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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各驻村工作队

发挥“三员”作用 织密疫情防控网

日喀则市“黄码医院”为产妇开“绿灯”

本报巴宜 8 月 30 日电（记者 张

猛 王珊 谢筱纯）疫情发生以来，林芝

市各驻村工作队全面落实疫情防控

工 作 部 署 要 求 ，充 分 发 挥“ 三 员 ”作

用，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丰富渠道形式，当好“宣传员”。

林 芝 市 各 级 驻 村 工 作 队 利 用“ 大 喇

叭”、微信群等形式，广泛开展疫情防

控政策知识宣讲 9300 余次，普及防疫

政策和知识，引导广大群众做好个人

卫生防护，积极营造群防群控的良好

氛围，受教育群众 63.32万余人次。

组建防疫队伍，当好“战斗员”。

林 芝 市 各 级 驻 村 工 作 队 迅 速 行 动 ，

1600 余名驻村干部冲锋在前，带动村

“两委”班子成员、“双联户”户长、农

牧民党员等成立疫情防控应急（志愿

者）队伍 761支。

落实防疫措施，当好“服务员”。

林芝市各级驻村工作队有序组织各

族群众核酸采样 169.54 万人次，成立

驻村干部志愿服务队 400 余支，及时

帮助农牧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3100余件，惠及群众 12万余人次。

本报日喀则 8月 30日电（张纯海

记者 汪纯）8月 26日一大早，由吉林省

医疗团队筹建的日喀则市“黄码医院”

门前的救护车警报声一个接一个。至

下午 6点，已有 3名产妇住进医院。

据了解，该医院接收新冠肺炎疫

情密接、次密接及封控区、管控区有

就诊需要且 48 小时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的患者，开设急诊、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等科室。

医生扎西拉宗已连续工作 8 个多

小时，这在平时不算什么，但是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工作，这份辛苦不言而

喻。来自青岛市援藏医疗队的医生

李 园 美 ，刚 刚 上 完 了 一 个 辛 苦 的 夜

班，但得知又有产妇入院后，二话不

说重返医院，穿起防护服冲入产房，

再次投入战斗。

下午 7 点 25 分，正当所有医护人

员准备歇一口气换班时，又一辆救护

车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家住白朗县

嘎东镇的孕妇拉某到院后，经过护士

尼玛普赤、次仁旺姆的检查，孕妇随

时可能生产，必须马上进入产房。因

为有预约转诊制，孕妇和家属健康状

况医护人员都已掌握，决定先接生，

再办理入院手续。所有医护人员来

不及擦拭额头的汗水，以最快的速度

推起孕妇进入了产房。

20 时 25 分，随着响亮的啼哭声，

一名 3.4 公斤的健康男婴顺利分娩。

尼玛普赤在产科工作了 10 年，接生过

的婴儿已数不清，但她说，此次接生

让她终生难忘。

本报日喀则 8月 30日电（记者 姚

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定结

县按下了“暂停键”，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悄然而至。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面对疫情，定结县委、政府

严格按照区党委、日喀则市委关于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安排部署，有效

筑牢疫情防控红色防线，积极打响疫

情防控“主动战”“攻坚战”。

前些天，定结县召开驻村临时党

支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

调度暨第三次工作推进会，分析研究

了当前各驻村工作队在配合村居“两

委”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难点、

堵点等问题。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领导我

带头”“请党放心，抗疫有我”……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定结县委组织

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利用“临时党支部+志

愿者”模式，明确以党员为主体的帮扶

志愿服务队，为各个网格临时党支部

选派 1 名党组织书记促进党建工作和

疫情防控同步开展。

定结县分时段为居家隔离人员提

供“不照面”的关爱服务；通过“红马

甲”“小三轮”错峰送货上门保证人均 3

天物资，垃圾车定时清运垃圾，消防车

定时供水，全员核酸采样等服务举措，

确保县域内各项工作正常运转，以“县

—乡—村—组”四级防疫网格临时党

支部为阵地全面筑牢疫情防控“总战

线”。针对疫情防控场地有限、物资紧

缺等现状，定结县委、县政府迅速启用

救灾仓库，选派 400 余名党员志愿者为

返 县 人 员 和 滞 留 人 员 解 决 安 置 点 21

处，搭建帐篷 90 余顶，配备被褥等日常

生活用品 700 余套。截至 8 月 25 日下

午 ，共 接 收 并 妥 善 安 置 返 县 人 员 473

人。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定

结县没有把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相关

工作放下，在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的前提下，组织党员干部、边民

群众继续开展守边巡边工作，建起守

护边境安全最稳固的人民防线。在定

结县琼孜乡羌姆村，羌姆村“两委”班

子，驻村工作队，双联户长及护边员组

成的 5 人巡逻队，深入中尼边境一线，

开展巡山巡湖巡边活动。

8 月 26 日上午 9 时，巡逻队队员驾

车行驶过坎坷曲折的山间小路，上午

10 时许到达羌姆村疫情防控和维稳卡

点——恰曲。前面无法通车，继续走

就是中尼边境一线，队员们开始徒步

巡逻。在卡点，队员们从车上卸下巡

逻服、防护服和口罩等装备，所有人全

副武装，开始巡山巡湖巡边。

巡逻任务繁重，巡逻过程很艰辛，

但队员们克服极端天气，不惧艰难，不

言放弃，相互鼓励，饿了一起吃糌粑，渴

了一起喝山涧水。巡逻中，大家遇山爬

山，遇河淌河，同甘共苦。经过长达 3小

时的长途跋涉，中午一时左右终于到达

此次巡逻终点站——故洞湖。在故洞

湖边，队员们整理好巡逻服、防护服、红

袖标，高举国旗和党旗拍照留念，拍照

时喊出的“请祖国放心，强国有我”口号

声在湖边久久回荡。

这天，巡逻队共巡湖 5 面、巡山 20

多座，边境线巡边 1 公里左右，未发现

任何异常情况，顺利完成了此次巡逻

任务，于下午七时安全返村。

本报拉萨8月30日讯（记者 刘琳

琳）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十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拉萨

市新增阳性病例均在高风险区、集中

隔离场所、闭环管理人员中发现，社

会面传播链基本阻断，经专家组综合

分析研判，拉萨市基本实现社会面清

零，并向社会公告。

疫情发生以来，拉萨市严格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要求，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西藏工作组的精心指导下，科学合理

划定调整高中低风险区和封控片区，

按照“一天一案”的要求，精准制定核

酸检测方案，逐步优化“采、送、检、

报”流程，提升核酸检测能力，满足检

测需求。对检测结果中出现阳性的，

立即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

院进行治疗，及时进行信息推送，快

速开展流调，精准锁定密接、次密接

人员，落实酒店、居家等隔离管控措

施。

据悉，疫情发生后，拉萨市共发

动 3700 多个基层党组织和 6万余名党

员干部下沉社区和抗疫一线，281 个

驻村工作队和 1310 名驻村工作队员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形成全社会各族

干部群众携手同心共抗疫情的强大

合力。

当前，拉萨市基本实现社会面清

零，但却不是可以松懈的时刻，更不

是“解防”的时刻。下一步，拉萨市将

继续加强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

转运、医疗救治等资源储备与能力建

设，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活服务保

障；持续开展人、物、环境等多渠道监

测 ；全 面 科 学 动 态 调 整 核 酸 检 测 策

略，核酸检测的方式、范围、频次、先

后次序，分区分类开展流调工作，加

强风险人员隔离管控，科学划定及管

控 风 险 区 域 ；严 格 做 好 风 险 场 所 管

理，高度关注“防疫链”和“保供链”安

全，加强人员培训、日常监测、定期检

测和闭环管理。

拉萨市基本实现社会面清零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走进山南市洛扎县拉康镇的核

酸采样点，一名身材高大的医生格外

引人注目。只见他身着白色防护服，

规范、娴熟地进行咽拭子采样，采集、

留样、保存、手消，动作一气呵成……

这名医生叫王希鹏，是武汉市中

心医院骨科主治医师，今年作为湖北

省武汉市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

生进藏，到洛扎县人民医院任外科业

务主任。

疫情发生后，王希鹏主动担任洛

扎县医疗救治组第一梯队医生，从事

一线医疗防治和隔离区管控工作，已

经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近 20 天。

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的他，每天早上

八点 15 分，又必定准时出现在洛扎县

人民医院集结区，开始一天的忙碌。

8 月 26 日上午，正在下乡核酸采

样途中的王希鹏接到父亲的电话，说

母亲在家中不慎摔伤，经医生诊断为

股骨颈骨折及骨盆骨折。

王希鹏的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伴

有 脑 中 风 、高 血 压 、糖 尿 病 等 疾 病 。

得知母亲骨折的消息后，长久以来的

愧疚涌上心头，这个 37 岁的汉子，倍

感担忧和焦急。

当援藏领队单位得知情况后，要

他暂停工作，提前返乡探亲。一边是

责任担当，一边是亲情孝道，考虑到

当前正是全区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他果断选择留下来，在嘱咐家人照顾

好病重的母亲后，又继续投入到防疫

工作中。王希鹏说：“洛扎县有一部

分同事已派出支援其他县市，县里防

控人手紧张。作为一名党员，我必须

把责任扛在肩上。”

他把“尽责”当“尽孝”
——记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生王希鹏

本报记者 李梅英

定结县：

筑牢红色防线 守护人民健康边境安全

为机场滞留人员当“贴心管家”、

为老弱病残孕开展上门核酸检测、为

保供商户提供便捷温馨服务……

这一幕幕，在空港新区抗击疫情

“战场”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温暖地发

生着。

疫情发生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

府和山南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

下，空港新区管委会把疫情防控作为

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坚持所有工作

都服从服务于疫情防控工作，下辖甲

竹林镇和 6 个村（居）的各族群众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共同筑牢了群防群控

的钢铁长城。

滞留人员服务——
留得安心、走得顺心

“真是太感谢了！”8 月 23 日晚，滞

留旅客张先生对机场滞留人员服务点

的志愿者表达着谢意。

服务点负责人格列告诉记者，23

日，张先生因为飞成都的航班临时取

消，成了滞留人员，在志愿者的引导和

帮助下很快解决了吃住问题。

“但张先生有 2 年多的糖尿病史，

需要长期注射胰岛素进行治疗。原本

他计划到成都再买药的，但航班取消，

当天就没办法用药。”格列告诉记者，

“他找我们求助，了解到这个信息后，

我 们 先 是 询 问 了 周 边 县 区 ，都 没 有

药。”

后来，空港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邹云联系到山南市有药，为了张先

生的身体健康，管委会立即安排专人

去取药，第一时间免费提供给张先生。

从张先生 6 点提出困难，到 8 点左

右拿到药，不到 2 个小时的时间，生动

展 现 出 了 服 务 保 障 人 员 的 速 度 与 温

度。

与格列一起保障旅客服务的，还

有 6 名志愿者。“我们为在藏滞留人员

提供 24 小时服务保障。7 个人轮换着

工作，每天基本上只能休息 3、4 个小

时。”格列向记者介绍。

连日来，空港新区按照就近就地

安置原则，为滞留旅客搭建了 17 顶帐

篷，免费为旅客提供被褥、矿泉水、盒

饭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安排志愿者全

天候在线，尽最大努力为游客提供服

务保障，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付出总有回应。格列记得滞留的

四川理塘游客王秀珍一行，“他们一行

5 人是到西藏旅游的，年纪最大的 70 多

岁，王秀珍算最小的，也有 50 多岁，滞

留 期 间 ，我 们 格 外 关 心 ，积 极 纾 困 解

难。”

因为滞留时间长，大家难免有些

情绪。“我们耐心地解答问题、做好信

息登记、及时协调安排离藏事宜，他们

也是理解并支持。”

安全到家后，王秀珍还打电话对

格列表示感谢。“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格列说。

流动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最近，每天下午 5 点左右，甲日普

村村民次仁桑姆和桑旦曲吉都等着做

同一件事情：核酸检测。

与其他村民不同，她们是空港新

区甲竹林镇流动核酸检测组上门服务

的对象。

“我们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作为联络员，甲竹林镇工作人员

刁凤已经和队友们并肩作战 10 余天

了。

包括刁凤在内，这个“流动搬砖小

分队”还有：司机桑珠绒波、志愿者拉

巴次仁、医护人员白玛德吉。

自从这个 4 人小分队成立，顶着太

阳 出 门 、伴 着 月 色 回 家 ，是 他 们 的 常

态。

“疫情开始，我们就成立了流动核

酸检测组。”刁凤说道。

“微服务”体现“大关怀”。流动核

酸检测组的服务对象，除了高龄老人、

残疾群众、孕妇等特殊群体，还包括偏

远村小组、护路队、砂石场、寺庙僧人

等，每天采样量 1100人次左右。

刁凤告诉记者：“因为防护服穿脱

耗时长、非常不方便，为了节约时间，

保证工作任务，我们尽量少吃少喝少

上厕所。像平常午饭我们都还能正常

吃，晚饭一般就是什么时候结束什么

时候吃，凌晨一两点是常事。”

甲竹林镇镇长李易介绍，为减少

因人员流动出现的疫情传播风险，我

们对甲竹林居委会下辖各组采取医护

人员上门的方式，进行核酸检测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空港新区管委会

动脑筋想办法，多措并举严防死守，织

密织牢疫情防控网，截至目前，甲竹林

镇本地居民没有发生一起确诊或无症

状感染病例。

物资供应保障——
线上推送、线下配送

“我们煤气罐需要加气”“今天我

这里比昨天多加 4 份餐”……一大早，

李易的“警民联系”微信群已经开启了

全新一天的工作。

李易告诉记者，“警民联系”微信

群今年年初建立，初衷是发布各类预

警信息、反诈骗宣传、法律知识、服务

指南等，搭建起“警民”联动的指尖微

信平台。“疫情发生后，这个群成了疫

情防控微信工作群，大家有什么问题、

困难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群里，工作

人员收到信息后及时联系沟通反馈，

确保各项工作快速、精准、有效推进。”

疫情防控无小事，民生保供是大

事。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菜篮子”

“米袋子”产品稳产保供工作，空港新

区管委会、贡嘎县物资保障组全力保

障防疫抗疫医疗物资、生活物资储备

供应，严格执行配送车辆和人员一律

凭证件、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通行的规定，落实“线上推送、线下配

送 ”等 模 式 ，确 保 生 活 必 需 品 供 应 充

足、价格稳定。

目前，仅甲竹林镇就有 6 家菜店、7

家超市、2 家餐饮店作为保供点，确保

辖区内各族群众生活必需品充足。

“我们也会有专人负责每天清点

物资情况，对于紧缺且需求量不大的

医疗和生活物资向贡嘎县物资保障组

联系，由他们统一调配；需求量大的生

活物资则由几家保供点根据自身情况

去拉萨购买。”李易介绍道。

26 日，山南市实现社会面清零目

标。这对空港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来

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空港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邹云

表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意味着离回

归日常生活又近了一步。实现社会面

清零并不代表零风险，下一步，空港新

区将继续保持耐心和定力，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防疫

不放松、生产不耽误，切实抓好“三秋”

农业生产，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线，确保群众取得好收成，做到两手

抓、两促进。

疫情防控不松懈 暖心服务不打烊
—西藏空港新区抗击疫情服务群众小记

本报记者 张尚华

连日来，西藏空港新区做到辖区

群众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为滞留旅客搭建顶帐篷，免费提供被

褥、矿泉水、盒饭等基本生活物资；全

力保障防疫抗疫医疗物资、生活物资

储备供应，全力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线。

图为空港新区工作人员正在为

滞留旅客提供盒饭。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拉巴卓玛 王

雅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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