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4975 全年订价：396元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4 时事 要闻部主办 组版:李刚 责编：臧媛慧 薛力娜 校对：白昕怡 电子信箱：llrbywb@163.com

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向
奋
战
在
一
线
的
医
务
人
员
致
敬

在黑龙江盛龙实业（双城）有限公

司，一瓶瓶浓度 75%的酒精正被装运上

车，发往各销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消毒酒精需

求量大增。这家企业具备生产能力，却

因 没 有 医 用 酒 精 生 产 许 可 证 不 能 生

产。1月 28日，相关部门现场办公，当天

企业就拿到了医用酒精生产许可证。

目前，黑龙江省浓度 75%酒精生产能力

已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一些地方的一些企业在符合

防疫要求的基础上加快复工复产，带动

就业。青岛一家茶业公司复工生产需

要招人，求职人员武宁成功应聘，进入

这家企业上班。沈阳盛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转产口罩，亟须招聘大量工人。

13日公司发出招聘信息后，仅一天就接

到上百个电话。“我们对应聘人员进行

身体检查，符合健康条件的都会录用。”

公司总经理高巍说。

各地稳就业政策纷纷出台。在安

徽，新增就业岗位的小微企业可享受

1000元/人的一次性补贴，黑龙江从 7个

方面出台就业扶持政策，高度关注疫情

时期稳就业问题。

抓生产，也要抢农时。在江西樟树

市慧勤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稻托

管育秧基地里，沟渠清理通畅，大棚整

修加固，机耕道也平整了。工作人员戴

着口罩在调试育秧机器，做好育秧准

备。地里有“铁牛”，干活不发愁，农民

生产新图景已徐徐展开。

从南到北，各大农业主产区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紧抓农业生产，及时春

管春耕。

早上 8点多，戴好口罩，山东省滨州

市惠民县姜楼镇元升西瓜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路林峰去大棚里侍弄西瓜苗了。

“疫情要防控，地里的活也不能耽

误。”路林峰在电话里嘱咐社员，“1个大

棚里只能 1个人，干活必须戴口罩，最大

限度保证安全。”

2月中旬，东北大地还在封冻中，但

已在防控疫情蔓延同时谋划备春耕。吉

林省舒兰市返乡创业的“新农人”蔡雪，

这几天忙着通过网络商谈土地流转。“足

不出户，我们也可以线上沟通。”蔡雪说。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春耕生产形势总体较好。同时，种子供

应充足，农药、化肥供应量基本有保障。

这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参与记者：邵琨、廖君、刘怀丕、丁
非白、段续、郭强、任丽颖）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大医精诚，大爱无垠。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广大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

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

奋战，展现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我们向奋战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

斗争，广大医务工作者就是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赞扬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充分

肯定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作出的重大贡献，鼓舞和激励着广大

医务人员坚守一线，英勇奋战，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疫情就是命令，白衣就是战袍，医生护士就是战士。面对病毒

肆虐的疫情，广大医务工作者响应党中央号召，发扬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大无畏精神，闻令而动、不怕牺牲，冲锋陷阵、连续奋战。全国

各地 200多支医疗队、25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1400名军队

医护人员奋战武汉火神山医院。有的医务人员不幸被病毒感染，

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从医院救治一线到科研攻关前沿，从完善

诊疗方案、精心救治患者，到治愈率不断提高、病亡率持续下降，各

地不断传来患者治愈出院的好消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广大医务人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

起了生命防线、提供了专业支撑。当前，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

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广大医务人员功莫大焉！我们向医务人

员致敬，致敬他们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崇高精神，致敬他们始

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的坚定信念。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挺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展现了

顽强的意志品质，张扬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给病患和家属带来希

望，给亿万人民带来感动。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不

辞辛劳、不惧风险，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医

疗队主动请战，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人民子弟兵精锐

出战，发出“请全国人民放心”的铿锵承诺；武汉金银潭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张定宇，身患渐冻症仍战斗在最前沿；武汉江夏区金

口卫生院范湖分院“95 后”女医生甘如意，骑车 4 天 3 夜赶回战

“疫”一线……广大医务人员知重负重、勇毅前行，夜以继日、勇斗

病魔，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向医务人员致敬，致敬他们“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致敬他们

“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己救人”的责任担当。

最好的致敬是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的实际行动。广大医务人

员连续奋战，非常辛苦，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采取务实、贴心的举

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免除后顾之忧。把生活保障

做到位，改善工作和休息条件，合理安排医务人员轮休，落实有关待遇，提供良好

后勤服务。把安全保障做到位，医疗防护物资优先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

人需要，加大对暴力伤医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把人文关怀做到位，加强心理危机

干预和心理疏导，保护好医务人员身心健康。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医

务人员在一线战斗，我们要与他们站在一起、想在一起，成为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现在，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正处于胶着对垒状态。有党中央坚

强领导，有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有亿万人民同舟共济，有广大医务人员全力以赴，

我们一定能夺取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菜篮子”里的力量
——全国各地努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在行动

□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管建涛 王建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发生疫情，
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合力抗疫情，全力保生产。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国各地推出迅
捷有力、细致温暖的保民生、保生产举措，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为
阻击疫情筑起坚强后盾。——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家里蔬菜吃完了，今天来这里买

点 菜 ， 价 格 稍 微 涨 了 点 ， 但 幅 度 不

大。”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一家果蔬店，

肉食、蔬果区品种齐全，市民张旭刚

采购完。

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为了保障粮

油蔬果肉供应，各地在行动。

除了每天供应当地市场 40 多吨鲜

猪肉外，哈尔滨高金食品有限公司每天

还将 10 多吨鲜猪肉装上冷链物流车发

往北京市场。

“价格与春节之前基本持平。”公司

总经理高齐泽说。

湖 北 是 全 国 疫 情 最 严 重 的 省 份 。

为了及时向武汉等地提供新鲜蔬菜。

这几天，“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不

少菜农改了作息时间。

“往常都是下午采摘，第二天发货，

现在天不亮就开始摘，早上八九点就能

发货。”凌晨 4 点多，寿光市文家街道桑

家庄村菜农桑雪梅和丈夫各自戴上头

灯，来到大棚里采摘。

两个小时后，夫妻俩将刚摘下的

500 多斤黄瓜送到村里的合作社。早

上 8 时许，检测合格后，一箱箱黄瓜

装入等候在村头的大卡车，发往全国

各地。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是中国最

大的蔬菜集散地，总经理助理国明茜

说，目前市场货源充足，保障北京、

上海、武汉等城市的供给能力没有问

题。

在武汉市，白沙洲和四季美两大批

发 市 场 正 常 营 业 ，商 户 开 业 率 超 过

80%，日交易量上升至 3000 吨以上，动

态库存维持在 8000吨左右。

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河南万邦批发市场，供应着郑州 80%的

果蔬。走进市场，防疫广播声音响亮，

工人们正戴着口罩搬菜。

商 户 潘 得 荣 今 年 春 节 都 没 休 息 。

现在交通顺畅，潘得荣每天能从云南的

蔬菜基地运来 30吨菜。

针对个别地区出现的哄抬“菜篮

子”“米袋子”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问

题，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从

严从重从快查处了一批民生领域价格

违法案件，确保了市场平稳运行。

配齐“菜篮子”装满“米袋子”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

人们的脚步，却没有“困”住工作、生活

的节奏。

在辽宁沈阳，29岁的刘海和往常上

班一样，9 点准时打开电脑开始数据分

析、内容审核、文档编辑、各方沟通……

但与平日不同，工作地点是自己家。

刘海就职于北京的一家互联网科

技公司，尽管已经复工，但为了保障职

工安全，公司让员工尽量居家办公。

“居家办公对于我们影响不大，因

为 平 时 大 部 分 时 间 也 是 通 过 网 络 工

作。”刘海说，居家办公还能更灵活地安

排时间。

为了减少集中办公带来的病毒传

播 风 险 ，不 少 地 方 分 散 办 公 、错 时 上

班。吉林省一机关职工章旭值班期间

发现，食堂实行分散错峰取餐，自备餐

具，带回办公室用餐，“虽然麻烦一些，

但更安全了”。

得益于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的

高速发展，一些企业充分利用企业版微

信、飞书、钉钉等一系列软件平台，职工

在家开启“云复工”。

为减少人员接触，一些服务窗口，

纷纷推出不见面的线上服务。春节过

后，黑龙江省虎林市的李彬想补领一张

身份证，电话询问得知可以在线申办

后，他通过手机几分钟就办好了业务。

春节上班后，各地的社保、医保、税

务、政务服务大厅等部门纷纷推行“网

上办”“掌上办”不见面服务，将疫情影

响降到最低。

2月 10日是南方大部分地区中小学

开学的日子。各地推广在线教学，“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全力降低疫情

影响。

开学第一天，武汉百万中小学生都

在家里参加了统一组织的升旗仪式。在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举行的网上开学典

礼上，由 10余位师生利用网络共同演唱

的《我们不孤单》，为新学期加油鼓劲。

相关线上平台统计显示，2 月 10 日

开学第一天，全国 300 多个城市的学校

通过群直播功能开展教学，覆盖全国约

5000万学生。

生活“不见面”服务“不打烊”

生活在继续 光明在前头

2 月 17 日，范璐（左）和同事在超市为

辖区内居民代购蔬菜。

今年 43 岁的范璐是南京市建邺区南

苑街道兴达社区的网格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启动以来，她和 12 名同事一直坚

守在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从小区道路卡口值守、流动车辆管控，到

重点人群摸排、人员体温测量，再到防疫知识

宣传、防疫物品发放、公共场所消杀，范璐和

同事们的脚步遍及辖区每一处，不留死角。

范璐说：“防疫工作开展以来，每天微信

运动步数过万的好友都是网格员同事，要是

看到运动步数过多的网格居民，我就会第一

时间电话核实，劝导居民尽量减少外出。”

工作中，范璐会随身带一个记录本，

里面详细记录了她每天的走访情况、登记

情况和工作小结等。从接到疫情防控通

知开始，范璐和同事们就一直在岗，每日

工作近 12个小时。

范璐说：“疫情期间，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

更重了，在防疫同时，要为居民们做好服务，做

到守网负责、守格尽责，筑起第一道防线。”

据江苏省委政法委介绍，目前，全省共

调动 12万个网格内的近 30万名网格员，运

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等手段，精准滚

动摸排，在疫情防控基层一线织起一张严密

的“防护网”。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初春，山西省武乡县岭头村到处空

荡荡的，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加强疫情

防控的提醒。村头，一条绳子拦住了进

村的去路，两个村民正在值守。

这里并未受到新冠肺炎袭击，但防

控力度一点也不松懈。

一路上，记者多次出示介绍信、测

体温，在经过 3道关卡后，终于走进了村

民魏宝玉家中。这位瘦小的农民正在

打包即将发货的小米，偶尔手机铃声响

几下，提醒他又有新订单。

屋外冷冷清清，屋内却热力涌动。

在这个 188 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有

60 多 户 人 家 在 手 机 上 开 微 店 卖 土 特

产。连日来，他们在战“疫”声中陆续复

工，开始为新的一年奔忙。

“我已经接到了好几笔订单，广东

和北京的都有。”魏宝玉把打包好的小

米装进纸箱，透过口罩说：“我去年挣了

7万多元，可不赖。”

49岁的魏宝玉个头不高，是 2014年

岭头村第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

他已脱贫，摇身一变成了武乡县“十大

微店创业人物”。

岭头村以小米闻名，有 300 亩种植

基地。这些以前每斤 4元钱卖不出去的

小杂粮，随着村民们的微店日渐兴隆，

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斤 10元钱。

变化始于 2016年。

武乡县响应国家号召开展电商扶贫，

给贫困户免费提供培训。岭头村分批组

织贫困户到县里学习开微店，走上了“小

米加电商”的脱贫路，当年就整村脱贫。

“我是 12月开的微店，一个月挣了 1
万多元。”魏宝玉说。

60岁的郭晋平也是微店脱贫户。这

位农村妇女只上过小学三年级，培训时

拼音都不会，如今却直播带货、拍短视频

等样样精通。“1 年少说也挣 5 万多元。”

她说，苦得了一时，才能甜得了一世。

1968年出生的张小晓是微店开得最

大的，一共有 46种土特产。虽然她的老

伴重病干不了活，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可

一个微店就能带着全家人奔小康。

“1年能挣 10万多元，可别小看农村

婆姨。”她说。

岭 头 村 去 年 的 参 观 人 数 达 到 了

8000 多人，大多数是前来学微商脱贫

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堂说，村里新种

了 200 亩艾草，两年后村民的微店里将

增加各种艾草制作的商品。

阳光下，一块块“扶贫创客小院”的

牌子分外醒目，不时有几名带着“防疫

抗疫”红袖标的村民从旁边走过。村外

的谷子地已全部机耕完，散发着泥土的

清新。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如今

到处充满生机。

“疫情是给村民的微店造成了一些

影响，但和贫困比起来并不可怕，冬天

再长，我们的梨树也会开花的。”张玉堂

说。 （新华社太原2月18日电）

电商村战“疫”声中忙复工
□ 新华社记者 吕梦琦

文化和旅游部推在线服务支持企业发展

抗击疫情是一场总体战。现在战

“疫”到了最吃劲的时候，在有效防控疫

情的同时，我们更需守牢民生保障线。

生活必需品是基本的民生。在战

“疫”中，水电气热油等城市“生命线”

被牢牢维护住，粮食、蔬菜、肉蛋奶等

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也都得到有效保

障，殊为不易。下一步还要切实落实

“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积极组织副食品生产，加强物

资调配和市场供应，做到供应不断、质

量不降、价格稳定，真正让人们“手里

有粮，心里不慌”，让大家能全身心投

入到抗击疫情的战争中去。

安全出行是必要的民生。随着复

工复产的逐步展开，必要的人员出行、

大宗的物资运输也逐渐活跃。因此既

要对车站、机场、码头等重点场所，以

及汽车、火车、飞机等密闭交通工具，

严格采取通风、消毒、人员体温监测等

措施，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人员物

资顺畅通行，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基础

上，努力让经济活起来，城市动起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稳、收

入稳，人心就稳，人们就会更有打赢疫

情阻击战的底气。由于体量有限，抗

击风险能力较弱，中小微企业受到疫

情冲击最大。然而中小微企业又是创

造就业最活跃的力量，各地要通过财

税、金融、社保等政策扶持，帮他们渡

过难关、守住就业池。

千方百计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

产生活的影响，是阻击疫情的重要环

节。在这方面做的每一分努力，都在

为战“疫”获得最终胜利积累动力和希

望。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越是吃劲时刻越要守牢民生保障线
□ 新华社记者 王亚宏

（上接1版）
《意见》 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依法防控，落实“四早”、“四集

中”，做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各省级人民政府要

动态调整辖区内低风险、中风险、高风

险县 （市、区、旗） 名单。各地要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动态开展分析研

判，在病例数保持稳定下降、疫情扩散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后，及时分地区降低

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要确保

交通运输网络畅通，保障交通运输企业

和从业人员防护物资供给，维护客流物

流运行秩序。

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 （记者 余
俊杰） 记者 18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在部官网上增设“应

对疫情支持企业发展政策措施”专题，及

时发布文旅系统防控疫情的重要政策，

提供在线服务支持文旅企业发展。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

化和旅游部加强系统内疫情防控工作，

指导各地文旅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

施，从资金支持、金融扶持、社会保障、公

用事业、稳岗就业等 8个细分领域入手，

纾解疫情防控时期文旅企业经营困难。

与此同时，为丰富疫情防控期间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和旅游部调

集整合数字文化资源，增设多项在线公

共文化服务：推出“在线图书馆”“在线博

物馆”“在线剧院”等专题，集中提供《国

图公开课》《国家博物馆 360 虚拟参观》

《全国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故宫数字

文物库》等一系列在线公共文化服务内

容，以及《谷文昌》《永不消逝的电波》《重

渡沟》等一批优秀舞台艺术精品。近期，

还将陆续推出在线群众文化、在线少儿

文化艺术、在线非遗展示等专题，不断丰

富线上文化资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发挥积极作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