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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香香）记
者从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获
悉，随着西藏疫情发展，全区消防
救援队伍立足社会面疫情防控需
要，积极向驻地党委政府递交请战
书，主动请缨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全面承担 7 地（市）社会面大规模
消杀任务。截至 8月 16日，全区队
伍共出动 252 车、1221 人次，完成
全区 362 万平方米中高风险区域
的疫情消杀任务。

记者了解到，西藏自治区消
防救援总队党委第一时间成立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调度
全区消防救援防控工作，制定下
发《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涉

疫勤务工作的通知》，细化涉疫勤
务处置规程，全面部署各项涉疫
勤务，重点对社会面大规模消杀
工作进行了系统规范。总队每日
调度各单位涉疫消杀开展情况，
每日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和 4G 单
兵，开展不少于 2 次的执勤战备
巡查和涉疫处置实战拉动，切实
检验队伍涉疫消杀处置能力，并
协 调 调 拨 口 罩 、防 护 服 、防 护 面
罩 、测 温 仪 、消 毒 液 等 防 疫 物 资
2.8 万余件套，充实到各级消杀处
置专业队，为大规模防疫消杀行
动，铸牢安全屏障。

全区消防救援队伍邀请地方
防疫部门专家，针对指战员个人

防护穿脱操作、个人消毒洗消、消
毒设备和药剂选用、消毒液配比、
消毒频次、关键消毒部位等技能
知识进行培训和授课，有效提升
疫情防控专业处置水平。全区消
防救援队伍紧盯疫情发展形势，
抽调精兵强将，先后成立了 7 支
地（市）级防疫消杀处置专业队和
10 支机动分队，并在所有涉疫县
区成立了 50 支防疫消杀处置分
队，实现了全区中高风险区疫情
消杀队伍“全覆盖”。

同时，全区消防救援队伍紧
盯疫情发展形势，立足应急救援

“全灾种、大应急”职能任务。在
“点”上，发生疫情地区消防救援

队伍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的统一部署，先后安排 28 支专业
队进驻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集中
隔离、交通枢纽，承担了重点涉疫
场 所 的 前 置 备 勤 和 内 部 消 毒 任
务。在“线”上，各级队伍坚持 24
小 时 接 力 运 行 、连 续 工 作 ，以 社
区、街道和涉疫场所为基本单元，
开展网格消杀工作。在“面”上，7
地（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精干力
量，全面承担主城区的社会面大
规模消杀任务。截至 8 月 16 日，
全区队伍共出动 252 车、1221 人
次，完成全区 362 万平方米中高
风险区域的疫情消杀任务，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全区消防救援队伍对7地（市）社会面大规模消杀

近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西藏进入了
“慢”时刻、“静”状态。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党员、
退伍老军人、学生等各类人群闻令而动、积极响
应，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线。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今年 73 岁，我自愿加入
到我县志愿者队伍中，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会始
终秉持奉献精神。”在那曲市索县，有着 51 年党龄
的老党员次扎旺南义无反顾报名成为一名疫情防
控志愿者。

“大家佩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有序排队，
不要扎堆闲聊……”在县城核酸采样现场，次扎旺
南会站在一旁，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群众核酸检测
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扫码、测温、有序排队，维持好
现场秩序。

没有核酸检测任务的时候，次扎旺南又会同
青年志愿者一起进商铺、进社区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强化群众防护意识；在各防疫卡点，次扎旺南
还会协助疫情一线工作人员，对进出人员、车辆进
行严格管控……哪里有缺位，他就主动顶上，在索
县这个小县城里，处处能看到这位年迈志愿者的
身影。

“您身体扛得住吗？实在不行就回家休息吧，
这些工作就交给我们这些稍微年轻点的志愿者来
做。”“你都这个岁数了，就不要瞎折腾了，在家静
静养老不好吗”……

面对旁人的担心，家人的不理解，次扎旺南如
是说，“‘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对于退役
军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根植于我们
思想深处的军人情结。”

从“迷彩绿”到“志愿红”，戎装虽退，军魂常
在。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像年迈的次扎旺南
一样的众多退伍军人用实际行动彰显着退伍军人
的责任担当和爱国情怀，成为了抗疫一线最美的

“逆行者”。

“蓝朋友们，土吉切啦（感谢），有你们在的
感觉真好，消杀工作真的是麻烦你们了。”“多亏
了你们帮我们一起检查，有专业人员在我们安
心多了。”近日，一抹抹“火焰蓝”活跃在日喀则
全市大街小巷、隔离点、方舱医院等防疫一线，
消防员们穿上了防护衣做起了消杀工作，换来
了群众、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和志愿者们每一
次的称赞和道谢。

这是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一手抓牢疫情
防控，一手抓实消防安全”的工作缩影，也是消防
员们防疫抗疫的小画面，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
这么多平凡却无私奉献的人，在守护万家灯火。

强桑3个用尽的充电宝
8 月 13 日，日喀则市第一次延长静默管理

时间的第二天，几乎全城百姓都留守于家中，但
是在珠峰路 30 号院内，有这么一群人，在天空
尚未泛白时，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强桑是桑珠孜区消防救援大队副政治指导
员。凌晨 4 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强桑
就开始询问大队下辖 3 个救援站前一天的消杀
任务执行、防疫物资储备以及疫情封控点等情
况，并对当天人员岗位设置、内部核酸检测、消
防检查与宣传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强教，根据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要求，请
麻烦大队立即对区内的几个重点区域、封控区
域进行消杀执勤。”

“强教，一中队这边消毒泡腾片马上用完
了，现在正在对通源小区封控点进行消杀。”

“强教，方舱医院执勤点入驻我们这边需要
准备的帐篷、行军床、工兵铲数量不太够……”

一天下来，强桑不知听了多少声“强教”，往
往是回应了那边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去回应另外
一边。在这一天里，强桑联系保供单位紧急调
拨了 150 箱方便面、100 箱矿泉水、50 箱面包、
40 箱饼干，送到了市区各执勤点，与执勤点指
战员谈心交流，为他们鼓劲。

同时，派出 3 车 9 人对桑珠孜区开展消杀工
作，点对点召开腾讯会议对重点涉疫场所、疫情
封控点进行视频检查，在视频检查中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内容，还协调社区
医疗保障组到队开展队伍内部核酸全员检测。
晚饭后，他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立刻休息，而
是继续指导队员对营区进行全面消毒，开展查
铺查哨确保全体人员在岗在位。

在这 24 小时里，强桑共打了 107 个电话，用
完了 3 个充电宝，最忙的时候 1 小时接打了 37
个电话。

土旦手机里的48个微信群聊
“ 叮 咚 、叮 咚 、叮 咚 、叮 叮 叮 叮 叮 咚 ……”

“诶，谁的手机在响？土旦，进来一下，好像是你
手机一直在响。”

刚出门接电话的日喀则消防救援支队防火
监督科助理土旦马上折返回来，拿起手机看着
999+的未读消息，土旦略思考了几秒钟，先点开
了“日喀则隔离点、医院消防联络群”，开始查看
各单位今日消防安全自查、前期隐患问题自改
上传的照片视频，逐一确认群聊中各单位待办
事项完成情况，并对各项情况挨个作答。

“好的，请方舱医院重点做好负压隔离仓的
自查。”“格萨尔酒店楼梯间里面的杂物请放到

楼层布草间内。”回复完一个群的信息，土旦又
接连点开了好几个群，“市物业消防服务管理
群”“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群”“全市消杀工作群”

“村（居）社区消防工作”“重点乡镇消防联络群”
“寺庙文博单位消防工作通知”……面对一条又
一条的消息，土旦耐心地查看、回复着，不敢有
半点马虎。

静默管理前，日喀则全市共有 686 个核酸

检测采样点、43 个核酸检测机构、1 家方舱医

院、21 家定点发热门诊以及 95 处隔离点。这时

的土旦作为日喀则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安全技术

指导专班一员，既要完成市区 337 处涉疫场所

消防安全指导检查，还要通过视频、电话等“线

上”形式协助各大队开展监督检查。

静默管理后，虽然固定核酸检测采样点已

全部暂停，但方舱医院、隔离点等涉疫场所却进
入了超负荷运转，部分场所由于线路设计老旧、
长期未启用等原因出现频繁跳闸断电、电气设
备焦糊味等情况。

土旦对每一步的工作都做了详细的规划，
报请市防疫指挥部同意后，率领技术指导专班
深入方舱医院、格林豪泰酒店等涉疫场所开展
现场帮扶指导，对现场进行仔细排查，有效消
除、管控了一批火灾隐患问题，确保了涉疫场所
消防安全。

疫情以来，土旦共通过“线上+线下”形式检
查涉疫场所 47 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79 处，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 159 家次，培训医务人员、公
安、志愿者、微型消防站队员 400 余人次。

白旭峰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疫情来临，日喀则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

路特勤站三级消防战士白旭峰，了解到支队正
在组建方舱医院现场消防执勤点，第一个向单
位请战报名入驻执勤点。

方舱医院执勤点发挥着小型消防站作用，
白旭峰每天要按照最高医务防护等级穿戴防护
装备，背着 20KG 的细水雾灭火器完成 1 次白
天 、2 次 凌 晨 的 巡 逻 检 查 。 主 要 对 建 筑 面 积
20000 余平方米的方舱医院 5 个负压隔离仓、
12 个安全出口、1 个环形消防车道、8 个疏散楼
梯以及灭火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消火栓系统等消防设施器材进行重点
检 查 ，完 成 一 次 巡 逻 检 查 至 少 需 要 1 个 半 小
时。一次巡逻检查下来，白旭峰和队员们的衣
服就要湿透一次。

为确保方舱医院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能够全

面落实，白旭峰还利用换班、饭后、休息前等时
间节点“见缝插针”对医务人员、公安民警、志愿
者开展消防培训，协助开展消防安全工作，确保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坚决消除、挡住每一处隐
患。目前，白旭峰已完成制作方舱医院灭火救
援预案，并拍摄了现场全景图，现场指导培训微
型消防站队员 56 人次。

凌晨 3 点，结束了一天工作的白旭峰做完
核酸与医务人员击肘。医务人员竖起大拇指感
激地对他说：“为了我们的消防安全，你们也一
直跟着我们连轴转，呀咕嘟（很好）。”白旭峰抬
头看着她说：“你们才是主力，我只是做了一名
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李万乐的50000步
8 月 7 日晚，收到第二天即将开始静默管理

的消息后，日喀则消防救援支队勤务站一级消
防士李万乐心中盘算着当前的情况：“支队机关
已按 20 日的用量准备了酒精、84 消毒液、口罩、

防 护 服 等 防 疫 物 资 ，但 是 各 大 队 物 资 是 否 充

足？万一不充足该怎么办？得赶紧联系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距离静默管理开始只

有不到 12 小时，在大家准备休息的时候，属于

后勤阵线的战斗就已经开始。李万乐在第一时

间与医疗、生活物资保供单位进行了紧急联系，

调集防疫口罩 20000 余个、消毒酒精 1000 余
升 、消 毒 液 1000 余 升 ，各 类 防 护 、消 杀 装 备
2000 余件套，按照 40 日物资储备食品、饮用水
等生活物资 80 余箱，分门别类按要求存放、登
记，为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提供了充实的战
勤物资。

“万乐班长，我们执勤点发电机快没油了。”

“万乐班长，我们大队消防车一天消杀完快没油

了。”一声声的班长传入李万乐耳朵里。看着目

前的困境，由于全市静默管理，市区仅 1 个加油

站开放加油，李万乐不得不驾驶加油车又奔赴

各执勤点、救援站进行加油作业。

“ 您 今 天 已 走 路 50000 步 ，打 破 了 昨 天

45000 步的纪录，劳逸结合也很重要哦，加油！”

听着运动手表的播报，李万乐也愣了一下，他没

想到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居然走了五万步了，在

短暂的愣神后，他翻开桌上的笔记本写日记。
笔记本第一页工工整整写着“只问登山不问高，
把自己的理想信念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中。”

面对近期疫情防控
的严峻形势，西藏台州
商会会员企业响应自治
区疫情防控政策，齐心
协力共抗疫情，积极履
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图为西藏台州商会
的配送车正在配送新鲜
蔬菜。
本报记者 次旺 王敏 摄

■本报记者 万靖 谢伟

次扎旺南：

“疫”线最美“逆行者”

■本报记者 王香香

“蓝朋友”走在抗疫一线
——日喀则消防救援支队疫情防控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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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