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园林搬进城市把园林搬进城市 让市民拥抱自然让市民拥抱自然 33政教专刊政教专刊
2022年1月17日 星期一

政教专刊部主办 组版：闫广明 责编：冯海砚 校对：王艳 电子信箱：llrbzhjb@163.com

缘浅情至深
□ 王永和

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

家吴尊友接受采访时，回答了如何应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等热点问题。

此前有数据表明，奥密克戎主要引发的是

无症状或轻症感染，吴尊友说这有待进一步观

察，但他个人认为，这反而是此次疫情防控的

难点。“轻症使得病毒隐匿性极强，难以识别。

有更多轻症病人待在家里面，在家庭传播，只

有当重症病人出现时候才去就诊，才会被发

现，这时候已经传染了一大片，这才是最可怕

的，所以轻症并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吴尊友呼吁大家，防范奥密克戎要特

别注意这两点，“一是由于奥密克戎症状较轻，发

现更难，更易传播，对于病人个体来说是好事，但

是对于群体防范来说难度更大，是一大挑战，这一

点在以前的新闻报道或者讨论方面被忽略了。

第二点就是奥密克戎使得疫苗效果折扣比其他

的变异毒株更大，所以特别需要打加强针。”

此外，吴尊友表示，常态化防控措施对于

防范奥密克戎依旧是最有效的，他列举了 11条

举措。其中 4条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1.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手卫生等个人防护

措施；2.有发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发热门诊就

诊；3.当有发热等症状的时候，在明确诊断前，不

能再去参加聚会、旅行等有可能造成传播的行为；

4.每个人要及时接种疫苗，必要时要打加强针。

还有 7 条是政府部门在执行，但是需要相

关人员配合：境外人员、冷链从业人员的防控

措施，对局部出现疫情后，及时开展流调，开展

筛查，对所有感染者隔离治疗，对局部社区进

行风控等。吴尊友表示：“这 11 条常态化的防

控措施，对奥密克戎也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新毒株也好等等，对所有变异毒株都是有效

的。” 摘自《山西日报》

吴尊友谈奥密克戎变异株

防范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现实中或自诩，或被他人冠以“文人”的人

很多，而这些“文人”在报纸、杂志上也不是时

常崭露头角，我就属于这一类人，一段时期，一

直与《吕梁日报》有联系，但自己真正在报纸上

发表的文章又不多。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或

许来自于我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尽管我的人生

路与文学本来却格格不入。

上小学时，我的爱好是博览群书，课余常

常为同学们讲“三国”“隋唐”“水浒”等等故事，

也被同学们呼以“故事大王”。初中阶段，我的

作文常常以“范文”在班上被语文老师宣读，甚

或在考试后拎出来当命题作文讲解，那种喜悦

与自豪让我自信满满，也就从那时起我对语文

特别是写作，朦胧间产生了浓浓兴趣。阅杂

志、看报纸，记日记、写作文……凡此种种涉文

事，我总是乐此不疲。

199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中专学

校——吕梁地区煤炭工业学校。你可别小瞧

了“中专”！哪个年代好学生大多是要直考“中

专”的，其次再是“师范”。考上了“中专”“师

范”，毕业国家包分配，马上有了“铁饭碗”，还

可最快减轻家里老爸老妈的负担。正如所愿，

从学校毕业到如今，我还仍在行政之路上忙碌

奔波。

学校创办有一刊校报叫《煤校文艺》，是半

月刊。上中专的四年，我从一名通讯员，到编

辑，再到责编，最后还任了两年《煤校文艺》主

编。这是我最初的报纸情结，或者说是我文学

爱好的初恋。四年间我的“初恋”不断开花结

果，我视这刊报纸如自己的“宝宝”。报纸是油

墨刻蜡纸印刷，每次发行，先要用铁笔把图文

刻写（画）在蜡纸上，再用手工油印机印刷，尽

管质量和效果没得和铅字报纸比，但看到自己

的成果满校园间传，心中的快乐却是无比的。

特别是一些同学，包括我，在给《煤校文艺》投

稿的同时还给《吕梁日报》投，每当看到有一篇

文章既被《煤校文艺》采用也被《吕梁日报》刊

登，那种“同框”的欣喜与自豪简直无法用言语

形容。随着“同框”次数的增多，那种油墨手写

体到铅字体的转化、对文章评判的共同认可，

我仿佛感觉到了《吕梁日报》老师对我的微

笑。尽管未曾谋面、未能对语，尽管那是一种

仰望的感觉，但仰望间我感觉到了一种认同，

感觉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人，隐约间我们正不

断地走近……

2017年 9月，已进不惑之年的我终见恋人，

并有幸成为一家人。组织派我担任交口县新

闻办主任，我以工作的身份不仅圆了自己的爱

好梦，而且有机会“正儿八经”地为新闻、文学

事业出些力。

新闻办的主要职责，一是接待好媒体记

者，二是抓好外宣工作，对接的市级单位主要

是市新闻办和吕梁日报社。而无论是来县采

访的记者，还是对外宣传的阵地，业务上与《吕

梁日报》的联系最多，我也俨然成为吕梁日报

社的驻县“记者站站长”。

《吕梁日报》为吕梁各县（市、区）均开辟有

“县域专版”。上任之初，我就立即筹划、组织

上稿，着手重续交口县已停办一年多的“交口

专版”。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我一连推出了 4
版（每半月 1版）。看着自己组织的稿件整版图

文并茂地“登”上《吕梁日报》，想着“交口故事”

乘着《吕梁日报》的快车传遍吕梁大地，我第一

次感到了自己在钟爱事业上的显著成就！然

而，好景不长，正当我踌躇满志、自信满满地欲

大干一番时，却因交口经济的断崖式下滑，无

法支付专版成本费而不得不再次停刊。我的

心降至冰点，直到如今，我仍认为这是我人生，

也是我事业上最大的遗憾。

但我并没有因之停顿了工作、降低了工作

的热情。我一方面尽力提升新闻办工作人员

的撰稿能力和水平，一方面在全县各乡镇、各

单位、各行业间抽调写作功底好的同志组建全

县新闻宣传报道通讯员队伍，有力拓展了外宣

上稿渠道、数量和质量。我任新闻办主任 3 年

多，《吕梁日报》刊登交口县各类稿件 400余篇，

很好地宣传了交口的人文风貌、干群精神、先

进事迹和典型作法。

2021年 3月，县新闻办因县级事业单位改

革不再单独保留，其职能划归县宣传事业发

展中心，我被组织调任至县委组织部工作。

从此吕梁日报社成为我昔日的“娘家”，每每

想起与《吕梁日报》的日日夜夜、事事情情，伤

感与留恋油然而生，我俨然感觉自己如“嫁出

去的姑娘”。报社的领导、同志们有打电话问

候我的，有来交口采访、工作时联系我叙叙旧

旧的，每当“娘家人”来，我总有一种亲人来访

的欣喜，设宴举杯、把酒言欢自不必说。平常

我回市里办事，或公或私，也总要抽出时间见

见报社的同志，有较长的时间时也一定会回报

社看看。

组织部的工作特别的忙，以至于我不能再

像以往一样向《吕梁日报》投稿。但我总想，也

许退休离岗后，一双胶鞋、一支拙笔、一台相机

一定是我老来事业的陪伴。

到时，我的“报缘”一定会再深深相续……

（作者系原交口县新闻办主任）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高梦
娇） 2021年 12月以来，新一轮疫情来势

汹汹。孝义市“行孝仗义”退役军人志愿

队主动响应，战“疫”在汾孝高速口，严防

死守疫情防控关口。

截至目前，孝义市有 30余名退役军

人参与到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通过实

行 24小时值班制，辅助做好疫情防控执

勤、来往车辆排查、信息登记、查验“三

码”、测温消杀等多项工作，确保不漏一

人一车。各位志愿者牢牢守住执勤点，

切实筑牢防疫线，极大地充实了防疫力

量，确保了防控工作安全、有序开展。尽

管天气寒冷，他们依然坚守岗位，脸上始

终带着笑容，没有丝毫懈怠，他们坚毅的

背影成为汾孝高速口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脱掉的是戎装，褪不去的是人民子

弟兵的情怀，以“行孝仗义”退役军人志

愿队为代表的孝义市广大退役军人，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若有战，召必回”的铮

铮誓言和“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

军人本色，为孝义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针对近期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根据省、

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

际，自 2021年 12月 20日起，石楼县分别在入石

重要路段、关键位置设立疫情防控卡点，压实

责任、精准管控、周密部署，各卡口时刻保持战

时状态，严把交通关口、防控检测、门户阵地。

秦晋两地，一河之隔。在石楼县辛关镇

340国道 355米处，石楼县交警大队民警潘育辉

正在疏通黄河大桥上滞留的往来车辆，这是他

坚守在岗的第 18 天，按照三班四倒值班制，再

有 2个小时辅警李静静会来接他的班。

“出了名的工作认真。”潘育辉在交警大队

有口皆碑，站在晋陕交界点，他深感责任重大，

站好这一班岗，对于守好全县“外防输入”这一

底线至关重要。

“来往车辆及人员请下车登记，自觉接受

检查……”辛关省际检查站，悬挂着的大喇叭

声音嘹亮，由交警、公安、卫健三部门组成的疫

情防控小组正在对陕西方向进入石楼县的车

辆逐一排查，在提供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并完成扫码、测温、信息登记等规定程序

后，方可进入石楼县境内。

“36.2℃，体温正常。”今年 63岁的和合乡南

陀腰村乡村医生刘应珠放下手中的体温测量

仪执笔登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他，干起活

来手脚麻利，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作为一名

党员，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还能为人民

服务，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刘医生告诉记者，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所有过往的车辆和人员

进行信息登记、体温测量，查看行程码、健康

码、核酸检测证明，对可疑人员上报、隔离或者

劝返。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刘医生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为卡口的年轻工作人员树立了榜

样。“其实在卡口工作的多数时间里，大家都在

各司其职，没有时间过多交流，但长时间的相

处，让大家不仅在工作环节上配合得越来越默

契，生活中彼此也照顾有加，更产生了一种像

战友一样的感情。”李静静说。

凌晨两点钟，零下 15℃，宋家沟市际检查

站前方 20米处，石楼县交警大队城区中队辅警

张恩瑞依然站在空旷的室外作业，为抵御寒

冷，他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取暖小妙招，“打拳”

“跳跃”“暴走”……当车辆即将进入查验区时，

他立即恢复状态，迅速回到工作岗位上，开展

指挥任务。

车辆在交警的有效引导下缓缓驶入专用

安检区，宋家沟安检站根据场地条件，按照货

车、大客车、小车、重点车辆因地制宜划分检查

车道，合理的划分避免了交通拥堵、人员滞留

等情况，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

保障了车辆快速有序通行。

按照“逢车必查、逢人必测”的原则，辛关

省际检查站和宋家沟市际检查站，截止 1 月 6
日，共排查车辆 2万余次，2万余人。

在石楼每一个卡口都会有党旗在一线迎

风飘扬，正是有这些“安全卫士”在自己平凡的

岗位上守护着、捍卫着城市的安全，才会有岁

月静好。

石楼县：抗疫一线党旗红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讯员 许文悦

戎装虽解心不改戎装虽解心不改
抗击疫情当先锋抗击疫情当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