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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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 4 月 8 日电
（记者 李鹏翔 胡 ） 武汉正

式“解封”，经过 76 天的坚守，

江城迎来重启。8日零时，随着

第一辆小客车顺利出城，武汉

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有

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

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

流动。

4月 7日 23时 58分，湖北

省高速公路路政、养护、收费、

高警等人员各就各位、整装待

发。4月 8日零时，记者在现场

看到，京港澳高速公路武汉西

收费站所有道口全部打开，车

辆有序驶入高速公路，标志着

离汉通道管控正式解除。来自

恩施建始的司机匡后尧和夫

人一起，成为解封后首批正式

离汉的人员。

经中央批准，湖北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 3 月 24 日发布通

告，从 4月 8日零时起，武汉解

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

离汉通道管控的解除，意

味着客流将会出现放量增长，

意味着需要交通部门提供更

充足、更安全的运力保障。铁

路将开通武汉辖区 17 个铁路

车站除北京外始发运行。民航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将恢复不

含北京的国内出发和到达航

班。水运将恢复除游轮以外的

其他客轮、轮渡。公路将在继

续做好包车运输的同时，有序

恢复跨市州、跨省市的班车客

运。

“随着离汉通道管控的解

除，全省交通运输秩序将有序

恢复正常。但是解封不等于解

防，我们将协调做好各种运输

方式的无缝衔接，确保乘客走

得了、进得来、行得畅。”湖北省

交通运输厅厅长朱汉桥说。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要求，湖北将本着“疫情

防控不松、‘绿码’健康出行、

交通保障给力”的原则，坚持

扫码入场、体温检测、实名购

票、定时通风、全面消杀，做好

防控。

滚滚长江水，巍巍黄鹤楼。

这里是决胜抗疫的主战场。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自去年 12月 30日武汉发布针对疫情的首个

紧急通知以来，这场突如其来、举世关注的疫情防

控阻击战已持续整整 100天。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国各地

力同心、星夜驰援，英雄的武汉人民识大体、顾

大局，战“疫”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武汉即将解

封，逐步恢复往日容颜。

回顾战“疫”中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时刻，永

远令人铭记。

疫情突发：“有人传人现象”

“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除非

极为重要的事情，一般不要去武汉。”

在 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组织的一场高级别专

家组记者会上，钟南山院士代表专家组发出警示

通报。

此时，距武汉市卫健系统上报首起“不明原因

肺炎”病例，已有 20多天。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

任张继先最早判断并上报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

12月 26日，她陆续接诊多例奇怪的肺炎病人：一

对老两口，伴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CT
显示肺部异常。随后又接诊 4个类似病例。经历过

“非典”的她，敏锐感受到潜在的危险。12月 27日

和 29日，她两次上报疫情。

此时此刻，一场超出人们想象的疫情正在袭

来。

12月 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向辖区医疗机

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次日，中国疾控中心一早派出专家赶到武

汉。1月 8日，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初步确认新

冠病毒为疫情病原；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

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

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疫情发展出人意料，防控形势骤然紧张。

武汉市三家定点医院 800张床位很快收满病

人。武汉市卫健委紧急腾出 1200 张床位，但依旧

无法满足需求。

随即，武汉腾出 7家中型医院，改为专门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医院。新增医院一开门就挤满患者，

发热病人求诊排起长队，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确诊

病例……

疫情，肆虐蔓延。

武汉“封城”：摁下“暂停键”

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头一回不见车水马龙、

熙攘人群，只有空荡荡的街巷、呼啸而过的风声。

这是江城武汉摁下“暂停键”，处于“封城”状

态中的景象。

1 月 23 日凌晨，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

通告：自当日 10 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

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

暂时关闭。

武汉疫情防控事关全局。“九省通衢”，武汉是

全国高铁与高速公路枢纽，人流南来北往。春节临

近，任由被感染群体四处流动，后果不堪设想。

封一座城，护一国人。

原本阖家团圆的春节，被彻底改变。少儿绘本

作家、编辑陈颖是“老武汉”，往年春节意味着大家

庭的团聚，可今年除夕，家里只有他和父母，一锅

汤、两三道小菜构成了年夜饭。

看疫情代替了看春晚，微信向亲友探询安康

代替了春节的祝福。陈颖说：“这是一个永生难忘

的春节，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家为着同样的

希冀，固守我们共同的家园。”

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布鲁

斯·艾尔沃德说，武汉人民“令人心碎”，又“让人动

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一种巨大的责任感。

举国驰援：与时间“赛跑”

41架次，近 6000人！

2月 9日，这是疫情防控以来武汉天河机场最

繁忙的一天。

从凌晨 1点 50分最早一架包机落地，直到深

夜 23时 50分，一架架飞机，载着来自辽宁、上海、

天津、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山东、河

南、福 建 等 地 的 医 疗 队 人 员，载 着 来 自 各 地 的

328.1吨防疫物资，昼夜不息、驰援湖北。

疫情汹汹，形势严峻。缺物资、缺床位、缺医

护、缺设备……八方驰援，源源不断。

除夕夜，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450名首批医

疗队队员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武汉。

白衣执甲、尽锐出征！

“我们把重症、感染和呼吸相关科室主任几乎

都选派到了湖北，很多都有抗击非典的经验。”北

京协和医院副院长韩丁说。

全国各地共选派 330多支医疗队，超过 4万名

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其中，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

吸科、循环内科的专业人员就达到了 16000多人。

驰援！院士们带队，冲锋在最前线——

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疫情暴发之际提醒公

众“没什么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但他自己却毅

然坐上了前往武汉的高铁。他还多次视频连线医

疗救援队，指导开展救治工作。

73岁的李兰娟院士，2月 11日穿上写着“武汉

加油”四个大字的防护服，进入收治重症病人的

ICU，逐一分析患者的病情。

王辰、张伯礼、陈薇、黄璐琦、乔杰、仝小林

……一位位院士“逆行”而来。他们是院士，更是战

士！

战“疫”，无数人挺身而出，微光成炬，照亮江

城。

得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急缺人手，告别

家人，日夜兼程，河南太康县兰子陈村 5名“90后”

小伙自发组团、赶赴武汉；湖北红安向家一门五兄

弟自驾赶来……4 万多名建设者八方赶来，援建

“两山”医院。荒芜之地，成如火如荼的工地。

从事餐饮行业的 24岁四川姑娘“雨衣妹妹”，

听说武汉一些医护人员吃不上热饭，她带着厨师

和食材，“逆行”十几个小时驾车从成都赶到武汉，

每天送 400至 600份盒饭，一忙就是 40多天。

捐钱捐物，爱如江水奔腾不息流向武汉。

中央确定全国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

武汉市以外各市州，各路精兵强将星夜集结，奔赴

前线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紧缺物资。

截至 3月 5日，湖北省已累计分配医用防护服

460 万件以上、N95 口罩 900 多万只、医用外科口

罩 6000多万只。

截至 4月 5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捐

赠款超过 16.9亿元。

武汉，不是“孤岛”；武汉，从来都不是孤军作

战。

拉网排查：着力“应收尽收”

遏制疫情，关键是切断源头。

一场拉网式大排查，吹响了武汉阻断疫情扩

散的总攻战号角。

4.45 万名党员干部职工，下沉到 13800 多个

网格参与排查工作；1.9万名民警加强值守，成为

防控前沿的尖兵。

新上任的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2 月 15 日

前往武汉部分社区检查管控情况，强调对小区严

格实行封闭管理，坚决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

径。

2 月 16 日，武汉再次部署开展为期 3 天的集

中拉网式大排查，摸清底数，推动落实“确诊患者

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

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

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 24 小时封闭管

理”等“五个百分之百”，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桂小妹每天都至少忙到晚上 10 点多。

5235户居民，60岁以上老人占 25%，其中独居、空

巢、80岁以上老人占近七成……桂小妹眼中满是

血丝，对网格化摸排“家底”门清。

从一个患者，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小区，再到

一个片区……随着网越拉越大、越织越密，“四类

人员”终于得到分类安置。

防控壁垒日益牢固，民生保障同步夯实。

2月下旬以来，出门帮居民买药，成为社区网

格员丰枫的主要工作之一。一次，10 多个小时后

终于拿齐近 100份药。他身上挂满药袋的照片，瞬

间戳中无数人的泪点。一身药袋，犹如勋章。

越是黑暗的地方，光芒就越是耀眼。武汉人，

如同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平日里，他们是学生、村民、快递员、水电工、

小店主……是街头巷陌，与你我擦肩而过的普通

武汉人。如今，他们挺身而出，守护着这座城市。

防控战大疫，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

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

全力救治：与病魔较量

因为一张同看夕阳的照片，87岁的新冠肺炎

患者王欣受到了很多人关注。入院后，他曾昏迷

20多天，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逐渐康复。

4 月 6 日，得知援鄂医疗队员要离开湖北，王

欣站在夕阳下，用小提琴拉起了一曲《送别》。“谢

谢你们的悉心照顾。”

年龄最大的患者 103岁，最小的仅出生 30小

时。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共造成全国确诊病例人

数超过 8万例，武汉确诊病例数占比超过六成。

生命至上，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战斗时

刻不断。

应对床位不足，“封城”第二天，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 1月 24日相继开始建设，十多天建成，创造

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但“两山”医院的 2600个

床位，收治能力依旧有限。

关键时刻，征用一批体育馆、会展中心、培训

中心等大空间场馆，改造成方舱医院，成为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关键之举。

2月 3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洪山体育馆、武

汉客厅三个方舱医院连夜开建，仅仅用一天多的

时间，三个方舱医院投入使用，一共可提供 3000
多张床位。

“方舱医院以往没有采用过，是我国公共卫生

防控与医疗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这样评价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成为托起生命的“希望之舟”。一个

月内，武汉市完成 16家方舱医院改建，86家定点

医院改造，新增 6万多张床位，相当于新增 60多家

三级医院的床位数。2月下旬，“人等床”的危急局

面，终于转变为“床等人”。

组建院士巡诊团队，成立联合专家组，集中讨

论死亡病例、7次修订优化救治方案，组织插管小

分队……一项项探索临床应用，一个个生命得以

挽回。

自 2 月上旬发热、胸闷、腹痛等症状就医，在

无创呼吸及插管通气效果不明显，90%以上肺功

能丧失的情况下，40岁的患者“老胡”生命危在旦

夕。

依靠 ECMO（俗称“人工肺”）的支持，医护人

员开展俯卧位通气、气管镜吸痰救治，4月 5日“老

胡”顺利脱离 ECMO，40天来第一次用自己的肺实

现自主呼吸。

驱瘟有“剂”。中西医结合，成为救治一大特

色。湖北省共有超过 6万名确诊患者使用中药，占

比达 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

达到了 90%以上。

从 1 月底的不足 5%，到现在已经超过 93%。

武汉新冠肺炎累计治愈率一路攀升。到目前，武汉

累计出院患者达 4.69万人。

3月 10日，16所方舱医院全部“休舱”；3月 18
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为 0……

人们为患者的康复而欣喜，也为逝者离去而

哀伤。

刘智明、李文亮、夏思思……一个个白衣战士

用生命践行使命，他们的离去令人扼腕叹息。

4 月 4 日清明节，国旗低垂，汽笛长鸣。湖北

省、武汉市各界代表等来到长江之畔的汉口江滩，

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

献，逝去的每一位同胞，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参

与悼念仪式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生郑亦沐说。

城市“复苏”：按下“重启键”

战“疫”，艰苦卓绝；曙光，逐渐显现。

历经百天的隐忍与等待之后，武汉，正在按下

“重启键”——

3月 22日，武汉市 27个过江桥梁防疫检测点

和主城区近 80个防疫检查点全部撤除；

3 月 23 日，武汉公交集团部分公交线路实际

演练，110余路公交车上街试跑；

3 月 25 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

通道管控；

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将解除离汉离鄂通道

管控措施……

渐暖的春日中，一切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寂静

了许久的城市，正在逐渐恢复到熟悉的模样。

——面香四溢，武汉街头，一家家热干面店铺

重新开张。“熟悉的味道回来了，熟悉的武汉回来

了！”有市民感慨。

——热火朝天，工业企业中，一条条生产线开

足马力，复工复产有序进行。截至 4月 4日，武汉规

上工业企业开工 2853户，开工率 97.2%，规上工业

企业用电量已恢复到去年同期的八成以上。

——分期分批，武汉市把全市 50多家收治新

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向医疗资源丰富的 10 家医院

集中，分 4批恢复定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江城大地上，人们正与时间赛跑，用更高的效

率追回因疫情带来的损失，以免这场伤痛伤及这

座城市经济的筋骨，让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

1.5万亿元的城市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不至于太

失速。

“停校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武汉的大中小

学，早已在网上“开学”，学生们居家“线上学习”。

4月 7日夜晚，凝神细听，居民小区中，不时飘

来悠扬琴声、童音清脆的读书声……

武汉，正在向着希望出发！

（记者 周甲禄 梁建强 李劲峰 侯文坤 李
伟 喻 ） 新华社武汉4月7日电

武汉战“疫”中的铭记时刻

4月 8日，在武汉站，乘客在进站口准备进站。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4月 8日凌晨，车辆通过武汉西高速收费站。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

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日

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

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的通知》，强调结合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落实分区分级防控要

求，推进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通知强调，各地要根据疫情形

势发展，科学确定复工复产复学时

间，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

单位责任和个人家庭责任，从严控

制、审核、组织举办各类涉及人群

聚集性的活动。各行业在复工复产

前要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具体防控

方案。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细

化各项防控措施，确保每一个细

节、每一个关键的步骤落实到位。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动态

调整的应急响应级别，精准实施

分区分级差异化的办公场所和公

共场所防控措施。低风险地区坚

持“逐步、适当放开”原则。对于工

作生活必须的场所、开放式活动

场所，有序逐步放开；对于娱乐、

休闲等集中密闭场所，审慎开放。

中、高风险地区坚持“安全、稳步”

原则。对于工作生活必须的场所、

开放式活动场所，采取分类适度

限制措施；对于娱乐休闲等集中

密闭场所，建议采取临时禁止开

业措施，具体要求由各地依据本

地疫情形势研究确定。

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特殊

单位防控和人员防护措施。低风

险地区加强养老机构、儿童福利

院、监狱、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特

殊单位风险防范，做好人员防护、

消毒等日常防控工作。中、高风险

地区继续采取强化措施，严格落

实防控措施监管，制定应急预案，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重点场

所和重点人群的防护指导。筑牢织

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线，盯紧

航空运输、口岸检疫等各个环节，严

格实施闭环管理措施，实现集中接

送、检测、隔离等全流程高效无缝运

转。要加强应急处置准备，严密落实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传播风险。重点

指导老年人、儿童、孕产妇、学生、医

务人员等重点人群个人防护，教育

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

活方式，减少和避免人员聚集，严防

聚集性疫情发生。

通知对生活服务类场所、开

放式活动场所、密闭式娱乐休闲

场所、客运场站和公共交通工具、

特殊单位场所、企事业单位等分

类提出了防控建议。

通知强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工作，确保人员到位、信息畅通，严

格执行“四早”措施和报告制度。相

关要求将视疫情变化进行调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