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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参 加 工 作 28

年，始终不忘入党誓言，始终奋战在疾

病防控一线，关键时刻冲在前、干在前，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扎根高原、奉献基层

的精神，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真情奉献一方百姓，用心守护一

方平安……

她，就是林芝市米林县疾控中心主

任白菊。

未雨绸缪，她以责任书写
“先行者”的担当

“ 我 们 一 定 要 清 楚 自 己 是 干 什 么

的，大家都是基层疾病防控一线人员，

要有自己的担当和使命，要始终把守护

群 众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 放 在 第 一

位。”这是 1月 14日白菊在米林县疾病预

防控制综合培训班上对基层疾控人员

的要求，也是她从事疾病防控工作以来

始终如一的工作态度。

这次“授课”，是白菊从事疾病防控

工作以来的一次平常培训，可也正是这

次培训为日后全县的疫情防控工作奠

定了基础。

1 月 21 日，白菊第一时间向米林县

委、县政府报告，建议在机场设置入藏

旅客落地体温检测点。之后，她立即带

队前往机场开展疫情防控培训和防控

筹备工作，为防控布控工作争取宝贵时

间，并连夜主持起草了《米林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方案》。就是这种任何时刻都以守护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己任的担

当，让她成为疫情防控的“先行者”。

冲锋在前，她以赤诚捍卫
“坚守者”的勇毅

“2004 年至今，我们县一直都是全

国慢性病监测示范县。为了守住这份

荣誉，全县疾控人十几年来始终坚持不

懈。”白菊骄傲地说道。

这份荣誉承载着白菊和全体疾控

人的辛勤付出。每三年一次慢性病监

测工作需要常态化坚持，她总是义无反

顾，亲自主持方案设计、组织开展实操

培训，始终奔走在慢性病监测工作最前

沿 ，足 迹 遍 布 全 县 8 个 乡 镇 67 个 村

（居）。每次 600 多份的血样采集，无数

次 的 送 测 奔 忙 ，只 为 形 成 一 份 更 加 全

面、准确的监测报告，为全县开展慢性

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汗水从来不会

白流，米林县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

瘤疾病等慢性高发疾病得到有效遏制，

而白菊也在 2019 年被评为“全国慢性病

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工作先进个人”。

2020 年 2 月 16 日，是白菊连续出现

在机场防控点的第 25 天。这段时间以

来，她始终都是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

离开，在处理完机场防控点的各项工作

后，还要紧急奔赴其他 7 个防控点，在人

员监测、隔离人员监管安抚、防护物资

调配、重点场所消杀、防疫知识宣传等

防控一线忙碌着。每天来回 200 多公里

的行程，她只能靠干粮和矿泉水充饥。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机场作为防控疫

情的重要隘口，我们必须严防严控，坚

守不退！”白菊斩钉截铁地说。

防护服被汗水浸透，面部被口罩勒

出一道道印痕，双腿因长时间站立而微

微发颤……即便如此，白菊依旧坚守岗

位、冲锋在前。作为米林县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成员

和疾控中心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她始终

坚持亲自带队对县医院的预检分诊、发

热 门 诊 、院 感 和 个 人 防 护 演 练 进 行 指

导，主动请缨带领应急队员对每一个发

热病人和武汉籍入藏人员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工作。几十天来，她已经记不清

接了多少个工作电话，记录更新了多少

数据，跑了多少路……为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她时常走进工地、乡村和企业，面

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消除顾虑，群众

热情地称呼她为“白大姐”。尽管连续

加班加点，每日劳累奔波，但白菊的脸

上始终洋溢着笑容：“防控措施到位了，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有了保

障，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所以我不能有

一丝松懈，直到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

奋战到底，她以大爱诠释
“逆行者”的无畏

“妈妈，我等你回家吃饭，我已经好

久没见到你了。”“记得按时吃药，多喝

水，保重身体。”这是白菊的儿子和丈夫

在电话里的挂念。48岁的白菊患有慢性

糖尿病，晚上经常起夜，长期失眠已经困

扰她多年，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工作让她

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在疫情面前，她

一直都坚毅勇敢，不曾喊苦叫累，不管多

晚多久，她都站得笔直、笑得从容。

白菊跟丈夫、儿子常年分处三地，

丈夫在市里，也是一名疾控人员，跟她

一样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儿子在河南

读书，聚少离多，今年特地赶回来和妈

妈团聚。春节本该是一家三口团聚的

日子，可疫情来势汹汹，她主动放弃休

假，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跟儿子

只匆匆见了一面，一家人的团聚成为一

种奢望。她在电话里对跟儿子说得最

多的就是：“对不起，妈妈现在有工作要

忙，不能回家，等疫情过去，妈妈就去看

你。”

年三十晚上，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

候，白菊和她的队员们还奔波在进藏人

员隔离安置工作的路途中……由于疾

控中心人手不足，她主动延长自己的排

班时间，还总是提前到岗，把休息时间

让给他人。有人累了她会第一时间关

心，有人咳嗽了她会第一时间检查，有

人 困 了 她 会 第 一 时 间 顶 上 ，队 员 们 都

说：“白姐凡事总是先考虑我们，把自己

放在最后。”她却说，这是作为“老大姐”

应该做的！“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作为党

员，我都应该第一个上！”白菊的话语道

出了一名疾控人的坚守和无畏。

“我是一名党员，哪里需要我就是

排头兵；我是一名防疫战士，哪里需要

我就要奋战在哪里。”这是白菊经常挂

在嘴边的话，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她几十年

如一日地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惟其艰

难方显勇毅，惟其笃行方显珍贵。

本报巴宜电（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见

习记者 胡文）疫情期间，为了使党员教

育培训工作顺利开展，连日来，林芝市

朗县朗镇着力打造“三个课堂”党建多

媒体平台，确保党员接受教育全覆盖。

用 活“ 空 中 党 校 ”，开 设“ 广 播 课

堂”。朗镇各村（居）党支部充分发挥

“红色广播”作用，开设“广播课堂”，采

取“广播课堂变成讲台，农牧民党员、农

牧 民 骨 干 宣 讲 员 、乡 村 振 兴 专 干 当 讲

师”的方式，发挥“空中党校”的优势，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传

送到房前屋后，确保农牧民党员群众能

够及时接受思想教育。

用 活“ 掌 上 党 校 ”，开 设“ 指 尖 课

堂”。朗镇各村（居）党支部充分利用微

信普及率高、信息传递快的特点，开设

“指尖课堂”，用农牧民党员手机架起组

织和党员之间的“连心桥”，成为党员教

育培训的有效载体。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每日以链接、图片、视频等形式，

及时在微信群里转发“学习强国”“共产

党员”“林芝组工”“西藏朗县”等微信公

众号推送的信息，进行互动，让广大农

牧民党员通过手机随时随地了解党建

资讯，了解党建知识，接受党性教育，调

动了广大农牧民党员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

用 活“ 田 间 党 校 ”，开 设“ 实 战 课

堂”。为实现党员教育培训全覆盖，不

留 死 角 、不 遗 漏 一 名 党 员 ，朗 镇 各 村

（居）党 支 部 将 党 员 教 育 培 训 阵 地 前

移，在田间开设“实战课堂”，把党建知

识 和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送 到 生 产 一 线 ，农

牧民骨干宣讲员、驻村工作队、乡村振

兴 专 干 走 上 田 间 地 头 ，与 农 牧 民 党 员

群众同劳动，在休息间隙宣讲《讲文明

爱生活专题微宣讲提纲》等知识，使党

员 教 育 培 训 工 作 接 地 气 ，确 保 培 训 生

产两不误。

截至目前，朗镇各村（居）开设“红

色广播”9 个，开展藏汉双语播报 490 余

场次，微信群里推送各类学习资料 530

余条，对全镇 334 名农牧民党员实行全

覆盖，受教育党员 5200余人次。

本报巴宜电（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见习记者 胡文）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秩

序，近日，玛迪村“两委”、第九批驻村工作队在“农产品试种基地”对全村在

家 26 名党员开展西瓜种植技能培训，为玛迪村村民拓宽致富渠道、试种西

瓜提供技术支撑。

据了解，此次培训对西瓜种植技术进行了讲解，系统介绍西瓜种植模

式，讲解西瓜育苗、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深入田间地头进行一对

一现场模拟、示范操作指导，根据地块环境和水土条件，为种植户提出了挖

排水沟、肥料使用、播种模式等有针对性的建议；教育引导党员要在工作上

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在政治站位上拥护党中央的领导，爱科学、不信教，讲

文明、爱生活，积极工作带头致富，切实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

者”。

村民们纷纷表示，本次培训活动紧贴生产实际，不仅能学到了技术，也

坚定了发展信心。

本报巴宜电（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见习记者 胡文）按照“两手抓、两不

误”的要求，林芝市下好“先手棋”，坚持“三个优先”的原则，做好服务保障，

组织重点项目有序开展，为复工复产、打赢疫情攻坚战提供坚实保障。

优先做好保障服务。成立复工复产工作专班，制定重点项目开复工统

计表、重点项目进藏务工人员统计表，全面摸排梳理开复工项目和参建单

位人员情况，积极探索“点对点、一站式”服务，协调解决用工短缺、原材料

供应、物资运输等问题，目前重点项目施工人员共 2443人。

优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分批分区有序推进项目建设，优先保障投资

带动强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复工，2020 年续建重点项目 171 个，计划完成投资

58.12亿元，正在建设的 9个项目完成投资 1.467亿元。

优先抓好防疫监管。制定重点项目开复工期间疫情防控工作指南，2

名市级领导分别带队深入 7 个县（区）施工一线，督导检查项目开复工和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加强项目质量安全监管，筑牢开复工“安全屏障”。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珊 史金茹

见习记者 胡文）面对疫情，米林县始

终牢记“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的要求，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提前研判

形势，谋划部署防控任务，形成了“一

早 二 控 三 保 障 ”的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格

局。

一 早 介 入 培 训 管 控 和 宣 传 发

动。及时成立应急领导小组，集中专

家、力量、物资，主动介入机场通道管

控培训，培训了一批一线医护入驻机

场、布置防控通道；第一时间组成 67

个村居联防联控小组、67 个防控知识

宣讲队，以微信推送、播放“双语大喇

叭”等创新方式，大力宣传普及疫情

防控知识，让党旗飘扬在疫情防控工

作的最前沿。

二控通道阻断疫情传播。精准

阻击航空通道“输入型隐患”。充分

认识林芝机场作为“输入性隐患”关

键前沿的重要性，配备最强力量、采

取最有力措施，组建机场疫情防控临

时指挥部，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以

航班为单元，统一出口通道、统一观察

区域，逐一检测体温、逐一核查登记，

不断优化完善机场居家留观分流工作

机制，积极应对春运高峰和复工高峰，

切实形成了一套“各就各位、各司其

职、忙而不乱、忙而有序”的高效快速

反应防控体系。对进藏人员发放《米

林县防疫隔离告知书》《隔离人员生活

指南》，实行 24小时不间断跟踪服务管

理，实现了监管服务全覆盖。制定《米

林县农牧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

作制度》，明确了农牧区值守、排查、消

毒等工作流程，第一时间暂停辖区所

有景区景点、民宿、农家乐、娱乐场所、

客运站、宗教场所等人员聚集场所，取

消民宿网上订单。

三个保障打赢全民战“疫”。一

是强化组织保障，组建 10 个专项职能

组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制定疫情

防控方案、预案、分流流程，统筹调度

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车辆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用车，招募党员志愿者 120 余

人全面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二

是强化机制保障，坚决落实各级疫情

防控部署，不断充实完善领导小组、

部门职责分工、分流留观流程、隔离

（解除）程序、农牧区疫情防控制度、

县乡村三级“三包”方案。三是强化

物资保障，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

按 照“ 特 事 特 办 、实 报 实 销 、简 化 程

序、符合标准”的要求，统筹疫情防控

保障经费 250 万元。整合农业农村、

卫生系统等医疗物资统一调配、统一

使用，积极寻找医疗物资采购渠道，

及 时 对 关 键 物 资 、敏 感 物 资 介 入 管

控、限额销售，解决了机场等一线医

疗物资消耗量大的缺口。切实保障

蔬菜、肉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

品供应，建立县乡村三级供应链，按

照“ 短 平 快 ”的 原 则 ，充 分 发 挥 米 林

“ 菜 篮 子 ”工 程 、庭 院 经 济 的 产 业 优

势，将生产自救与市场供应相结合，

加快恢复生产，预计近期可向市场供

应 100余万公斤蔬菜。

为保障林芝中小学生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林芝市教育局采取入户送达的方式，将教材教辅资料及时发放到学生手中，确保线

上教学顺利开展。

图为广东实验学校老师将书本送入学生家中，并叮嘱学生做好预习。 本报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见习记者 胡文 摄

为进一步提高消防战士地震抢险救援任务的能力，练就过硬本领，林

芝市波密县森林消防中队日前开展地震救援演练。

图为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见习记者 胡文 摄

做好疫情期间党员教育培训

朗县朗镇打造“三个课堂”党建多媒体平台

墨脱县玛迪村开展首期西瓜种植技能培训

林芝市下好重点项目复工复产“先手棋”

先行者·坚守者·逆行者
—记林芝市米林县疾控中心主任白菊

本报记者 王珊 史金茹 见习记者 胡文

早介入 控通道 强保障

米林县打好疫情“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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