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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坚实支撑。

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切实把各

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保持经济

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

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

人民群众，坚决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同时密切监测

经济运行状况，准确把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及时作出决

策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履职尽责，在全力加强疫

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努力保持生产生活

平稳有序，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在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下，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减轻疫情影响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落地起效，社

会大局保持稳定，全国上下凝聚起众志成城抗疫情、风雨

无阻向前进的坚定意志和强大正能量。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出现，会给我们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带来困难和挑战。但疫情的冲击只

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对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都不会产

生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不会改变，长期稳中向好

的总体势头不会改变。我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足、回

旋余地大，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不被问题和困难吓倒，尽最

大努力降低疫情影响，就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实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

收官。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最重要的是把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首先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

防控重点工作，争取尽早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

利。同时，要按照“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

施策”的要求，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更好发挥积极财

政政策作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出台阶段性、

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加强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地区、行业和企业的差异化优惠金融服务，

以更大力度的就业优先政策确保就业大局稳定，多措并

举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聚焦

重点领域加快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发挥扩大消费对

冲疫情影响的重要作用等。只要我们坚持底线思维，积

极主动作为，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我们就

一定能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中国终将战胜疫情，这是确定无疑的。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进而继续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继续朝着我们

既定的宏伟目标坚定迈进！

火线上的中流砥柱
——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这是一组令人动容的数据：

截至 2 月 11 日 24 时，全国医务人员

确诊新冠肺炎 1716 例，其中 6 人以身殉

职。湖北医务人员确诊 1502 例，其中武

汉 1102例。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出征：

截至 2 月 14 日 24 时，各地向湖北已

派出 217支医疗队 25633名医疗队员，军

队共派出 3批次 4000余名医务人员。

悬壶入荆楚，白衣做战袍。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发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

位，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打好武汉保卫

战、湖北保卫战。”

当疫病肆虐神州，当患者亟待救治，

他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奋战在

一线，挺身在前沿，在最危险的防疫阵地

上昼夜拼搏。

闻令而动：面对未知的病
毒，冲锋是义不容辞的选择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一次挑战！”作

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

院、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这样说。

从医 33年，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

坚 强 地 挺 立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暴 风

眼”。病人激增、医疗资源短缺、手下医

务人员“一人当两人使”……他这一仗，

打得极其艰苦。

疫情如火，庚子鼠年来临之前，武

汉、湖北，乃至全国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决策

部署，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各地医务工作者应声出征，驰援武

汉。

“肺科医院！”“第十人民医院！”“华

山医院！”……从庚子年除夕夜开始，上

海、广州等多地机场的候机大厅内，相继

回荡起这样特殊的“点兵”声。

解放军医疗队多箭齐发，来自浙江、

上海、江苏、广东、陕西等地的 217支医疗

队紧急驰援，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

……此次医疗救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

超出以往。

疫情就是命令，党旗高高飘扬在抗

疫一线。

“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

还价！”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的一番话，显示了共产党员的担当。

“我报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各个

党支部微信群里，报名请战的人员名单

已经接起了长龙。在前线成立的临时党

支部里，18 名年轻的医务人员在战“疫”

火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医疗界精锐尽出，战胜疫情的决心，

不言而喻。

深圳、武汉、北京……84岁的钟南山

辗转多地，调查研究疫情防控。目前，他

正在科技攻关和科学救治两条战线上奋

战。

9所“方舱医院”在武汉投入使用，已

收治了 5600多名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

辰 2 月 1 日赶赴武汉。这位非典时期担

任北京医疗组组长的专家坦陈，“方舱医

院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举措”，每天都持续

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理个光头，削发出征！”“我是去过

汶川的，这次必须要去”“我是参加过抗

击非典的，这次必须要去”“孩子，妈妈去

打怪兽了”……一个个让人热泪盈眶的

场景，一个个激励人心的故事，在神州大

地传播。

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救援、援非抗

击埃博拉……从“60”后到“90”后，四代

医学工作者无畏付出，迎着疫情坚定前

行。

“80后”ICU医生、南方医科大学珠江

医院王凯记得，2003年抗击非典时，正上

初中的自己被奔赴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感

动，立下学医的理想。如今，他主动请

战，“到了我奋战的时刻了！”

浙江的驰援队伍里，有很多“90 后”

年轻医务人员。“很多年轻人都是出征前

最后一刻才向家人汇报，家人们肯定会

担心，但知道我们是干这行的，早有心理

准备。”台州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杨希说，自己从他们年

轻的脸上看到了使命传承。

一袭白衣，有怎样的魔力，能让一个

人不惧生死？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护士郭

琴，刚刚度过了治愈的隔离期，就重回工

作岗位。为此，她的父亲在她出发的那

天，难过得说不出话。

“ 我 知 道 他 心 里 是 为 我 感 到 骄 傲

的。”提起此事，郭琴哽咽了。

生死相托：肩负如山的使
命，用爱心和责任抗击疫魔

2月 4日下午，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

城院区。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武汉同济

医院、江苏省医疗队联合建设的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重症加强病房刚刚启用，就

迎来严峻考验——

转入的第一位患者极度呼吸困难，

氧饱和度只有 50%。然而，此时病房还

没有配齐抢救所需的三级防护设备。

“人命关天，等不得！”北京协和医院

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冒着暴露的危

险，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

呼吸困难缓解，血压降下来了，患者

生命体征终于得到维持。同事们连忙接

上去，建立中心静脉通路、进行积极循环

复苏，患者情况逐渐平稳下来……

生死一瞬。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

抗疫一线上演。

用生命赴使命,用生命守护生命——

在这场特殊的战“疫”中,白衣天使们用生

命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

有战争就会有伤亡。

在与疫情的阻击战中,一些医务工作

者不幸被感染，更有些医生以身殉职，他

们当中，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基层医

务工作者，有的去世前还想着回到战斗

岗位……

病毒无情，面对危险，他们害怕吗？

“我只想着尽快让病人有呼吸，没时

间考虑自己会面临多大风险。救人要

紧，这是我们的职责。”在武汉金银潭医

院支援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潘纯坦言。

“我们当大夫的，一天到晚面对生

死，也看淡生死。但看到还有一些病人

救不过来，真的感到很崩溃。”武汉市第

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朱紫

阳眼中有泪。

连日来，因为压力太大，中部战区武

汉总医院武昌院区感染科副主任张波已

经瘦了十六七斤。他说，“所有人都不放

弃，因为这是全军在战斗，全国在战斗。”

每一句真切的话背后，都有一颗赤

子之心。

“忍着疼，尽量把口罩拉高，避开伤

处。”每次进 ICU 前戴口罩和护目镜，对

22岁的武汉肺科医院护士张美玲来说都

很痛苦。

脸上留着许多口罩勒红的印痕，但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2 月 5 日，连续值

班 12个小时后，张美玲脚一软摔倒在地，

导致左侧上颌骨骨突及左侧鼻骨骨折，

医生建议尽快手术。

“ICU 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一个

萝卜一个坑。”她说，不想拖大家后腿，但

暂时不能手术也让她暗自担心，不知道

以后能不能恢复，会不会影响美观和呼

吸……

强忍痛楚，擦干眼泪，无数白衣战士

汇成一道道抗击病魔的防线。

这几天，带着近百名新冠肺炎轻症

患者在方舱医院跳起舞蹈，新疆医疗队

员巴哈古丽·托勒恒出名了。跳了这么

多次舞，熟悉她曼妙的舞姿，病人们依旧

不知道巴哈古丽的相貌。

“给他们心理关怀、提振信心，鼓励

他们勇敢抗击病魔最重要！”汗蒸馆般的

工作环境，巴哈古丽的衣服一次次汗透，

但患者脸上的笑容却让她倍感振奋。

同样振奋的，还有江西省第一批支

援湖北随州医疗队的护士罗艳。

“来随州第 8 天，10 号床的病人在大

家努力下病情好转，要从重症病房转回

普通病房了。”口罩掩不住罗艳脸上的笑

意，“这位病人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松开，

还比着胜利的手势，大家都很开心。”

爱在流淌，生的希望在升腾。

“我出舱啦！”挥动着“出院证明”，11
日 16时 50分许，武昌方舱医院 28名新冠

肺炎患者康复出院。

“感谢白衣天使！”新冠肺炎患者张

凤玲说：“医务人员工作比外界想象得辛

苦多了。他们不仅用专业知识帮我们消

除身体上的不舒服，还给我们提供心理

疏导。告别时，我们都流泪了。”

仁心无界：交融彼此的守
护，夺取必定会到来的胜利

疫情依然复杂严峻，疫情防控阻击

战处在胶着对垒阶段。任务重、风险高、

压力大……

“白衣战士”们的安危冷暖，牵动人

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他们，

大力宣传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生活、安全、人文关

怀都要保障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牵挂、谆谆嘱托。

一项项措施火速推进，“国家保障”

筑牢坚强后盾——

2月 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

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

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

知。

从改善工作和休息条件、维护身心

健康、落实人员待遇、提高卫生防疫津贴

标准，到加强人文关怀、创造更加安全的

执业环境、弘扬职业精神做好先进表彰

工作……七大举措，给战“疫”一线医务

人员解除后顾之忧。

各省份相继出台政策，“暖心举措”

消除后顾之忧——

湖北省全面开启针对医务人员的工

伤保险“绿色通道”；

北京市免费为一线医务人员亲属提

供临时托养、照护等服务保障；

南京市为赴湖北医务人员“办好十

件实事”，包括建好一个“后援团”，享受

一次子女就学照顾；

浙江和吉林两省发文明确，要优先

保障一线医务人员必需，公职人员不得

使用N95口罩……

关怀从社会各界汇聚，“爱心驰援”

激发更强斗志——

广大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踊跃，口

罩、防护服、护目镜……大批防疫物资源

源不断，送往疫情防控医院；

爱心企业在武汉、上海、北京成立

“医务保障车队”，免费服务一线医务人

员；

40 余家餐饮企业联手，组建餐饮保

障团……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关怀传递力

量，守护交融彼此。

战斗仍在继续，消耗依旧很大，更多

物资仍须不断驰援。

“我们的目标不仅要打胜仗，也要保

护好医务人员。”毛青说。作为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全军感染病研究所所长的

他，悉心指导着防控感染工作。

“前线队员的安危，是我们最牵挂的

事。”中日友好医院院感办副主任郭丽萍

说，“我们进一步完善了防护措施，防护

物资也从一开始的短缺、型号不全，到现

在逐渐统一，基本满足防控等级需要。

大家倍添了勇气和信心。”

战“疫”前线，医务人员的安全更牵

动着家人的心。

“这些坚守武汉，奔向武汉的人，也

不过是谁家女儿，谁家丈夫，谁家妻子，

谁家爸爸。从容奔赴，是因为脚下这片

土地值得一个人深爱……”

看到女儿来信，护士刘艳红泪水止

不住地流。20 天前，她从银川奔赴湖北

襄阳，踏上战“疫”之路。此刻，她回复女

儿——“万众一心的力量终将是所向披

靡的！”

仁心无界，大爱无疆；守望相助，共

克时艰。

总 攻 的 号 角 ，正 在 荆 楚 大 地 上 响

彻。这是一个个“逆行”的身影，这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有理由坚信：再

凛冽的寒冬，也阻挡不了春天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唐卫彬、邹伟、廖君、
屈婷、史竞男、黎昌政、侯文坤、李伟、黎
云、林苗苗、邱冰清、俞菀、肖思思、顾煜）

（新华社武汉2月15日电）

面对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科学防治”。1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特别强

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

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

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

从科研战线快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

毒、部分药物初步显示出临床疗效、部分

疫苗品种进入动物试验阶段，到医疗战

线早发现早治疗、集中力量救治、中西医

结合显成效，再到科技战线大数据、无人

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显身手……在

抗疫战场上，科学的“硬核力量”不断显

现，成为阻击疫情有力的武器。

科研攻关战“疫魔”

“处于恢复期患者的血浆中存在大

量保护性抗体。”在 1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中国

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张新民说，截至

目前，武汉市多家医院对 11位重症患者

进行这一治疗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

对疫情每多一分认识，战胜疫情就

多一分底气。疫情发生后，一系列针对

新冠肺炎的应急科研攻关迅速展开，一

场科学防治之战由此打响。

科学防治，首先要快速解码、识别病

毒。

疫情发生后，科研人员快速从病人

样本当中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测出

了它的全基因组序列，研发出病毒核酸

检测试剂盒，潜藏的病毒终于“现身”。

“核酸检测可以快速地分流病人，减

轻医疗机构的压力，同时减少疑似病人

在社会上造成更多的传播。”中华医学会

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贵强说。

科学防治，找到有效的治疗药物是

关键。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

所，科研人员从 70000多个药品或化合物

中筛选出 5000 个可能有效的候选药物；

再反复试验选定 100 个左右药物在体内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的活性实验，最后聚

焦到磷酸氯喹、瑞德西韦、法匹拉韦等一

批药物……

无数科研人员与时间赛跑，在已经

上市的和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药物中进

行系统化的、大规模的筛选，并递次推进

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令人欣喜的是，

目前部分药物已初步显示出临床疗效。

科学防治，要加快研发克制疫情的

疫苗。

疫情伊始，我国已第一时间启动疫

苗研发工作，灭活疫苗、mRNA 疫苗、重

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DNA疫苗等

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加速疫苗研发。

“过去我们是串联的方式，一个试验

结束看看结果后再进行第二个试验，现

在我们把这样的周期变成并联的方式，

很多试验在同步推进。”从事重组蛋白疫

苗研发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

景华说。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当前部

分疫苗品种已经进入动物试验阶段。

科学救治显身手

2月 13日，火神山医院中首批 7名符

合出院标准的患者痊愈出院——这间火

速建成的医院 2月 4日才开始正式接诊。

“我们将继续总结探索更为行之有

效的诊治方法和措施，让更多的患者痊

愈。”火神山医院政委原华说。

医 院 ，是 科 学 与 疫 情 较 量 的 主 战

场。打好战“疫”，不断探索更科学的诊

疗方式尤为紧要：

关口前移，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

从武汉回景德镇，5 天后被确诊，10
天后治愈出院……及时发现、隔离、治

疗，让景德镇市新冠肺炎患者王某得到

有效救治。

增加发热门诊、设置医学隔离观察

点、疑似患者进行单间隔离、一经确诊立

即就近转送定点医院救治……各地将关

口前移，把好收治患者的第一道大门。

“江西多位患者从发现诊断到治愈

出院，都只用了一周左右时间。这说明

发现得越早，病情持续时间越短，治疗效

果就越好。”江西省卫健委主任王水平

说。

集中力量，不断优化救治方案——

“65 岁，属于危重型，大家讨论一下

要不要转重症监护室……”在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之江院区，每天的

疫情防控工作例会后就是重症会诊。

会议室大屏幕逐一显示着所有收治

患者的基本情况。在屏幕前，坐着全院

顶级专家，医务部、感染病科、呼吸内科、

检验科、ICU等科室主要负责人。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对患者集中救

治，各地医院与死神展开一场场生死竞

速。

中西医结合，协同起效、联手抗疫

——

“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戴着口

罩，紧握拳头。2 月 6 日上午，湖北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 18名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

出院。当天下午，又有 5名新冠肺炎的患

者从武汉市中医医院出院。

这是湖北省首批大规模通过中西医

结合治疗痊愈的患者。

在江西，截至 2月 13日，治愈出院的

187例病例中，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占

比 89.8%；在安徽，截至 14 日，累计治愈

出 院 198 例 ，中 医 药 参 与 救 治 的 占 比

89.4%……在这次抗疫中，中西医联手发

力。

科技“新军”出奇兵

深夜，江西南昌。“抗疫”指挥部内灯

火通明，信息比对组人员正仔细筛查交

通卡口、社区、卫生防疫等部门传来的信

息。

“截至 2 月 10 日，全市确诊的 195 例

病例中，有 107例是我们用大数据排查出

的，占比超过一半。”南昌市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局长李鑫说。

在抗疫中，科技“新军”也频出奇兵。

快速锁定重点人员，找出潜在传染

源——

2 月 5 日，人还没进家门，从疫情重

点地区返回浙江衢州的小陈，就收到居

家隔离观察期间的注意事项，以及驻村

干部、网格员、联户党员的联系方式。

当小陈在高铁站刷身份证出站时，

大数据就开始发挥作用：通过身份证号

核查是否从重点地区回来，制订防控方

案，调动所在镇街、村社做好服务保障。

面对春节大规模人员流动可能造成

的疫情传播，江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充

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滚动摸排相关

人员，提前锁定潜在传染源。

全面细致排查，阻断疫情传播渠道

——

“您好！考虑到这段时间您路过或

去过武汉，现在占用您一分钟时间，了解

一下您的身体情况……”

正在“嘘寒问暖”的是科大讯飞研发

的 AI机器人——“智能语音外呼助手”，

它一天要给 80多万人打电话，对重点人

群进行筛查、防控和宣教。几天时间里，

它已在安徽、北京、浙江等 22个省份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服务 1082万人次。

人工智能、无人机、消毒机器人等大

显身手，大大提升了排查效率和覆盖面，

提前阻断疫情蔓延渠道。

精 准 掌 握 风 险 点 ，减 少 感 染 风 险

——

哈尔滨市民郭静打开一款“新冠肺

炎小区查询”小程序，通过定位功能，就

能看到所在市区确诊患者所在的小区、

人数等信息。“能清楚看到周边确诊患者

的情况，我会提高自己的防范能力，避免

接触感染。”郭静说。

在北京地坛医院重症隔离区，病房

内外情况通过 5G 技术实时互通。医护

人 员 、患 者 家 属 可 以 安 全 监 护 病 人 情

况。荣科科技副总裁秦毅介绍，这种重

症隔离监护系统已经开始用于武汉、北

京救治一线，有效避免交叉感染。

（参与记者：高皓亮、胡喆、屈凌燕、
汪奥娜、王建、周科、张逸飞）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科学的“硬核力量”
——来自抗疫一线的报告

□ 新华社记者 刘健 李兴文 郭强 董瑞丰

（上接一版）
2 月 14 日 10:38，高压线缆架设完

成……

12:56，完成变压器组立，完成高

压计量装置安装……

14：44，低压线路改造全部结，同

时，组织相关专业现场办公，现场监督

并提供技术指导，边施工，边消缺，同

时各专业逐步开始验收……

15:58，验收通过，具备验收送电

条件……

16:33，表计安装完成……

16:50,再次确认各项事宜，接火送

电顺利完成！

历时 32个小时，2月 14日 17点，

国网吕梁供电公司为康灵口罩生产厂

顺利送电成功！“真的好快！电力工人

们辛苦了，供电公司太棒了！”康灵公

司董事长弓海清激动地说道，“本来还

担心供电公司因疫情防控没办法及时

送电呢，没想到不仅节约了 20.57 万

元，竟然两天就能送电！真的太谢谢

了！”

抗击疫情，众志成城，国网吕梁供

电公司秉承“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

宗旨，积极为防疫期间重要用户开辟

“绿色通道”，优化工作流程，加快办电

效率，实施一站式服务，用“神速”助力

企业口罩生产，为祖国打赢此次防疫

攻坚战提供最坚强的供电保障。

急！口罩生产线需新增专变
快！紧急动员施工两天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