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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城乡社区（村）疫情严查严控措施30条（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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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严格排查“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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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严格防控“十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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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居民防疫“十不要”

奋战在武汉的辽宁白衣战士，通过5G
网络将新冠肺炎患者CT影像传到沈阳；坚
守在辽宁的专家，则在阅片、评估之后给出
治疗意见。借助5G远程影像诊断云平台，
辽宁与湖北战“疫”一线实现联动，加速诊
断、治疗患者。沈阳与武汉之间近1800公
里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

3月5日上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放射科副主任黎庶带领团队通过云
智能平台，调阅了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
院车载CT上传的影像。“这名患者处于恢
复期，肺部虽还有少许磨玻璃密度斑片
影，但整体吸收不错。”黎庶和团队其他专
家仔细查看患者的每一个断层影像后，给
出了结论。

2月28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与远在武汉的辽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搭
建起远程影像诊断云平台，武汉洪山体育馆
方舱医院医生为患者做完影像检查后，通过
5G网络将远程影像传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由专家进行阅片、给出诊断。同
时，辽宁省新冠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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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主任王玮带领团队也通过云智能平
台，结合方舱医院发回的两次影像和相关病
情信息进行评估，对是否达到出院的影像学
标准给出建议，以保证患者平稳出院。

黎庶表示，CT检查是新冠肺炎诊断的
一个重要指标，对于新冠肺炎病情的诊断、
预后转归的判断十分重要。“有了这个云智
能平台，我们就可以跟前方的医生一起战
斗、共同抗疫。”

记者了解到，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
院车载CT的所有影像在云端都可以查看，
每个患者的片子下载用时仅需 1 至 2 分
钟。医院放射科抽调了心胸学组4名副高
级以上专家组成新冠肺炎影像诊断团队，
实时为前方提供影像诊断支持。

截至3月3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为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150余名
患者进行放射诊断和临床评估。前方与后
方实现“智慧联通”，使方舱医院患者的诊
疗过程更加完善，大大提升了辽宁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队的医疗质量。

跨越1800公里的守护
——辽宁5G远程影像诊断支援湖北战“疫”一线

本报记者 王敏娜

全民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怎么
能保证辖区群众办成事、办好事，又最
大限度减少感染风险？被誉为“不眠
警队”的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椒
金山派出所想出了两全之策。他们推
出“零接触”“智慧云”战时警务，搭建
起疫情防控与服务群众的安心桥。

用椒金山派出所所长周健的话来
说，隔空服务、智慧战“疫”的点子最初
来源于灵光一闪。大年初一，孩子要
去丰巢快递柜取礼物，引发周健思考，

“如果让群众把办事的文件也放到丰
巢式的文件柜，可行吗？”

完全可行！大年初二，社区民警
行动起来，利用现有资源，针对已设
立丰巢等智能快递柜的小区，积极联
系相关企业，办理租用业务；对没有
快递柜的，选择有监控、通风良好的
开阔地点设置35个代办文件中转柜，
内部放置密封文件袋，外部放置消毒
用具，直接将派出所业务延伸到居民
家门口。

针对居民急需办理的新生儿落户
等 6 类业务细化办公流程：居民与社
区民警电话沟通，民警一次性告知所
需材料；居民准备材料，放入中转箱，
锁上柜子，民警两小时内取出，送至派
出所消毒、办理；办好的材料放回中转
箱锁好，通知群众自行取回。

“派出所这一招绝了！”居民张先
生说，“宝宝早产一直待在医院保温箱
里，没落户，保险报销也办不了。”他开
始有些手足无措。最终，张先生从向
民警陈路阳咨询到事情办妥，仅用了
4个多小时，中间没有接触任何人，完
全没有后顾之忧。

在椒金山派出所，服务群众可以
做到“零接触、日办结”，防控疫情则借
助高科技筑起了电子“光墙”。

针对辖区 30%为开放、半开放式
小区的实际，派出所布设智能“云警”
探头，通过“视频APP”传输图像、远程
操作、实时对讲，民警多点联控、随时
查看各临岗查控情况，对不配合登记
测温、拒不戴口罩等违法违规人员，通
过外放功能警告喝止。在薄弱部位加装红外报警
器，“APP+微信”远程无线控制，自动定时布防撤防，
及时探测，面向派出所、社区、物业、保安多级联网、
同步报警，防止个别居民抄近路、逃避安检、私自翻
越隔离带。

让群众既安心又安全，椒金山派出所的民警一
直在社区防控和为民服务的路上奔波着，每天平均
都要走上两三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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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神山医院，辽宁医疗队的医护人
员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加班加点救治
患者。他们当中，有一位不知疲倦的中年
男医生，日夜穿梭在A、B两个病区4个病
房。他就是辽宁支援雷神山医院的大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领队、大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尚东。

疫情紧急，雷神山医院只能边建设、边
验收、边接收。2月9日，辽宁支援雷神山
医疗队开始进驻，首先接收的是 A13 病
区。接收时，要严格验收病区是否合格，包
括水、电、门、窗、信息化等，特别是负压病
房。尚东对每一个房间的负压情况进行认
真细致的校对，严格验收。刚刚接收的病
房实际上是空的，一切都得按照标准病房
来规划、建设。由于后勤人员极为紧缺，物
资搬运、仪器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只能靠
医护人员自己动手。

“国家需要时，就要顶上去！”尚东说。
从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到软硬件设施的

功能性，从医护用品的合格率到物资分配
的合理性，他都严格把关。同时，他还协助
辽宁支援雷神山医疗队总指挥徐英辉，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科学、合理、合规的病区建

设方案，在开诊前做好一切准备，尽可能为
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保障。

2月12日，A13病区接诊，这是辽宁医
疗队接诊的第一个病区。随着接诊病区的
增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
的170多名队员都超负荷工作。每天早8
点，尚东都会准时出现在病房，通过音视频
远程平台询问患者病情，然后和每个病区
的医生进行病例和诊疗方案的讨论。遇到
危重病人，他还要组织专家为患者会诊。
他每天行走3万多步，休息不到3个小时，
身体严重透支。

初春的武汉，时晴时雨，队员们一时难
以适应。尚东一有空闲就通过微信群了解
队员身体状况，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当得
知有位队员腰间盘突出复发，他立即联系
去买腰托，送到队员的手上；当发现队员因
长时间戴护目镜引起眼睛不适时，他又立
即想方设法为队员弄来眼药水。

正是因为辽宁医疗队全体队员的艰
苦努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有 24 名重
症、危重症患者出院。“看到一个个患者
治愈出院时的笑容，医生是最开心的。”
尚东说。

“国家需要时，就要顶上去”
——走近支援雷神山医院的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领队尚东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可我总觉得过
得太慢。”

“那是因为您想我。”
这是一对父女在信中的文字对话。

在分开的第15天，他们用写信的方式来
倾诉彼此间的牵挂。这些平常面对面难
以说出口的话，在笔下自然流淌。

爸爸王庆友，每天在沈阳家中通过新
闻关注着湖北疫情的一点一滴；女儿王河
来自省金秋医院，是辽宁援襄医疗队的一
员，正在当地夜以继日地与病魔搏斗。

2 月 29 日那天，在住地收到父亲的
信后，王河把自己锁在屋里哭到几近崩
溃。这是她40岁生命中，收到爸爸写给
自己的第二封信，上一次还是在2003年
非典时期。

很早就偷偷报名驰援湖北的王河，终
于在2月14日接到2小时后出发的号令，
然后通过电话向爸爸告别。独生女儿的

“偷袭”，让王庆友五味杂陈。
“我自己也是有近 40 年党龄的老党

员，能理解和支持女儿的选择。只叮嘱了
三句话：一是家里有我尽管放心，二是保
护好自己多汇报，三是尽己所长多帮患
者。”王庆友回忆。

到了襄阳，王河全身心投入救治病
患中。

“累是真累，从进入隔离病房到换班
出来，自己每天基本是10小时不吃不喝
不上厕所。”王河告诉记者，这是她工作常
态，却是不想和父母谈论的话题。

15天来，女儿只发过两次信息，这让
王庆友坐不住了。“想联系她吧，又怕打扰
她工作，写封信也算是情感寄托吧。”王庆
友说。

而这封家书，将王河的思绪带回到
2003年6月。那时她还是一名大学生，因
非典被隔离在学校宿舍，收到爸爸平生写
给自己的第一封信。

“当年，因非典一线医护人员比较缺，
做战地军护，就成了我的梦想。爸爸在信
中说，要战斗，必须先有真本领。”王河说，
正是这样的鼓励，成为她多年努力学习、
提高技能的动力。

“17 年后的今天，再看到您熟悉的
字迹，只有对您的无限敬佩和感动……”
2月29日当晚，王河含泪在给父亲的回信
中这样写道。

信中，有王河在襄阳的见闻，以及她
的日常。信中，她问候着每位亲人，语短
情长，有道不尽的思念之情。

信末王河写道：“谢谢爸爸，我会全心
为患者服务。他们全部康复之时，便是我
平安回家之日。我相信不会太久了。”

十七年，两封信
本报记者 胡海林 特派襄阳记者 董翰博 田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