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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

畅通蔬菜供应“绿色通道”

苹 果 飘 香 话 丰 年
——贡嘎县森布日矮化苹果种植基地见闻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李付良 扎西

微光成炬，大爱无疆。8 月初，日喀则市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吉林人民的心。4

批 508 人的吉林省支援日喀则医疗团队昼夜

兼程、接续驰援，与日喀则市 80 万人民群众

守望相助、并肩作战，完成了一次次艰巨任

务，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携手同心、抗

击疫情的壮歌。

吉林省支援医疗团队由疾控专家团队 4

名、重症救治团队 10名、黄码医管团队 6名、实

验室检测团队 66名、核酸采集团队 301名、医

疗救治团队 121名组成。到达日喀则后，吉林

省支援医疗团队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坚定不

移深入一线，全方位全领域参与疫情防控、医

疗救治各项工作。

核酸检测是以快制快的关键所在。吉

林省支援医疗团队核酸采集团队抵达日喀

则后，第一时间分成 6 支小队，奔赴日喀则市

桑珠孜、吉隆、白朗、萨嘎、江孜、定结 6县区。

为实现核酸采集全覆盖，他们奔波于街

道社区、边远村屯之间，整日穿着防护服，平

均每人每天要采集 1000 多人次，累得双臂都

无法举起。为解决检测能力严重不足的问

题，核酸检测团队领队于海涛第一时间赶赴

拉孜县进行实地查勘，仅用 1 天就完成可研

论证和设计方案。

气膜实验室设备运抵后，团队连夜前往

拉孜县进行场地布置、设备调试、网络安装，

经过 2 天连续奋战，迪安核酸检测气膜实验

室投入使用，单日检测能力达 10 万管。1 天

论证、2 天搭建，核酸检测团队使周边各县核

酸检测出结果的时间由原来的 1 天左右缩短

到 4 至 6 个小时，实现了快采快检、快检快

报。截至目前，核酸采样团队共完成采集

180842人次，接收样本 42726管。

“吉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日喀则给

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现在我们要用

实际行动回报日喀则人民的深情厚谊。”吉林省支援医疗团队疾控专家团队

到达日喀则后立即下基层、进社区、探医院、访卡点，提出专业性改进建议 37

条。针对日喀则市专业人员不足的情况，疾控专家团队立即对全市 18 个县

区、1700 余个村、6000 余名非专业核酸采样人员开展操作培训。得知日喀则

市最大保供单位需要援助时，消杀专家李新宇立即前往现场，全面指导保供

单位开展物资消杀、场所消杀、人员防护等工作，连夜培训出一支 50 余人的专

业消杀队伍，为日喀则打造畅通、安全、绿色补给线提供了有效方案。

在日喀则疫情防控的医疗救治“阵地”上，吉林省医疗救治团队临床经验

丰富，由医疗专家、护理能手、院感人员组成。为提高救治率、降低死亡率，救

治团队立足实际，建立“候床”管理模式，把高危风险患者集中收治，密切观

察，与 ICU 无缝衔接，以便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同时，救治团队充分发扬

传帮带精神，悉心指导、倾囊相授，目前已培养出包括 20 余人的新冠肺炎救治

团队，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桑珠孜区人民医院被确定为日喀则首家黄码医院后，吉林省第一时间派

出专家团队包院管理，与桑珠孜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共同承担起

全市所有高、中风险区普通患者以及密接、次密接人员诊治的艰巨任务。黄

码医管团队到达后立即投入工作，黄码医管专家张纯海、院感专家魏纯燕等

人根据人员、床位、物资等情况，按照黄码医院管理规范，组建医务、护理、院

感、行政四个工作组，梳理工作流程、确立工作规范、建立工作制度、明确工作

内容，完善患者就诊转介机制及渠道，确保接、转、运、治、出各环节畅通无阻，

提升了工作效率。

在方舱医院陆续启用、救治任务不断加重的关键时刻，吉林支援医疗团

队的重症专家殷继红与其他 40 名同志主动请缨，组成方舱团队，扛起日喀则

市第四高中方舱医院的救治重任。为照顾好每一位患者，这些已忙碌半个多

月的白衣卫士们顾不上休息，日夜守护、精心治疗。

“虽然看不清这些医生们的面孔，但他们美丽的身影永远留在我心里，真

诚感谢！”这是患者们的感谢。一声声“辛苦了”“扎西德勒”是他们忘我工作

的动力。

“天涯未远、情谊相连，高原作证、青山为凭，我们将与日喀则人民同舟共

济、同甘共苦、同心抗疫，不胜不归！”吉林省支援日喀则医疗团队负责人说。

本报昌都9月14日电（记者 万慧）连日来，昌

都市积极部署蔬菜供保工作，多措并举切实打通

疫情防控期间蔬菜供应绿色通道。

据 悉 ，昌 都 市 通 过 建 立 微 信 群 ，着 力 打 通

蔬 菜 种 植 户 、蔬 菜 批 发 商 、零 售 商 间 的 沟 通 渠

道 ，采 取“ 隔 空 销 售 ”的 方 式 ，提 前 确 定 好 供 销

订 单 ，并 报 至 相 关 部 门 由 专 人 负 责 汇 总 后 ，分

派 给 转 运 车 辆 定 时 、定 点 运 输 ；积 极 协 调 物 资

保 障 运 输 车 辆 ，严 格 完 成 消 杀 、核 酸 检 测 等 要

求 ，协 助 种 植 户 将 蔬 菜 从 基 地 转 运 到 指 定 地

点；要求种植户提前在预上市的蔬菜上粘贴食

用农产品自我承诺合格证，并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各销售商铺进行常态化抽检，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

据统计，自开展蔬菜转运以来，昌都市、卡若

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帮助市区周边 71 家蔬菜种

植户和 50 家蔬菜批发、零售商铺完成本地蔬菜转

运 35 吨。9 月 5 日至 7 日，专项采购 26 余吨本地

蔬菜捐赠运往拉萨。

昌都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 利 用 好 现 有 蔬 菜 供 销 渠 道 ，解 决 菜 农“ 卖 菜

难”、群众“买菜难”问题，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拉萨9月 14日讯（洛克 记者 裴聪）疫情

发生以来，墨竹工卡县医保局及时成立药品保供

小组，积极与拉萨市医保局协调，先后前往区、市

人民医院和阜康医药店为 200 余名特殊疾病患者

代买药品，为群众提供有力“医”靠，打通疫情期

间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据悉，该县医保局及时建立微信群，每天收

集各乡镇、寺庙反馈的特殊疾病患者购药需求，

切实做好特殊人群的就医和购药服务保障。唐

加乡冲尼村村民洛某患有肾病，不能断药。该县

医保局工作人员得知后，前往拉萨市为其购买所

需药品，及时送到患者手上。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医保局

为特殊疾病患者代买药品

本报拉萨 9月 14日讯（记者 李梅英）9 月以

来，区农科院驻日喀则市定结县琼孜乡羌姆村工

作队联合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双联户”户

长、科技特派员成立秋收突击队，两人一组帮助

外出务工滞留外地人员家庭和困难家庭进行秋

收。经过紧张而有序的收割，9 月 12 日，羌姆村秋

收工作完成，做到了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据悉，在秋收工作开展前，该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班子及防疫人员对村民进行全员核酸

和抗原检测，结果均确定阴性后，才进行秋收工

作。在田间收割时，大家严格落实防疫规定，分

片分时段、错峰错时进行，将从家到田间“两点一

线”闭环管理措施落实到位，确保秋收工作有序

开展。

“我是头一次参与秋收工作，从前几天精疲

力竭到逐渐适应，虽然晒得黑黢黢，但感觉很充

实，也更明白了村民的不容易。”驻羌姆村工作队

队员洛桑尼玛说。

九月流金，微风送爽。在贡嘎

县雅江北岸森布日矮化苹果种植基

地，红彤彤的苹果累累盈枝、随风颔

首，飘来阵阵果香。

近年来，贡嘎县因地制宜引进

西藏康其实业集团，在雅江两岸的

沙荒地上实施矮化苹果种植项目，

开辟 21 个生产基地，种植果树逾 1.5

万 亩 ，实 现 了“ 绿 进 沙 退 土 生 金 ”。

近 6000 亩的雅江北岸森布日种植基

地就是其中之一。

走进基地，一排排果树整齐排

列，一个个红粉诱人的苹果藏在枝

头绿叶间。

“疫情当下，种植基地无法聘用

大量工人前来采摘，但苹果成熟的窗

口期比较短，错过这个时间，成熟度

就太高了，难以储存和运输。所以，

我们就发动目前所有在岗员工，在多

个种植区分散同时采摘。”西藏康其

实业集团森布日苹果种植基地车间

负责人杨勇正带着 3名工作人员忙着

采摘成熟的苹果。

旺杰是基地的机械负责人，疫

情 发 生 后 ，他 就 没 回 过 家 ，与 几 位

同 事 一 起 坚 守 基 地 。 看 着 枝 头 的

硕 果 ，闻 着 扑 鼻 的 果 香 ，他 把 一 个

个 苹 果 从 树 上 摘 下 、去 掉 果 蒂 、轻

放入筐。

“眼看苹果到了采摘季节，基地

又十分缺人，我们就留了下来，每天

抓紧采摘。”旺杰告诉记者，采摘完

成后，一筐筐苹果将被迅速送入冷

库，进行预制冷，从而把果芯的温度

降下来，保证口感脆甜。

杨勇介绍，往年这个时候采摘

量都能装满大半个冷库了，而受疫

情 影 响 ，目 前 基 地 才 采 摘 17 吨 左

右。即便如此，在岗的每一名员工

都不懈怠、不偷懒，每天都在坚持工

作，尽力提高采摘量。

来到基地生产线，记者看到，去

皮去核、切片的机器和烘干、膨化设

备依次排开，新鲜的苹果经过快速

去皮、去核、切片，然后送到烘干设

备进行 20个小时烘干，再经过 8个小

时的膨化过程，就可以包装入袋。

“去年，基地投资 1000 多万元建

设了全区首条苹果分选线，今年又

安 装 了 全 区 第 一 个 苹 果 脆 片 生 产

线。”杨勇说，“基地在逐步发展，我

们不只是想卖鲜果，也想尽可能地

丰 富 产 品 类 别 ，提 升 产 值 、扩 大 效

益，带动更多群众就业致富，走农业

产业化、农业现代化之路，实现更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杨勇还介绍，今年基地的苹果

总产量估计在 600 多吨，加上新增的

膨化脆片生产线，总产值预计比去

年纯鲜果销售时期能提高三四倍。

在苹果园里，采摘仍在继续，虽

然没有了去年人头攒动、红红火火

的景象，但几名工人坚守岗位忙碌

的身影依旧动人。

区农科院驻定结县羌姆村工作队

助 农 秋 收 不 落 一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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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疫 情 防 控 一 线 ，中 国 电 信

西藏分公司抗疫第五分队的女员

工 们 用 实 际 行 动 凝 聚 巾 帼 力 量 。

她 们 是 勇 往 直 前 的 女 战 士 ，是 默

默 绽 放 的 铿 锵 玫 瑰 ，是 努 力 打 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美格桑

花。

协助医护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信息的采集、录入、贴码、整理，协

助维护现场秩序、场所消毒、引导

防 护 ，帮 助 居 委 会 工 作 人 员 运 送

和 装 卸 各 种 物 资 ，想 尽 办 法 协 调

解 决 群 众 的“ 急 难 愁 盼 ”，还 有 宣

传引导、卡点执勤、人员排查……

下 沉 社 区 期 间 ，抗 疫 第 五 分 队 的

女 员 工 们 始 终 以 高 度 的 责 任 感 、

使命感、紧迫感，严格落实各项疫

情 防 控 工 作 要 求 ，在 日 复 一 日 的

繁 重 工 作 面 前 与 时 间 赛 跑 、同 病

毒较量。

因 人 员 紧 张 ，格 桑 次 珍 所 在

的仙足岛花园小区核酸检测点仅

她 一 人 值 守 ，还 要 协 助 社 区 医 生

整理防护物资、核酸检测用具，并

进 行 信 息 采 集 ；拉 珍 所 在 小 区 被

列 为 中 高 风 险 区 域 后 ，她 主 动 报

名 成 为 小 区 志 愿 者 ，目 前 参 与 了

9720 次物资配送和每日垃圾清理

工作；针对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

惧等心理，苏姆主动安抚疏导，耐

心 解 释 政 策 ，让 群 众 坚 定 抗 疫 的

信 心 ；还 有 次 仁 德 吉 、边 巴 央 宗 、

德 吉 卓 玛 、索 朗 央 吉 …… 虽 然 每

天 都 很 累 ，但 她 们 从 最 初 的 懵 懂

到现在的熟练，一直冲锋在前，以

各 种 方 式 、各 种 角 色 投 入 到 疫 情

防 控 中 ，成 为 社 区 不 可 或 缺 的 疫

情防控力量。

张燕是一位 9 岁孩子的母亲，面对家庭需要照顾、本职

工作需要开展的两难境地，她毅然舍小家、为大家，主动申请

下沉幸福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了新时代青

年的风采。

这些下沉女员工只是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众多坚守抗

疫一线的女员工的缩影。在抗疫的各条战线上，更多下沉女

志愿者们以满腔热血和坚强意志，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

一份力量、体现自己的价值，用脚步、汗水和责任为群众筑起

健康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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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娃卓玛，乃东区岗布小区住户，9月 14日中午 12

点 07 分，她拿着出入卡来到小区门口，经过扫码、测

温、登记、查验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等程序，前往小区附

近的海狸集尚超市。今天，她想买一些肉、蔬菜和酱

料，充实一下厨房，然后做一顿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

贾威，山南市乃东区西区菜市场旁的水果商户，14

日上午 11 点，他和妻子在店里忙进忙出，把香蕉、橘

子、火龙果等 30 多件水果装上三轮车。他说，这些水

果运到出市区的卡点后，将通过持通行证的运输车全

部发往乃东区亚堆乡。

……

山南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出公告，自 8 月 23 日实现社会面清零后，除 9 月 3 日

个别县发生零星输入性病例外，山南市已连续 20 天以

上未发生市域内本土病例，近期隔离点输入性病例已

降至个位数，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全市实现动态

清零目标，从 9月 13日零时起，山南市逐步有序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

这是全市 30 多万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同心抗

疫的成果，那个人们熟悉的、充满活力的山南就要重

新回来了。

9 月 14 日，记者走上街头，看到超市、药店、水果店

等一些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商铺已经开始向持有

出入卡的群众开放了。

在西区菜市场周边的水果销售区，大多数商家都

在营业，瓜果蔬菜、肉禽蛋奶、酱菜佐料等琳琅满目，

一应俱全。一些群众正有序进入销售区域。

菜市场北口卡点执勤防疫人员、乃东区文化局干

部王容说：“现在只要持有‘居民生活物资采购出入卡’，

经过扫码、测温、消毒，查看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之后，市民群众就可以进入菜市场区域采购

了。”

王容还说，为了确保将防疫工作做到位，市民群

众进、出卡点均需要扫码。记者在卡点现场的扫码设

备上看到，从 14日零时起，截止到当天上午 12点，已经

有近 300人次正常出入菜市场区域。

作 为 泽 当 主 城 区 第 一 批 恢 复 正 常 生 产 生 活 秩

序 的 29 个 居 民 小 区（散 户 区）之 一 ，居 住 在 嘎 玛 庆

社 区 交 通 散 户 区 的 益 西 俄 热 对 这 一 天 的 到 来 期 盼

已久。

他拿着一张出入卡对记者说：“我们的出入卡分

蓝色和黄色两种，黄色的单日出行，蓝色双日出行，每

次持卡可外出 2 小时采购物资，每用一次卡，社区防疫

工作者就在卡上标注一次。居家一个多月，这是我第

一次出门买东西，外面的空气可真好，整个人的心情

都舒畅啦！”

虽然益西俄热戴着口罩，但记者从他上扬的眼神

中，仍然看出了他的兴奋和喜悦。

与他一样，家住色嘎顶社区卓吉嘉苑小区的“波

啦（爷爷）”扎西旺堆也在 14 日走出了家门。他先去市

藏医医院购买了降压药，又在格桑路的山南大药房给

家人买了治牙疼的药。

他说：“现在生产生活秩序刚刚开始恢复，开门

营业的店铺还不是很多，但买菜、买药、买生活用品

这些最基本的需求都能满足。现在我们更要珍惜这

来 之 不 易 的 抗 疫 成 果 ，出 门 戴 好 口 罩 、做 好 个 人 防

护、按要求分时段错峰出行，做自觉遵守防疫政策的

好市民。”

在泽当镇白日街，记者看到，海狸集尚超市门口

排起了队伍，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前来采购的客

人。

按照当前防疫政策要求，市民群众暂时还不能自

由进入超市采购物品，只能在超市门口将采购单交给

超市工作人员，由他们取货后在超市门口交货。即使

如此，家住岗布小区的仁增措姆已经十分高兴。

不仅是乃东区，在山南许多县乡，生产生活秩序

都在有条不紊地恢复。

在错那县错那镇，理发店开了张，顾客上了门，全

县 55 家民生保障场所有序恢复营业。在隆子县斗玉

珞巴民族乡，绕让搬迁安置点的施工现场机器轰鸣、

车辆穿梭，一片繁忙景象。在浪卡子县浪卡子镇，田

野上满目金黄，翁果村秋收突击队全员上阵收割，忙

中有序，让一片片青稞颗粒归仓。

……

迎着秋日里的微风暖阳，所有人的团结抗疫、所

有 人 的 坚 守 执 着 、所 有 人 的 艰 辛 努 力 ，正 在 开 花 结

果。在有条不紊的节奏中，那熟悉的“烟火气”，正在

向我们走来。

““ 烟 火烟 火 ””雅 砻 徐 徐 来雅 砻 徐 徐 来
——山南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见闻山南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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