上，他们发现一辆鄂A牌照车停
在某小区，排查出从武汉自驾回来的房

某，并及时上报采取相应防护措施。而
房某正是营口地区目前唯一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

做登记调查，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服
务，同事们担心韩雪竹会被传染，但韩雪
竹说得最多的就是：“没事，我们一起去。”

2月3日，记者见到韩雪竹时，她正
在社区忙着。居民王建华告诉记者：“从
向每家每户发放告知通知书，到向居民
宣传各类信息、辟谣止谣安抚居民恐慌

情绪，再到为居民送生活物资和消毒用
具等，韩书记都身体力行，饿了就吃碗方
便面，困了就趴在办公桌上眯一会儿。”

不少居民看着不忍心，就劝她：“你
都怀孕7个多月了，这大冷天的，路又
滑，摔倒怎么整？”“这病传染性这么强，
万一被感染了可咋办啊！”面对这些善
意的提醒，韩雪竹都是道一声感谢，然
后一头扎进社区抗击疫情的工作中。

谈及家人的感受，韩雪竹告诉记

者，丈夫也在抗击疫情第一线，虽对她
不放心，但知道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对
她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看到，韩雪竹的工作日志里这
样写道：“面对此次疫情，我虽不能像白
衣战士一样，第一时间奔赴抗击疫情的
医护战线，但我愿意在组织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第一时间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绝
对服从组织安排、时刻准备着。我坚信，
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孕妈书记”不下抗疫火线
本报记者 徐 鑫

“乡亲们都注意了，现在抗击疫情
已经进入决战阶段，没有特殊事，都老
实儿在家猫着，一律不许外出……”2
月7日一大早，本溪满族自治县草河口
镇云盘村的大喇叭三轮车就开始在村
里转悠了。

“‘谢老狠’这回真的发‘狠’了，把
路口都封了，咱们都在家猫着吧。”村民
口中的“谢老狠”就是开大喇叭三轮车
的云盘村村委会主任谢满昌。前几年，
因为在土地承包、山林转让等问题上，
为维护村民和村集体利益，谢满昌不惜
与中间商撕破脸，挽回800多万元经济

损失。他还曾经掀翻过村民聚众赌博
的桌子，被村民称为“谢老狠”。

疫情发生后，由于村党总支书记春
节前才刚刚上任，对全村情况不太熟
悉，谢满昌主动扛起重任，明确分工、责
任到人。村“两委”班子、驻村“第一书
记”、10 个村民组的户长，以及全村护
林员，成立了宣传、排查和值守三个联
防队。

宣传小分队在全村张贴起宣传标
语，拉起宣传条幅，除村部大喇叭广播
外，还利用移动的大喇叭三轮车进村
组宣传；排查小分队对全村进行不定

时巡查，对 302 名返乡人员跟踪管控、
电话随访，询问身体情况和监测体温，
对隔离人员 24 小时监控；值守小分队
在全村路口设检查点，24 小时派专人
值守。

谢满昌告诉记者，2月5日，我省下
发全省城乡社区（村）疫情严查严控措
施30条后，次日云盘村封堵了9个小的
进村路口，只留下7个主要进村路口作
为应急进出通道，并派值守小分队 24
小时把守。

与此同时，谢满昌在村里发起志愿
护村倡议。一时间，村民积极报名，就

连之前喜欢聚在一起打麻将的村民都
加入进来。

“抗击疫情关键阶段，村民不要东
走西窜；安心在家养好身体，不要再给
政府添乱……”2月7日中午，谢满昌伏
在办公桌上写着第二天准备用的大喇
叭宣传语，“没看出来吧，我一个大老粗
还能写这个。”谢满昌的脸上露出憨憨
的笑容。

“谢老狠”真发狠了
本报记者 葛传东

虽然还有 5 个月就将退休，营口市站前区董
家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侯文生依然每天挨家挨户
上门宣传、排查，每天3次广播和在微信群开展防
疫讲座……疫情发生以来，像种子一样撒在乡村
的营口市广大选派干部，结合本村、本人、本单位
实际，冲锋在前，扎实苦干，将各方资源和力量集
聚在农村抗疫一线。

他们第一时间织起严密“保障网”。疫情突
至，准备回家过年的驻村干部毅然留下，积极协助
镇村班子制定方案、落实责任，带头值班值守、入
村入户排查，想方设法做好防疫物资调配和储备。

盖州市果园乡党委第一副书记陈涛，自费为
抗疫一线工作人员购买口罩，并组织在各村设立
了废弃口罩回收箱，实行专人管理、定期消毒、统
一销毁。在老边区路南镇党委第一副书记李准积
极争取下，大连一家企业向镇政府捐赠两部工业
级红外测温仪。

他们在群众身边筑起牢固“防护墙”。“第一书
记”们全面参与入户宣传、登记排查、环境消毒、设
卡检查等抗击疫情工作，事事带头干，不落一家、
不落一人，守护农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老边区西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白刚在进户
排查中被狗咬伤脚踝，注射狂犬疫苗后继续入户
调查。驻大石桥市虎庄镇的王帆结合实际，走遍
镇内所有大型活动场所，讲解防疫知识，规避人员
聚集。鲅鱼圈区黎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赵宇，
采用无人机航拍，对全村防控网格进行全覆盖监
控排查。

营口“第一书记”充分利用党建公众号、微信工作群、乡村广
播站等渠道进行宣传，坚持正面发声、及时发声、准确发声，向农
民群众发布最新疫情，介绍科学防控知识，消除紧张心理，坚定
抗疫信心，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
第
一
书
记
﹄
抗
疫
一
线
当
尖
兵

本
报
记
者

张
继
驰

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日前，省教育厅下发通知，对
2020 年春季开学后“停课不
停学”准备工作作出部署，积
极应对疫情可能影响正常开
学的情况，最大限度减少对中
小学教育教学的影响。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要科学制定特殊时期学
校网络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预案，完善技术服务，用好国
家资源，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各地各校要按照国家和省课
程方案，以学校、学生、学科全
覆盖为目标，科学制定教学计
划，特别是针对学生居家学习
特点开展卫生防疫知识、心理

健康辅导专题。对于网络条
件相对不足的部分农村地区
和边远贫困地区，将通过电视
频道播出有关课程和资源。

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在
原计划的正式开学日期之前，
不得提前开始新学期课程网上
教学，不得增加寒假期间学生
的学业负担。同时，要加大对
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力度，坚
决纠正开学前讲新课和学科培
训“超纲教学”等行为。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严肃查处学校擅自提前开
学、学生提前返校、违规组织线
上线下集中补课、网络教育教
学工作流于形式等行为。

省教育厅要求中小学做好“停课不停学”准备工作

不得提前开始新学期课程网上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