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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密织疫情防控网 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各镇街区多措并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记者 程明星 通讯员 徐芝婷

本报讯“验收合格，投运！”1 月 29 日
中午 11 时，经过紧张调试验收，随着一台
630 千伏安新装变压器成功投运。在连续
奋战了30个小时后，国网永康市供电公司
光明送变电公司红船党员服务队队长叶晓
亮长长地松了口气。这座新装变压器将为
我市第二个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正常用电筑
起一道坚实的电力防护墙。

变压器如同心脏，是供用电的最重要
电源。由于观察点内原有变压器只有 80
千伏安容量，远不能满足项目建设需求，需
要调配一台大容量的变压器。接到通知的
当晚，叶晓亮组织10余位队员进行初步现
场勘察，发现现场电线路、电力设施都较为
陈旧，甚至很多空房都要全面整改。随后，
叶晓亮与队员们现场拟定整治方案，抓紧
施工。市供电公司也不断向红船党员服务
队调增人力，队伍扩增到40余人。

当天上午，经过多方面协调，一台 630
千伏安变压器终于紧急调配到了观察点。
考虑到变压器调换安装过程中不能停电，
市供电公司还选派了一台发电车现场保供
电。

“有了这台新的变压器，观察点内 130
余个房间以及公共用电设施都可以正常用
电。”叶晓亮说，往常这类工程，一支规模稍
大的班组要花八九天的时间完成，这次服
务队临危受命，大家加班加点，仅用了 30
个小时就完成了施工。

供电公司30个小时
完成八九天的工程量

保障我市第二个集中
医学观察点正常用电

□记者 叶宁 通讯员 曹敏华

本报讯“疫情期间，学生在家学习怎
么和老师交流？我们教师变身‘网络主
播’，让学生在家上课身临其境。”为让学生
在家中安心学习，永康二中运用“互联
网+”的教学模式，汇聚齐该校优质课程资
源，制定了全方位的网络学习计划，让学生
不出家门就能满足学习需求，为预防新学
期延期开学做好了准备。“空中公益直播课
堂”就是其中一项教学举措。

据了解，公益直播课堂结合高中阶段
的学习特点，开设了“趣味语文”“数学小妙
招”“写作提升”“人文地理”等专题拓展课
程。直播课堂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2
月 1 日（正月初八）至 8 日（正月十五）；第
二阶段从2月10日（正月十七）至17日（正
月二十四）。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永康二中的‘空
中公益直播课堂’免费向全社会开放，欢迎
广大高中学子扫码进入学习。”永康二中校
长郎岳来说，希望通过开放“直播课堂”降
低疫情对正常教学工作带来的影响，让学
生和家长安心。

永二中向社会开放
“空中公益直播课堂”

各 基 层 是 疫 情 防
控的第一战线。疫情
发生以来，我市各镇街
区迅速行动，严格落实
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
部署，压实责任，积极
主动行动，构筑起了一
道道严密的疫情防护
网，有针对性地采取了
各项防控措施。

石柱镇：学习强国视频会议
“红色力量”开展“五大行
动”

“本企业湖北籍有 20 多人，多数

回老家过年，到时大部分会回企业复

工。”“企业内没有疫情重点地区人

员。”1 日下午，石柱镇党委委员成伟

华掏出手机，点击“学习强国”中的视

讯按钮，与该镇两新党支部书记线上

“面对面”绘制抗“疫”作战图。镜头

对面，30 余人正仔细聆听，并通过微

信群实时汇报自己所在企业外来务

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管控措施以及疫

情防控的特色做法。

当前，我市防控疫情严峻,如何

在避免人员大量聚集的情况下落实

这一重大任务，成伟华苦思冥想。“通

过‘学习强国’平台开视频会议，一方

面可以让党员自觉登录学习，另一方

面减少人员接触，防止疫情扩散。”成

伟华说。为了尽可能完善线上调度

交流功能，成伟华还进一步统计了原

有的微信工作群成员，各就各位下就

有了以上一幕。

面对疫情，石柱镇连日来运用两

新党组织以及党员人才的“红色力

量”，因地制宜织密一张疫情防控网。

根据党支部数量、地域情况，石

柱把全镇两新党支部划分成 4 个区

域，各成立一支两新党组织疫情防控

红色阻击队，落实人员排摸，监测跟

踪；科学防控，宣传引导；关心关爱，

心里疏导；严格管控，防止输入；信息

对接，上传下达等五大行动，坚决守

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唐先镇：五全要求 八支队
伍 筑牢疫情第一道防线

“您好，请停车接受检查。”2日上

午，记者在东永二线长川收费站卡点

看到，卡点工作人员正对返永车辆进

行逐一排查，并将每位返永人员的情

况详细登记在册，各项工作稳中有序。

作为市级卡点，自 1 月 26 日以

来，唐先镇党员干部连同镇卫生院医

生、派出所民警，24 小时驻守在东永

二线长川收费站卡点一线。截至 1

日下午，该卡点共排查 2112 车次、

4553 人次，劝返 5 辆外地车辆，排查

发热群众 3 名（已送市定点医院隔离

检查），切实减少了人员流动，最大限

度切断了传染源的输入。

这一卡点，只是唐先镇全面筑牢

疫情第一道防线的一个缩影。疫情

发生以来，唐先镇广大党员干部迅速

行动，成立 8 支专班战斗队伍，围绕

“全员动员不留空档、全线排查不留

死角、全程管控不留空白、全方位宣

教不留盲区、全面防护不留漏洞”五

全要求，细化职能、配图作战，为打赢

这场防疫狙击战凝聚力量。

这一边，唐先镇中山片 6 个行政

村抽调人员组成“临时卡点小分队”，

坚持逢车必检、逢人必查，看证件、看

体温、看车牌，记录访客信息；那一

边，白莲塘村制定卡点轮班值守表，

对每天进出车辆、人员信息进行登记

备案，并承担起代领全村快递的任务

⋯⋯

在唐先镇各个行政村前，戴着红

袖章，穿着红马甲的党员们齐心协

力，守牢各村大门，让党旗在唐先防

疫一线各处高高飘扬。

象珠镇：预警需隔离
“四联一微”让民心零距离

“你好！今天身体情况怎么样？

可有其他生活需要？”1月31日一早，

象珠镇的联村干部李娇娇就在微信

群里联系黄色预警对象王某，并转发

了一条居家隔离指南的推送到群里。

这是象珠镇在防疫工作中结合

实情设立的工作方法，被大伙称为

“四联一微”，“四联”即 4 名联系对

象：联系领导、村干部、联村干部和责

任医生，“一微”即一个微信群。

“每个群里都只有一名或一户预

警对象，实现‘多对一服务’的医学观

察管理。”象珠镇镇长胡乾喜表示，

“四联一微”方法启动后，不少预警对

象形成主动上报的习惯，成为了责任

医生上门外的重要信息补充，同时，

较电话联系而言，微信联系的方式更

容易让人接受，“位置共享”“推文分

享”“视频问诊”等功能的也成为联村

干部和责任医生的“得力助手”。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四联一

微”让预警人员在隔离的同时感受到

人性化的贴心服务，也让镇疫情防控

中心更好地掌握预警对象的信息，提

高了随访调查效率，实现动态监测。

预警需隔离，但民心零距离。

东城街道:织密五大防控网
做好居家隔离管控

连日来，东城街道针对主城区人

员流动大、人际关系陌生的实际困

难，切实织密五大防控网，全力守护

居民健康和城市安全。

织密统筹谋划网。成立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

隔离防疫组、舆情管控组、物资保障

组、纪律督查组等五个工作组，确保

分工明确，职责到位。

织密地毯式排查网。党员干部

一线防疫，8 名工作组干部、48 名社

区干部、70 个经济合作社干部迎难

而上，下沉一线，上门入户排查外来

人员，绝不留一处排摸盲区、失管区

域。

织密硬核看护网。针对居家隔

离对象，创新实行“6 对 1”处置模式，

即街道责任领导、联村干部、责任医

生、责任民警、村党员干部、亲邻共六

大岗位形成硬核看护闭环。

织密宣传普及网。通过广播、钉

钉、微信等载体，发挥行政执法人员、

志愿者、网格员等宣讲队优势，打通

疫情防控宣传“最后一公里”。

织密全民防控网。对辖区居家隔

离人员住所全部贴上《鄂归人员提示

书》和隔离封条，配备居家隔离专用垃

圾桶。同时，所有集体活动和人员聚

集的娱乐休闲场所关停。每个小区把

好路口关，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守，严

密防控。

古山镇：“1+3+5”金字塔
做好“三返”人员防控工作

1 日，古山镇召开防控工作会

议，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创新性

地提出了“1+3+5”金字塔式工作机

制。1，指的是1名镇领导班子；3，指

的是 3 名专业人员，包括一名民警、

一名责任医生、一名流管员；5，指的

是 5 名村级联络员，包括一名联村干

部、一名村干部、一名党员（村民代

表、联防队员）、一名出租户、一名承

租户。

据悉，“1+3+5”工作机制以行政

村为二级网格，各村可根据工作实际

以党员干部联系户等方式划分三级

网格，对网格内所有企业、作坊、出租

户等处的外来人口进行排查，确保责

任到人，压实防控责任，将外来人口

的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目前，古山镇对于核查属实的湖

北省、温州市、台州市返乡人员实行

“一人一档”，安排责任医生、联村干

部、村干部每日两次做好跟踪记录，

调查其回永后轨迹。为确保隔离对

象管理到位，该镇还专门设置了 3 个

集中隔离点共74个房间（暂无集中隔

离对象）。

为确保节后“三返”人员管控到

位，近日该镇已通过房东和联村干部

通知登记在册的1208名相关务工人

员推迟回永时间；通知镇域范围内

2000 余家企业延迟开工，并通过企

业通知相关务工人员推迟回永时间。

□记者 应柳依 王靖宁 胡锦 胡颖 李梦楚

东城街道党员干部开展防疫重点人员摸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