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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有 效 预 防 和 遏 制 森 林 火 灾 的 发

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林草

资源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森林防

火条例》（国务院令第 541号）、《草原防火

条例》（国务院令第 542号）、《山西省实施

〈森林防火条例〉办法》（晋政第 36 号令）

等，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禁火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1 日至

2020年 6月 20日。

二、禁火区域为吕梁市所辖行政区

域森林、林地、草地及距离林草地边缘

300米内的范围。

三、在森林防火期内，禁火区域禁止

一切野外用火，进入林地人员必须严格

遵守执行下列规定：

（一）禁止在禁火区烧纸、烧香、燃放

烟花爆竹和孔明灯；

（二）禁止携带火种及易燃易爆物品

进入禁火区；

（三）禁止在禁火区烧荒、烧秸秆、烧

枝桠等野外用火；

（四）禁止在禁火区吸烟、烧煮、烧烤

食品等行为；

（五）禁止施工单位在禁火区明火作

业和爆破；

（六）禁止在禁火区使用火把、点火取暖；

（七）禁止其它野外用火、未经批准私架

电线、电网捕猎等易诱发森林火灾的活动。

四、森林、林地、草地的经营（管护）

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管护）范围内承

担森林防火责任。

五、进入林草地的车辆和个人，应自觉

接受防火检查，并负有防火的责任与义务。

六、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进入林草地，需有监护人陪同，

监护人要履行有效的监护责任。

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占

用森林防火设施、设备。

八、凡阻挠、妨碍森林防火执法检查的单

位和个人，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九、凡违反本禁令的单位和个人，由

相关部门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是每个公

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

一旦发现火情，请立即报告当地县（市、

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当地

乡镇（街道办）。各级各部门要配合做好

辖区森林防火预防宣传工作。

火情报警电话：12119
吕梁市人民政府
2020年3月21日

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春季森林草原禁火的通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4.2万名白衣天使

勇赴荆楚，各地医务工作者同心聚力，化身对抗

病魔的“白色长城”，立下战“疫”头功。

今年 4 月 7 日是第 71 个世界卫生日，世界

卫生组织将今年卫生日的主题确定为“支持护

士和助产士”，我国今年世界卫生日的宣传主题

为“致敬医护，共抗疫情”。在驰援湖北和武汉的

医疗队人员中，近 7成是护士。在这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日夜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的白衣

战士，托起春天里的信心与希望，也护卫着无数

人的生命与健康。

一平凡坚守：“特别的腮红”是最美勋章

“一只 N95 毁所有。”4 月 2 日晚 8 点多，肖

雪梅在发热门诊值完班后，以调侃的语气发了

一条朋友圈。自拍照上的她摘下了口罩和护目

镜，一脸疲态的脸上，勒痕清晰可见，让人动容。

肖雪梅是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

科抽调支援感染科的“95 后”护士。春节至今，

她一直奋战在前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21岁的她一直坚守

在医院发热门诊。1月 16日，肖雪梅又被抽调支

援医院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感染科，她需要陪同

有发热症状者或疑似患者做各类检查，把采集

到的标本装进密闭的转送箱，然后通过专门通

道送检。

坚守在可能离新型冠状病毒最近的岗位，

身体瘦弱的肖雪梅每天都要穿着不透气的防护

服或隔离服，一趟趟护送患者做检查。几趟下

来，她满身湿透，脸上满是勒痕，可她总是笑着

说，脸上被压的痕迹是“特别的腮红”。

她的男朋友王旭涛也在 1月 29日写下奔赴

武汉的“请战书”。2月 2日，王旭涛紧急奔赴武

汉一线支援。

疫情期间，很多医护人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着战“疫”时期的爱情——与子同袍、并肩战斗。

现在，王旭涛已经圆满完成支援任务回到

成都，正在隔离休养中，而肖雪梅还坚守在一

线。“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他回到岗

位，我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医院并肩作战

了。”肖雪梅说。

“坚守一线，大家都很有勇气。”在一起战

“疫”的同事付馨余看来，发热门诊是这场疫情阻

击战的重要关卡，时刻有职业暴露风险，但大家

都一直坚守在这里，没有任何抱怨。“虽然每天面

对病毒很忐忑，但一起互相扶持更有温暖。”

战“疫”的紧要关头，付馨余错过了女儿 4
岁的生日，但她说，她想把战“疫”的经历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女儿，让

她懂得什么是坚强、勇敢、责任和信念。

平凡的坚守，就是一种“非凡”的伟大。正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

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所说，在医疗队救治前线，护士工作量很大，从专业护

理，到生活护理，再到一些琐碎工作，全部要由护士完成。在隔离区，护士待

的时间往往比医生长；工作中，护士需要戴着双层手套操作，难度系数很大，

“这一次，护士们很好地践行了南丁格尔精神。”

一争分夺秒：在重症监护室与死神赛跑

“我们这次是来打硬仗，就是来啃硬骨头的！”

2月 14日，武汉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黄河带领浙大一院援鄂医疗队 140位医护人员赶赴武汉，整建制接管武汉

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7楼重症病区。

浙大一院医疗队是在前线奋战的众多医疗队之一。连夜集结启程，火速整

改病区，两小时收满62张床位……他们在前线的每一天都是在“啃硬骨头”。

危重症和重症患者占比 56%，平均年龄 64岁，病情瞬息万变……在浙

大一院接管的重症病区，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死神赛跑。

这天，一位刚刚送来的患者病情危急，血氧饱和度只有 78%。按照常规

方案，医疗队需要马上对患者进行气管插管，但对这样的危重症患者来说，

插管可能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黄河于是紧急召集专家开展会诊。

“患者的意识还比较清醒。”经过临床各项指标评估，专家组决定先用储

氧袋面罩供氧，同时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

20多天的救治可谓“生死时速”。团队严密观察患者病情的每一个细微

变化，精准施治，及时调整方案。3月 11日，这位患者从危重症转为重症，成

为浙大一院接管病区最后一位摘掉危重症“帽子”的新冠肺炎患者。

3月 14日，正值浙大一院驰援武汉满月之际，医疗队圆满完成了武汉协

和医院肿瘤中心重症病区“清零”的目标，其间共收治患者 72名，其中危重

症、重症患者 36名。

然而，医疗队的使命尚未结束。3月 16日凌晨，医疗队接到国家卫健委

通知，接管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重症病房，第二阶段共收治患者 46名，最终

完成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随着患者纷纷出院及转运，浙大一院医疗队接管的两个重症病区实现

“清零”，医疗队也被国家三部委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先进集体”。

一守护天使：社会各界在行动

天使守护生命，我们守护天使——疫情期间，人们心中涌动的强烈情

感，化为致敬英雄的实际行动，从四面八方汇聚成爱的洪流，温暖着白衣天

使们的心。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医务人员的安全保障，多次作

出部署安排，要求尽最大努力确保一线医务人员健康和安全。

提高疫情防治人员薪酬待遇、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落实一线医务人

员生活保障……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从社团到民众，全国上下同

舟共济，力求以务实、贴心、到位的举措，保护关心关爱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3月 17日开始，各省份援鄂医疗队陆续返回。离开湖北时，登机口是“凯

旋门”，航班号是“胜利号”，舱位是“功勋舱”；回到家乡，机场水门礼、警车开

道、市民自发夹道欢迎。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社会各界的关心和认可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3月 31日离开武汉时，

黄河感慨万分，“我们见证了武汉最寒冷的日子、救治病人的艰难，也见证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家为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慎终如始、英勇奋斗，这是

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将会永远铭记。”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确诊人数突破 100万！病亡人数突破 6
万！一场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

球肆虐。

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这是挑战严峻

的时刻；这是呼唤行动的时刻；这更是亟

需合力的时刻。

全球抗疫，对各国是无法回避的大考，

同时提出了世界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

如何全力做到“生命至上”

针对这一攻击全人类的大流行病，目

前还没有特效药物，也没有成熟疫苗。如

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生命损失，是各国正在

面对的首要考题。

全力攻关疫苗研发、迅速补充医卫资

源、强化公共应急能力、提高行政运转效

率、出台政府强力约束措施……所有选项

纷纷出台，只要能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

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一

场抗击疫情、拯救生命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中国经验，为全球关注；中国

方案，为全球借鉴。

如何尽力避免“经济雪崩”

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使全

球经济活动的热度骤然降温，金融市场的

风险空前集聚。如何在控住疫情和稳住经

济中求得两全，对各国和世界是重大考

验。

有过应对 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全

球经济金融抗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已得到

强化，主要中央银行纷纷祭出最强力货币

政策，不久前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

别峰会上各国共同承诺 5万亿美元财政刺

激。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

经济前景仍十分担心。

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实施有

力有效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各国货币汇率

基本稳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中

国倡议，正在成为应对方案。

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

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

大对外投资……中国行动，正在注入重要

动力；中国举措，为世界经济增添暖色调。

如何用好抗疫“国家力量”

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风险和利

益诉求不一的多元社会，如何权衡利弊，

用好“国家力量”发挥“强制作用”，也是各

国面临的一道考题。

“群体免疫”“佛系抗疫”，部分欧美国

家在疫情前期的政策选择引发诸多讨论。

事实说明，一国如果更快更好发挥行政安

全、医疗科研、信息披露等与强制力、公信

力密切相关各系统作用，疫情防控效果就

相对更好；反之，则出现疫情加剧的艰难

局面。

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全

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在较短时

间内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取得了重大

阶段性成果，并为全球防控争取了宝贵的

“时间窗口”。

如何有效开展“全球抗疫”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国际

社会只有凝聚合力，才能战而胜之。能否

以全球思维应对疫情，真正携手合作战

疫，也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道重大考题。

“这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对抗，而不

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国际有识之

士呼吁，面对危机，必须跨越以邻为壑的

旧思维陷阱。“团结！团结！团结！”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大声疾呼。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加

强防控信息和经验交流互享，加快科研攻

关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面对这一考题，中国给出自己的答

案。

如何凝聚社会“抗疫共识”

疫情冲击来临，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

自由与群体安全的关系？这个问题已在很

多国家的疫情管理实践中凸显出来。

居家隔离、“封城封国”，成为不少国

家遏阻疫情蔓延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

这些举措限制了一些个人自由，甚至在一

些地方引发民众不满。

有识之士普遍认可：当生存与安全受

到威胁，自由将不可避免受到更多约束。

过度强调个人自由，无疑会影响疫情防

控，危及更多生命。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

沃尔特认为，世界各国政府需要采取紧急

措施来应对这一场流行病危机，中国的应

对措施非常有效。

如何让信息流“去伪存真”

在这场罕见疫情中，如何有效管理网

络信息，让疫情防控和社会管理不被各种

谣言和不实信息干扰，也成为各国直接面

对的一个复杂考题。

真相，让人们了解实情，助力抗疫。谣

言、歧视以及抹黑则会加速“心理病毒”的

全球扩散，抑或制造矛盾、挑起纷争，干扰

抗疫国际合作。

危机中，民众渴求来自权威机构的专

业及时信息，透明度至关重要。中国在第

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专家充分

分享疫情信息，为其他国家抗疫赢得了时

间，受到广泛赞誉。

如何助全球化“拨乱反正”

病毒来了，减少接触；疫情扩散，严控

边界。近年伴随一些国家孤立主义和内顾

倾向出现的反全球化又有了一个“理由”。

经济全球化会因此逆转吗？各国会回

到孤岛状态吗？目前看，答案是否定的。不

少经济界人士认为，尽管参与全球化伴随

风险，但经济联系的好处远大于其带来的

损失。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玛丽·洛夫利说，鉴于新冠疫情正变

成一种全球现象，这将推动一种更加多元

化的全球化，而不是打折的全球化。新加

坡学者马凯硕更指出，未来中国将在全球

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如何重新审视“人类安全”

谈到人类面临的威胁，常会想到地震、

海啸、洪水、飓风等“天灾”，或者战争、核污

染、恐怖袭击等“人祸”。虽然过去有流感、

疟疾、脑膜炎、埃博拉、结核病、艾滋病、非

典等，但人类已很久没有遭遇像新冠疫情

这样广泛而严重的病毒威胁。重新审视人

类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已刻不容缓。

早有专家指出，二十一世纪人类安全

的最大威胁不是核武器，而是看不见的微

生物。地球是一个生态体系，万物互联。没

有哪次危机能像当下的疫情更让人类警

醒：我们需要修正哪些生产和生活方式，

以避免和减少环境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人类社会正面临巨大威胁和挑战，世

界各国需要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

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

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全球战“疫”的艰

巨斗争。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全球抗疫的时代之问全球抗疫的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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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在武汉武昌方舱医院休舱仪式上，医护人员集体欢呼。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4 月 7 日是世界卫

生日。今年在全球抗击

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世

界卫生组织 6 日向全球

所有医卫工作者，特别

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致敬。

这是 1 月 24 日，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

离病房内的医护人员一

起鼓劲加油。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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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微斯微（（上海上海））生物科技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新型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新型

冠状病毒相关科研工作冠状病毒相关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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