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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地

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奔忙，不幸的是，有不少

人倒在战“疫”前线。他们是危急关头不

灭的光。他们展现出的牺牲精神必长存天

地间。致敬英雄，需铭记他们“以生命守

护生命”的精神，也需更多暖心行动支持

战“疫”一线人员。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有人用

义无反顾的逆行、奉献、坚守乃至牺牲，守

护你我的安全健康。人们看到，公安部追

授 5 名牺牲在抗“疫”一线民警二级英雄模

范称号，相关部门要求将符合条件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

评定为烈士，各地对牺牲在战“疫”一线的

人员追授荣誉称号……做好抚恤工作，是

对英雄的致敬，是对家属的抚慰，更是为

打赢战“疫”凝心聚力。

致敬英雄，需及时关爱英雄的战友们。

应科学制订防疫措施，合理调配一线人

员；聚焦重点、难点、痛点精准施策，为“战

士”排忧解难，让他们卸下“包袱”投入战

斗；尽力做好后勤服务，让一线人员上岗

有防护、三餐有供应、轮休有保障。没有生

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让“逆行者”平安

归来，是我们应该尽力做到的。

致敬英雄，应理解、支持、感谢战“疫”

一线人员的付出。在村居路口、商超车站

接受检查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

温、登记信息，有序排队、耐心等待；遇到

排查询问时如实说明个人情况，居家隔离

时遵守规定及时报告身体状况。病毒无

情，你我有情，我们的每一次配合、每一

分支持、每一丝善意都会给奔忙的防疫工

作者带来温暖。

致敬英雄，就要和他们肩并肩、心连

心 ，量 力 而 行 共 抗 疫 情 。越 是 战“ 疫 ”吃

劲，越要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需要全民行动。疫情防控期间，让“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成为习惯，让“不串

门、不扎堆、不聚会”成为自觉，让“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成为风尚。守望相助，凝

心 聚 力 ，共 克 时 艰 ，让 千 家 万 户 平 安 健

康，是前线英雄们最希望看到的事。

让我们用及时的关爱、真诚的理解、积

极的配合、共同的努力共战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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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2 月 22 日，中央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全面落实

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

员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全国广大医务人

员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

一线，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作

出重大贡献。当前全国疫情防

控进入关键时期，医务人员工

作任务重、感染风险高、工作

压力大，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

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

心、爱护，加强各方面支持保

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

他们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昂

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

心无旁骛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通知》就进一步保护关心

爱护医务人员提出十方面措

施。一要提高疫情防治人员薪

酬待遇。各地要在落实现有政

策基础上，将湖北省（含援湖

北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临时

性工作补助标准提高 1倍、薪

酬水平提高 2倍，扩大卫生防

疫津贴发放范围，确保覆盖全

体一线医务人员。二要做好工

伤认定和待遇保障。各地要做

好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

炎医务人员的工伤认定，开辟

绿色通道、简化理赔程序，保

障医务人员及时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三要实施职称评聘倾斜

措施。一线医务人员在职称评

聘中优先申报、优先参评、优

先聘任，晋升职称、晋升岗位

等级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

限制。医务人员参加疫情防治

经历可视同为一年基层工作经

历。四要落实一线医务人员生

活保障。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

基础性疾病药物、卫生用品以

及干净、营养、便捷的就餐服

务，舒适的生活休息环境和与

家人隔离的必要条件。采取专

车接送解决定点医院一线医务

人员通勤问题。五要加强医务

人员个人防护。全力救治受感

染的医务人员。医用防护品要

重点向疫情防控一线投放使

用，特别是要全力保障定点救

治医院、发热门诊、集中隔离

观察点等一线医务人员防护物

资需求。六要确保轮换休整到

位。对长时间高负荷工作人员

安排强制休息。疫情结束后，

及时组织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和

疗养休养，并适当增加休息和带薪休假时间。七要及

时做好心理调适疏导。开展一线医务人员心理健康

评估，强化心理援助措施，做到心理问题早发现、早

干预、早疏导。八要切实落实有困难家庭的照顾帮

扶。开通一线医务人员家属就医绿色通道，建立社区

干部联系帮扶一线医务人员家庭制度，对于一线医

务人员子女教育给予更多帮助关爱。九要创造更加

安全的执业环境。完善问责机制，维护医疗秩序，保

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对于伤害医务人员的，坚决依

法严肃查处。十要开展烈士褒扬和先进表彰。依法做

好因疫情防控牺牲殉职人员的烈士评定和褒扬工

作，全面做好抚恤优待。开展医务人员及时奖励和表

彰，对于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的

子女，在入学升学方面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通知》强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好以上政策措施，以高度负

责的态度、务实到位的举措，切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

人员，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请你们不要扎堆晒太阳，如果实在想

出来透透风，谨记戴口罩……”戴上红袖标，

手持小喇叭，白银市公园路街道银光路社区

82岁的老党员徐国株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

小区广场，提醒居民少出门、不聚集。

银光路社区 60%的居民都是老年人。

一些老年人防护意识薄弱，又在家里待不

住，常常不戴口罩就下楼散步，这成了社

区抗“疫”的一大难题。

正当社区工作人员发愁时，社区老党

员徐国株主动打电话给社区，“我想当志

愿者，帮助你们巡逻，只需要给我一个红

袖标就行。”考虑到徐国株的年龄，社区工

作人员婉言拒绝。可徐国株却坚持要求

“上岗”，并笑着对社区工作人员说，“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带头行动！”

在徐国株的带动下，社区里的十余名

老党员也积极加入队伍，为社区抗击疫情

贡献力量。

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正街社区，居民

群众也纷纷加入社区抗“疫”队伍，通过多

种形式为抗击疫情出力。据正街社区党委

书记郭家英介绍，为持续做好疫情防治工

作，加强社区院落人员进出安全，许多居民

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为院落出入居民测

量体温，并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做好秩

序维护、日常消杀、宣传资料发放等工作。

2 月 5 日，广州市东山街道达道南社

区居民王大爷和爱人带着 1 岁多的孙子

从湖北省枝江市返回广州市，回来当天

便主动给社区打电话报备，说明自身情

况，并主动进行隔离。“现在从外地返回

的居民都会主动打电话给我们说明情

况，不瞒报、虚报行程信息，这样我们的

防疫工作也得以更加顺利地开展。”社区

党委书记邹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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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打好社区保卫战
本报记者 杨文娟 实习记者 李林晅

连日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全国打响。在这场战“疫”中，基层社区

既是前沿阵地，也是抗“疫”的重要战场。

为打好社区防疫战，全国各地社区全面动员，居委会、基层干部主动深入抗“疫”一线，用责任心、耐心为防控疫情做着力

所能及的贡献，吹响了社区保卫战的号角。

近日，记者采访了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街道达道南社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正街社区以及甘肃省白银

市白银区公园路街道银光路社区相关人员，聆听他们的抗“疫”故事，感受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社区力量”。

“您好，我是社区工作

人员邹畅，不好意思打扰

您了，麻烦戴好口罩开门，

我们需要登记一下您的基

本信息。”

“您有没有感觉不舒

服？我需要给您测量一下

体温。”

“您是乘坐什么交通

工具回来的？有车票吗？我

们可以看一下吗？”

……

2 月 6 日早上 9 点，广

州市东山街道达道南社区

党委书记邹畅带着派出所

民警谢丽君和医务人员郭

碧霞敲开了张某家的大

门。邹畅一边问一边快速

地记录，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她已经无数次上

门排查。在邹畅记录时，谢丽君和郭碧

霞又相继发问，就怕遗漏一个细节。

疫情发生后，达道南社区在东山街

道指导下推行“三人小组”政策，严格管

控疫情高发地区来粤人员。“三人小组”

由社区居委会干部、派出所民警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工作者构成，对1月

10日后曾到过疫情严重地区相关人员

进行全覆盖走访。邹畅告诉记者，这是

社区排查掌握疫情情况的重要手段。

“我们还积极发动楼长、业委会、社区联

防队的作用，通过‘居民扫码申报+电话

访问+上门入户’，对社区居民健康情况

进行‘一户一档’服务管理，并‘二次’细

化了曾到过疫情高发地区人员的档案，

对他们进行电话随访等。”

“正街居民大家好，新冠病毒不得

了，社区今天来相劝，在家就能作贡献，

不要串门打麻将，也不扎堆凑热闹，没

事不要到处跑，出门口罩要戴好……”

为劝说居民少出门聚集，成都市肖家

河街道正街社区通过强化宣传，为居

民筑起社区防疫“屏障”。社区工作人

员编写并录制了普通话、方言版防疫

知识顺口溜，由社区志愿者每日拉着

音响在辖区播放。

为减少小区人员流动，防止外来

人员、车辆进入，保证小区居民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白银市公园路街道

银光路社区推行小区封闭式管理制

度，每个小区只留一个出入口供居民

进出，工作人员 24 小时全天候值守，

每家每户两天可派一人出行采买生活

用品。“尽管小区实行了封闭式管理，

但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社区许

多老人和子女不在同一个小区，为了

方便子女照顾父母，我们会根据管控

情况，让他们外出。”银光路社区党委

书记关丽红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封

闭管理小区不能阻断温情。在切实加

强管控力度的基础上，一定要人性化，

避免不当或者过激的防控措施，这样

才能得到居民的理解与支持。”

连日来，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社区在严管严控的基础上，为居

民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暖心服务。社区工作

人员成为了居民的“跑腿员”“保姆”“安装

工”，不仅安抚了居民的情绪，也让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有意义也更有温度。

“半只鸡（不用剁，就整的，不要鸡脑

壳），两个紫洋葱，两个杏鲍菇，一斤油菜

尖……”2 月 14 日，成都市肖家河街道正

街社区工作人员吴小燕又一次收到了居

家隔离人员的采购信息。在隔离期间，居

民不方便出门采购，为了确保居家隔离人

员安心在家生活，正街社区工作人员通过

电话、微信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购买后

再送到他们的家门口。

在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

下，正街社区工作人员还将口罩等物资节

省下来，每隔三天送给各个小区的保安。

同样，在白银市公园路街道银光路社

区，疫情发生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会为他

们采购药品、更换天然气罐……广州市东

山街道达道南社区工作人员则会给行动

不便的居民、低保户上门送口罩、酒精。

“我们希望每位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的温

暖，这不仅有助于疫情防控，还能凝聚起

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邹畅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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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齐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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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街社区居民主动帮助社区对院落进行日常消杀正街社区居民主动帮助社区对院落进行日常消杀

银光路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值守监测居民体温银光路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值守监测居民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