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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楚排查对象数量，做到底数清。

2.清楚排查对象姓名、职业、住址、联系方式等，做到自然情况清。

3.清楚排查对象返回或到来时间，做到节点清。

4.清楚排查对象返回地或来源地，做到地点清。

5.清楚排查对象详细行程，做到轨迹清。

6.清楚排查对象乘坐的交通工具及班（航）次，做到方式清。

7.清楚排查对象是否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做到源头清。

8.清楚排查对象身体健康情况，做到状态清。

9.清楚排查对象采取了哪些防治办法，做到措施清。

10.清楚排查对象家庭成员等密切接触者状况，做到身边人员清。

1.必须动员全体社区（村）居民共同参与群防群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2.必须确保中、低风险地区人员正常出行，不得采取“一刀切”封闭措施。对进入人员实施测温、验

码（证）、登记。

3.必须对来自（去过）高风险地区人员采取14天居家隔离措施，防患未然。

4.必须对疫点实行封闭式隔离，将密切接触者转至集中隔离场所，做到有效阻断。

5.必须采取科学有效消毒措施，在中、低风险地区要以环境整治为主、化学消毒为辅。

6.必须合理设置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做到规范处置。

7. 必须加强对社区（村）内出租屋管理，发生疫情未及时报告，要依法追究出租方责任。

8.必须加强居民“红事”“白事”备案管理，引导居民“红事”缓办、“白事”简办，减少会众聚集。

9.必须对社区（村）内公共服务场所加强督导，低风险地区要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

要稳妥有序恢复经营。

10.必须持续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做到人人皆知、人人有责、人人防控。

1.遵法守规配合开展疫情排查防控，不要嫌麻烦、有抵触。

2.本人及家属从高风险地区来辽返辽，应主动向社区（村）报告，依规居家隔离14天，不要随意外出。

3. 尽量减少不必要出行，不要增加传染风险。

4.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就医，并及时向社区（村）报告，不要耽误诊治。

5.出门戴好口罩，在家勤洗手、勤通风，做好个人防护，不要麻痹大意。

6.合理处置废弃防护用品及生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

7.倡导不聚餐、少聚集，不要参加不必要的集聚活动。

8.主动向社区（村）反映外来人员情况，不要瞒报、迟报。

9.理性购买储存生活用品，不要盲目抢购囤积。

10.自觉通过主流媒体了解疫情防控动态和防控知识，积极应对，不要传谣信谣。

全省城乡社区（村）疫情严查严控措施30条（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您好，
请您把出入证给我看一下……”2月22日
晚8时，抚顺市顺城团区委副书记鲍淼在
前甸镇卡点对进镇车辆进行检查登记，
他要值守到晚10时才能结束当天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顺城区138名像鲍淼一样的80后年
轻干部在全区各个社区、村，不同的防疫
岗位接受不同寻常的锤炼。

顺城区把抗“疫”前线作为检验党员
干部践行使命担当的“主战场”、识别干部
的“试金石”，第一时间选派138名年轻干部
组成9支疫情防控应急小分队下到基层，冲
锋陷阵，成为抗“疫”一线的中坚力量。

顺城区让年轻干部下沉到困难大、矛
盾多、条件差的地区，认领居家隔离、人员
排查、卡口检查等急难险重任务。不少干
部一人挑起宣传、卡点值勤等多项任务。
年轻干部付朋除了完成日常排查工作
外，还主动承担了在葛布东街北口的登记
任务，在寒冷的室外卡点坚守了近一个
月。樊智超对已登记武汉返抚人员逐户
走访核验，进行全方位动态跟踪。

顺城区委明确“把党员干部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表现作为评优评先、干部选拔
任用和调整的重要依据”。督查组深入抗

“疫”一线，“督考”并举，通过“问、查、访、
看”，既看“前沿”又观“幕后”，把一线干部
的实际表现作为评价干部重要依据。

顺城区还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将干部实际表现、
具体事例记录在案、分析研判，把面对急难险重任务能够
挺身而出的优秀干部选拔出来、用出效果。同时，对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态度不认真、落实不到位的干部，严肃批评
教育；对不敢担当、推诿扯皮的干部，坚决进行调整；对工
作不力、失职渎职的干部，严肃问责追责。

“越是重大关头，越能锻炼干部、考验干部。”顺城区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眼下正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期，选派年轻干部到抗“疫”一线，缓解了基层人手不够的
燃眉之急，还能激励年轻干部迎难而上，在严峻斗争实践
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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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是王之余值夜班。本来患
者转院不需要医生护送，但4名患者都是危
重病人，王之余不放心，就跟车来回跑了4
趟。空出了床位，他马上又接了4名患者。
第二天早晨交接班时，我看他几乎要累瘫
了。”2月24日上午，当冯伟讲到自己的队
友时，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冯伟，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兼急诊科主任，是辽宁首批支援武汉医
疗队重症组组长。自1月28日接手武汉协

和江北医院ICU后，冯伟和59名队友就进
入超负荷工作状态，早上7点离开驻地，8
点接班，晚上6点才回到驻地。

20多天里，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冯伟和
队友们从不吃午饭。其间，冯伟曾连续加班
6天，累了就坐在凳子上靠一靠。为节省使
用防护服，有的队员甚至坚持十多个小时
不换装。脱下防护服后，很多人靴子里都
能倒出水来，那是汗水。

一天，冯伟在走廊看见来自省肿瘤医

院的男护士于辉身着防护服正望向窗外，
便打招呼说：“出来透透风啊？”于辉却说：

“我在尿尿,可我实在尿不出来呀！”听到
这话，冯伟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在战‘疫’一线，大家付出得太多，每
个人都像勇士一样在战斗。”冯伟说。

2月9日凌晨4点，睡梦中的冯伟被电
话铃声震醒。值班医生打来电话，说有病
人心脏骤停了。

冯伟立即赶到ICU 病房。这是一名
30岁的患者，病情恶化，呼吸衰竭、心跳骤
停。心肺复苏30分钟后，心电监护上的那
道直线终于有了起伏。插管、俯卧位通
气、肺复张，所有治疗效果均不理想。采

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是挽救患者唯
一的希望。冯伟当即联系院长，协调转院
救治。目送前来接收的救护车远去，冯伟
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十多个小
时的生死时速，总算暂时将这名患者从死
亡线上抢回来了。

身在千里之外，忙碌之余的冯伟心头
总是惴惴不安。2019 年 11 月初，冯伟父
亲被查出肺部肿瘤。来武汉前，他陪父亲
做了 26 次放疗、3 次化疗。来武汉之后，
只能由弟弟陪老人去做化疗了。现在，每
次从视频中看到老父亲因疾病折磨而憔
悴的面容，这个勇敢地冲在抗击疫情最前
沿的勇士，都会禁不住流下热泪……

每个人都像勇士一样在战斗
——走近辽宁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重症组组长冯伟和他的队友们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面对面，却看不见，还要时刻提防对
方出其不意的“攻击”。

在辽宁援襄医疗队队员、省人民医院
检验医学科主任赵鸿梅的职业生涯中，很
少遇到数量如此庞大且凶险狡猾的“敌人”。

新型冠状病毒，一个发病缓慢但“步步
为营”的入侵者。赵鸿梅现在的工作，是
在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P2 实验室，
对新型冠状病毒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病毒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患者确
诊及疑似解除最重要的病原学依据。作
为检测人员，赵鸿梅们不仅要对感染者
或疑似感染者的样本进行分析，还要对检
验过程中产生的高危险废物进行处理。

“我们是离病毒最近的人。”赵鸿梅
说，尽管不直接接触病患，他们却和病毒
短兵相接，是抗“疫”一线的“病毒猎人”。

近距离，意味着高风险。
病毒核酸的提取、检测，需要接触确

诊或疑似患者的生物样本。样本开盖，核
酸提取的震荡、离心都有可能产生含毒的
气溶胶。

“危险还来自未知，病毒可能不止一
种。”辽宁援襄医疗队队员、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检验检测主任技师雷露说，患
者情况复杂，样本中或许还潜伏着其他
种类病毒“援兵”。

病毒虽凶恶，却也不堪一击。在实验
室，高温是剿灭它们的利刃。

提取样本后，检测人员会将样本放置
在孵育箱中的试管架上，用56℃的高温进
行水浴灭活30分钟，让病毒的威力大大减
弱，以减少对人员和环境的危害。

然而，实验室里的三级生物安全防
护，也让检测者经常浑身湿透。

辽宁援襄医疗队队员、营口市卫生健
康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党一兵记忆最深的
是，有一次她的护目镜片形成了两道“水
幕”，她只能透过“水幕”的缝隙，才将5微升
剂量的核酸注入九十六孔板中。

辽宁援襄医疗队队员、本溪市卫生健
康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玥说，核酸提
取、扩增等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而注意
力高度集中，对检测者的体力耐力无疑也
是一种考验。

截至 2 月 22 日，辽宁援襄医疗队疾
病防控组累计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样
本检测 633 份。辽宁援襄疾控队队长卢

春明说，这场战“疫”，一线医护人员是在
努力减少“存量”，而疾控是在努力控制

“增量”。
党一兵说，每查出一名确诊病例，她

心里都是一沉：怎么又查出来一个！
但同时，她又有一丝欣慰，因为早一

点、快一点、多一点检测出结果，患者可能
就多一分痊愈的希望。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病毒猎人”
——探访辽宁援襄医疗核酸检测小组

本报特派襄阳记者 董翰博 田 勇

（上接第一版）加大资金倾斜力度，支持完成剩余脱贫任
务；继续安排资金，支持已脱贫人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落实落细扶贫政策，将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及时
纳入帮扶等，助力我省织牢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网。

在普遍实现“两不愁”基础上，为支持我省补齐“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等方面短板，省财政强化各级各类资金政
策统筹整合，形成大扶贫工作格局。下一步，我省财政还
将不断提高财政监管能力和水平，确保扶贫资金使用安
全、规范、高效。

省财政下达专项
扶贫资金22亿元

辽宁援襄医疗队队员在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本报记者 董翰博 田 勇 摄

■战疫一线有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