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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还在排队抢购口罩，今天已经摘掉口罩扎堆就餐；昨天还在密

切关注气溶胶的传染性，现在已经人头攒动聚集喝茶；昨天还在关注
“买菜不戴口罩15秒被传染”的视频，现在已经在摩肩接踵赶集赶圩。
没错，同一波人！确认，不是群众演员！是的，不在横店，在郑州、杭州、
广州，在江西、四川，在你我身边。战“疫”尚未收功，风险依然存在，狂
欢已经开始，这是何等的无知和生猛？

“不是说了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吗？”是的，但是不能断章取义，任
何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恢复，都不能少了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少了
检查不能少了防护意识，可以出门不等于可以“裸奔”，“戴口罩、勤洗
手、多通风、少聚集”的习惯还要继续保持。

“形势已经好转了啊。”是的，但是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病
毒的传播规律还在观察研究中，多个省份并没有解除一级响应。形势
好转是我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的动力，而不可用来做功亏一篑付诸东
流的背景。

“以后只看湖北和武汉了。”千万别这么说。这几天，自带隔离属性
的监狱系统，自我保护意识更强的医护人员，多方监督做好防护的复工
企业，已经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哪个地方、哪个环节放松警惕，疫情
就可能反弹，且反弹的幅度不定。

“剩下光靠医护人员了。”大错特错。医护人员救治的是患者，疫情
防控的最终胜利要靠切断传染源。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每个人的防
控意识都不能“松绑”。再小的概率乘以14亿，都是疫情防控的不可承
受之重。此外，医疗救治争分夺秒，科研攻关夜以继日，应急物资企业
加紧生产——前方如此“吃紧”，我们好意思开始“紧吃”？

春天最怕倒春寒。让我们收起任性，保持定力，稳稳地迎接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全胜！

随着上班族们陆续返岗复工，如何在社
区、小区阻断疫情，是北京目前城市防控的重
中之重。那些无物业管理的小区该怎么管？
北京市大兴区集结各方力量，织起严密防控
网，筑牢社区尤其是无物业小区防控疫情第
一线。

2月19日上午9点，大兴区林校路街道车
站北里社区门口，几名坚守疫情防控一线的

“志愿蓝”格外显眼。这是由街道干部、退休
党员、志愿者、区直机关“下沉”干部和社区工
作人员等共同组成的防控一线主力军。他们
负责防控的车站北里社区由7个小区组成，都
是无物业管理小区，共41幢居民楼，居住着近
7000名群众，人口基数大，防范难度高。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大兴区林校路街
道将车站北里社区的7个小区划分成一个个
网格，包楼、包户，把事量化到人，把人定位到
事。由此，包括流管员在内的社区20名工作
人员成为防控一线的主力军，担当起宣传员、
值守员、消毒员、保洁员、“服务员”等多种岗
位角色。“最多一天打了400多个电话，嗓子
都哑了。”社工王明明，负责电话核实、摸排登
记返京人员。

为加大防控力度，林校路街道防控指挥
部对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考虑到小区人口密
度大、车流较集中的情况，为避免登记、测温
的防控举措造成排队聚集，车站北里社区唯
一的开放式小区里的3个出入口，最终只封
闭1个出入口。目前，社区8个卡口实现24
小时双人看守。

无物业管理小区，单靠社区工作人员防
控，力量薄弱。很快，在林校路街道的统筹协
调下，街道干部、退休党员、志愿者、区直机关

“下沉”干部等一一向车站北里社区集结。这
支78人的群防群治力量，全天开展应急值守
和服务保障，查漏洞、补短板，全力织密织牢
疫情防控网。

所有卡口值守人员履行“三问、一测、一登
记、一汇报”职责，社区制定“三不准”值守制度
（不准擅离职守，离岗空岗；不准拖延工作时
机；不准敷衍塞责）。居委会每日还对值守情
况进行两次检查，完善措施、补住漏洞，确保小
区防控万无一失。不仅如此，社区还请来蓝天
救援队，对各小区的内外环境进行全面消杀。

在大兴区，还有不少像林校路街道这样
开展联勤联动联治，严密守好小区防疫“卡
口”的做法。北京大兴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艾丽告诉记者，大兴区已重点从人群和区域
两方面出发，对所有人员大排查、重点人群全
管控，在农村突出全覆盖、社区突出大联动，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大兴辖区内有大兴国际机场这
样的交通枢纽，又是首都的南大门，而且社区
数量多、形态多样，因此社区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艾丽介绍，目前所有社区在推行“五
步工作法”（即建立台账、制发证件、人员登
记、暖心服务、自我防护）的基础上，针对68个
无物业小区、医院周边的12个社区，专门制定
了确诊病例社区应对工作方案；把85个楼宇，
75个园区和154家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全
部纳入社区防控体系，尤其是5个纳税亿元以
上的楼宇和新媒体、生物医药基地2个园区，
采取了“三书一证”（即签订企业、员工、房东
加强防控三方承诺书，实行出入证管理）、建
立备用职工宿舍等个性化举措，在加强防控
的同时积极为复工企业解决好难题。

北京大兴区：

补齐无物业小区
疫情防控的短板
本报记者 李佳霖 郭静原

2月22日早晨6点30分，武汉市第一医院。
“40份早餐准备好了，可以装车了。你们路上小
心。”说话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整形外科护士长喻
红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她一直负责对接
前来帮助送餐的志愿者，“今天，前来接餐的是志
愿者赵翰轩、辜思伊夫妇”。

当前，在武汉各医院、高速路口、居民小区等
疫情防控关键节点上，可以看到不少身穿防护服
或绿色荧光马甲的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监测
体温、检查车辆、送饭送药……在这个被按下“暂
停键”的城市里，志愿者们却像按下了“快进键”，
他们不辞辛劳，成为城市一抹亮丽的风景。

“我在武汉留言板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志愿
者招募信息，就主动报名加入到志愿者的大家
庭。”赵翰轩告诉记者，最近一周，他所在的志愿者
团队主要为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义务送餐。

赵翰轩担任团队第七组组长，负责分配、协调
大家的工作。送餐需要早起，赵翰轩夫妇主动承
担下来。和喻红玲联络、签字、取餐、搬运，赵翰轩
没有丝毫停顿。他说：“能快一点就快一点，这几
天早晨气温低，时间耽搁久了，饭菜会凉。”

早晨7点整，赵翰轩驾车到达位于武汉硚口区
民意四路的扬子江天美乐饭店。这里是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部分医护人员驻
地，他们的工作地点就是附近的武汉市第一医院。

把早饭搬进餐厅保温后，两位志愿者才有时
间坐下来吃早餐。

“今天是最后一天给他们送早饭，明天酒店工
作人员复工后，就不需要我们送了。”赵翰轩说，来
这里送餐，其实还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思”：“我是
重庆人，看到家乡人我感觉特别亲切，总想为他们
做点什么。”

说话间，有不少医护人员来吃早饭。知道
这位就是前几天为他们提供“家乡味道”的志
愿者，大家都笑着感谢。一位医疗队护士说：

“当时，看到餐桌上有可口的辣酱，我都多吃了
一碗饭。”

“不用谢。虽然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们送餐，
但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临走时，赵
翰轩还不忘给医疗队员们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志愿者们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喻红玲说，
每天她都要接触30多位志愿者，最多时候有1600
份盒饭要送。目的地最远的，需要志愿者早晨6点
前就来取餐，但他们都主动承担最累的任务。

志愿者中既有“夫妻档”，也有“父女档”。“生

于1977年的志愿者胡俊锋，就带着自己‘00后’女
儿胡雅丽来参加志愿服务。”武汉市第一医院医疗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熊娟说，能认识这样一群可爱
的志愿者自己很荣幸。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许多志愿者放弃休息。
自疫情发生以来，他们一直奋斗在战“疫”一线。
志愿者杨雪就是其中一位。

“我表妹在医院工作。疫情发生后，我接她下
班时发现好多医生都有同样的用车需求。”杨雪说，
为了让医护人员能更好休息，自己就和朋友一起组
建了“守护天使”车队。后来，考虑到大家的安全问
题，也为了让志愿服务更加专业、更及时，杨雪所在
的车队整体加入武汉洪山区志愿者队伍，按照统一
安排提供志愿服务。目前，杨雪的车队已接送医护
人员逾800人次，运输物资500余吨。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很多志愿者在这
里坚守。2月21日上午，武汉下起了小雨。在武
昌区黄鹤楼街花堤社区八宝巷路口，记者见到了
几位在雨中依然坚守岗位的志愿者。“守护自己的
家园，必须挺身而出。”武汉普惠健康体检有限公

司营销经理彭俊松说，他从早晨6点就在这里值
守，虽然穿着雨衣，但防护服还是湿透了。

彭俊松值守的是个老旧居民区，平房、低矮楼
房紧密排列。“这里没有物业，平时就不好管理。
多亏有志愿者，疫情防控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花
堤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封闭以后，虽然安
排了网格员为居民提供帮助，但老旧居民区住的
多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需求更多也更特殊，原有
的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除了值守，志愿者还要
为居民检测体温，帮助居民购买生活物资、药品
等，每天都很忙碌。

武昌团区委副书记付晓旭是花堤社区“下沉”干
部。“为了更好服务居民，我们和志愿者轮流排班，24
小时值守。”付晓旭说，为了增加人手，团区委发布了
志愿者招募公告，彭俊松是第一批报名的志愿者。

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最需要的时候，一群志
愿者站了出来。据统计，截至22日，武汉市共青
团已面向社会累计招募青年志愿者19155名，这
些志愿者立足社区，积极当好“第一响应人”，为疫
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

按下“快进键”的志愿者
——来自战“疫”一线的纪实报道
本报记者 董庆森 高兴贵 包元凯

本报北京2月23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做
好疫情期间煤电油气重点供应，保障居民用能需
求工作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二级巡视员唐社民
表示，当前全国煤电油气供应总体充足。全国
大部分煤炭、炼油企业已基本复工复产，电
力、油气开采企业保持连续生产作业，铁路运
输企业优先运输煤炭等重点物资，煤电油气供
应总体充足。截至2月20日，全国统调电厂存
煤可用27天，秦皇岛港存煤535万吨，都处于
较高水平。2月上中旬，全国日均发用电量143
亿千瓦时，最大负荷约6.9亿千瓦，发电装机充
足，电煤供应稳定，完全能够保障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需要。

在保障全国能源稳定供应方面，国家能源局
煤炭司司长鲁俊岭说，国家能源局成立工作专
班，专门负责全国能源保供期间的协调和调度，

同时建立了能源保障、能源企业复工复产、重大
问题协调3个工作机制，及时分析研判煤电油气
等各个领域的供应能力、需求状况以及存在的问
题。此外，还通过分领域细化保供措施、压实保
供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等措施全力做好能源稳定
供应。

湖北省既是疫情防控重点区域，又是口罩等
医用物资主要生产地。为此，国家能源局对湖北
能源保障予以重点倾斜。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
黄学农表示，截至2月22日，湖北省煤炭库存约
493万吨，可用54天，成品油库存超过50万吨，相
当于130天左右的用量。在电力保障方面，对武
汉雷神山、火神山等重点医院和武汉36家方舱医
院，全面落实供电保电“一户一案”措施，按照特事
特办原则，简化手续，确保不发生停电事件。2月
份以来，湖北省每天投入保电车辆超过2000台、
应急电源车60台至80台、发电机50台至150台，
确保重要电力用户的供电保障。

据报道，武汉黄陂中学一家方舱医院一天需
要2000升柴油用于供暖供电。未来，武汉市将
新建10余家方舱医院，如何保障用能无忧？对
此，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刘红表示，
武汉市方舱医院是临时搭建，柴油主要用来取
暖、烘干衣物和消毒。充足的柴油等能源供应，
在保障患者、医务人员生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天然气接入已在医院投入
使用时顺利完成，及时保障了这两家医院的用气
需求。

刘红说，在疫情防控能源保障中，中石油、中
石化、中海油等油气企业做了大量工作。2月份以
来武汉市成品油库存超过10万吨，其中汽油和柴
油均超过5万吨。当前，武汉市每天的成品油用量
约570吨，库存是非常充足的。油气企业除了保
障油气供应外，还生产用于制造医卫用品的原料
以及消毒液和医用氧气的供应，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出诸多贡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居民用能情况:

全国煤电油气供应总体充足

本报武汉2月23日电 记者董庆森 常理
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在湖北武汉举行记
者见面会，请坚守在武汉疫情防控一线的5位普通
工作者讲述彼此团结奋战的故事，他们中有医护
人员、警察、外卖骑手，还有志愿者。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四病区主任余亭说：“面
对疫情，医护人员压力很大。我们都不敢回家，有
的医生护士就住在值班室，有的则住在附近酒店，
这样既能遇到紧急情况马上集结，同时也保护了
家人。家人虽然都很担心，但更多的是鼓励。”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候，所有
医护人员更应团结一心，互相鼓励，相信我们一定
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余亭说。

中日友好医院援鄂医疗队护理组组长赵培玉
说，疫情发生以来，医院组织大家报名驰援武汉，
当时有930多名护士报了名。“最近20多天里，我
们收治的危重症患者累计达到60余人次，经过精
心的治疗和护理，目前已经有20位患者顺利康复
出院。”

赵培玉说，武汉是个美丽的城市，希望疫情赶
紧过去，自己能以一位游客的身份，再次回到曾经
奋战过的地方，在开满樱花的武汉街头，吃一碗热
乎乎、香喷喷的热干面。

疫情当前，最让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局长
张晓红感动的是基层民警体现出的奉献精神。他
说，民警每天和病人打交道，随时可能被感染，“疫
情当前，我们不退。这是民警写在请战书上的话
语，这也是人民警察的职责使命”。

“疫情防控目前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有全国人
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赢武汉保卫战。最冷
的冬天肯定会过去，最美的春天一定会到来。”张
晓红说，期待染病的民警早日康复，等到胜利的那
一天，大家摘下口罩，露出笑脸，走上街头，扯扯家
常，一起见证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再现车水马龙。

吴辉网名老计，是武汉一名普通外卖骑
手。“去年7月，我回武汉从事外卖送餐工作。
听说春节的时候订单比较多，可以多赚点钱，
我计划春节继续工作。”吴辉说，随着疫情的发
展，自己有些害怕，准备从除夕开始休息，“但
得知一线医护人员只能吃泡面，我就决定这个
春节继续送外卖”。

工作中，吴辉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被各种
各样的温暖所感动。“我把这些温暖和感动都记录
在微博上，收到了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网友的支持
和鼓励。所有这些支持和鼓励，以及越来越多我
们骑手兄弟的守望相助，让我不再害怕。”吴辉说，

自己慢慢发现，骑手们的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成了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摆渡人”，“我相信，只
要我们都在，武汉就不会孤独”。

华雨辰是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的音乐教
师，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90后”。华雨辰说，
和很多志愿者一样，哪里需要就赶去哪里，当过接
送医护人员的司机，当过测量体温的测温员，还当
过搬运工，现在自己还是方舱医院的一名志愿播
音员。

华雨辰很骄傲自己能在这个非常时期加入志
愿者队伍。“我在北湖收费站的时候，目睹了四面八
方给武汉送物资的大货车、大卡车进城，他们都拉
着横幅‘武汉不怕，我们来了！’只有亲身经历那一
幕，你才能感受到那种震撼和感动。”华雨辰说，身
边的志愿者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有担当、有勇气、够
坚定，已经可以承担这个时代所赋予的重任。

华雨辰说：“希望志愿者小伙伴们都能平平安
安，相约在疫情结束后，摘下口罩，重新认识一下
彼此；希望来武汉帮助抗击疫情的朋友们，等疫情
结束后再来武汉，重新认识一下这座你们来不及
认识的城市，我们想带着你们走街串巷，登一登黄
鹤楼，吃一吃小吃。武汉人记得你们，武汉人感谢
你们。”

国新办在武汉举行记者见面会，请一线工作者讲述疫情防控故事——

“我们一定能打赢武汉保卫战”

本报讯 记者董庆森报道：近日，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院长、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
环教授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积极
进展，“只要不松懈麻痹，疫情不出现反复，医
院‘空床率’将快速增长”。

“出院患者把床位空出，入院的患者比出
院患者少，这意味着出现了‘床等人’现象。”
王行环透露，2月20日雷神山医院32个病区
1500张床位全部开放，但至今还有几百张床
位没有收满。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的隔
离病房也连续多日出现床位数量大于病患数
量的情况。武汉市第七医院的发热门诊量从

2月14日开始逐日下降，2月20日的门诊量
仅占高峰时期的一成。

王行环说，对近日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抽
样调查发现，发病时间在一周以上的患者占到
近六成，他们都属于此前的“存量”患者，这说
明武汉集中拉网式大排查成效明显。

王行环认为，几周前对新冠肺炎患者大规
模收治，目前将迎来这批患者大规模出院，预
计今后一段时间出院患者的数量会大幅增加，
空出的床位也随之增多。如何救治更多新冠肺
炎危重症患者，恢复其他患者的就诊需求，是
今后医院面临的重要挑战。

武汉多家医院实现“床等人”

2月22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武汉协和医院，医院工作人员在搬运云南捐赠的物资。各
地捐赠物资为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物资保障。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2月22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武汉协和医院，滴滴医护保障车在接一位医护人员下班。日前，滴滴
成立医护保障车队，为武汉救治定点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