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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关心关爱一线职工

本报讯（记者 龙舟）日前，昆明市
总工会下发《昆明市总工会关于在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
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通知》，提出筹集专
项资金 510万元，对疫情防控一线的职
工进行慰问。

《通知》明确，通过争取省市资金、市
级配套、县以下工会自筹等方式，形成首
期 510万元专项资金投入防控一线，对
在昆明市一线工作的人员进行慰问。对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因履行工作职
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医护人
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和对在疫情防控工作
岗位上因劳累过度患病的职工进行慰
问，若因此不幸身故的给予一次性慰问
金 5万元。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
的先进集体和典型个人，命名为昆明市
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对事迹特别突出且
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今年的全国劳模
和省劳模评选。

昭通市：重点突出“四个到位”

本报讯（记者 沈迅 蔡侯友）昭通
市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将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心从“堵、排、治”转向“控、查、治”，
坚持外堵输入与内防扩散并重，重点突
出“四个到位”，坚决防止疫情的蔓延和
扩散。

连日来，昭通市构建网格化管控体
系，全市基本实现了由干部、医护人员包
保，重点对象全部定点在家庭或留观点
进行观察监测的目标。为防止疫情的蔓
延和扩散，昭通市果断将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心从“堵、排、治”向“控、查、治”转
移，坚持外堵输入与内防扩散并重，重点
突出医学观察、集中隔离到位，干部包
保、群众监督到位，重点人群全覆盖监测
到位，主动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到位，全力
阻击疫情。同时，紧盯“查”这个核心，精
准对象、精准采样、精准发现，推动疫情
防控由“被动发现”向“主动出击”转变。
除了对锁定重点人员优先检测外，全市
主动扩大核酸检测面，将从湖北返昭入
昭未满 14日无症状人员作为重点进行
全覆盖筛查。

临沧市：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记者 黄翘楚 李春林）临
沧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党建为
引领，通过市（县、区）组织部门的上下
联动，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一线高
高飘扬。

临翔区着力提升宣传效果，把疫情
防控工作宣传音视频通过微信、抖音短
视频等平台进行传播。云县采取党员干
部带头分片包干、全覆盖登记排查、全方
位服务引领等方式，及时将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凤庆县通

过党员干部带头正面宣传，带头减少接
触，带头取消聚会，带头取消远门出行，
带头在工作中佩戴口罩，带头坚守岗位
的“六带头”，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到疫情
防控中来。永德县成立16个疫情防控堵
卡点临时党支部，做到疫情防控在哪里，
党员干部就战斗在哪里。镇康县要求老
家在农村的党员干部自觉站在疫情防控
工作的最前线，积极加入到宣传疫情防
控工作队伍中，把好疫情防护大门。耿马
傣族佤族自治县推行网格化管理，对村
（社区）实现排查、监测无死角、无盲区。
沧源佤族自治县广大党员干部采取“佤
汉双语”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疫情防控知
识。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动员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医疗骨干，
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楚雄州：“9大机制”开展防控

本报讯（记者 吕瑾）面对疫情，楚
雄彝族自治州制定完善应对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及“9大工作机制”，有力有效有
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9大工作机制”即信息报送机制、
组织推动机制、督办督查机制、工作指导
机制、防控链条落实机制、防控动员机
制、兜底性根本性推动工作机制、合力攻
坚机制、战时纪律机制，构筑群防群治抵
御疫情的严密防线。以村、社区为网格，
充分运用党建引领“一部手机治理通”，

全面摸排人员往来情况，做到不落死角、
不留盲区、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做
到户户清、户户实，干部清、群众清，干部
实、群众实，层层压实防控责任、层层承
担防控责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的
工作格局，切实把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
来，以有力监督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实
到位。

目前，楚雄州已形成联防联控、统一
高效的疫情指挥应对体系，在高速公路
出入口、火车站、客运站、乡镇、村组及县
级集中留验站共设立体温监测点 1538
个。10县（市）各负其责，通力协作，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指挥部，各级
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经费2386.44万元，
预拨13家医疗机构医保基金1230万元，
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效有序开展。

保山市：封闭管理社会福利院

本报讯（记者 杨艳鹏）保山市社会
福利院实施了封闭式管理，运用现代便
捷的慰问方式进行慰问和探视。

为保障儿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社会福利院根据《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
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南（第一版）》，成立机构防控领导小
组，明确分工，并制定防控应急预案，把
责任细化、落实到每一个组、每一个人。
与此同时，落实防控具体措施，严格执行
防护流程，全力开展防控工作。

全省各地多措并举阻击疫情
据媒体报道，抗疫期间，一些人到

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经检查并未患病，
只不过是患上了“恐惧的心病”。

近日笔者陪家人到某医院看病，邻
床一位中年男士由120急救中心送来，
通过检查，只有血压稍高，其他指标都
正常。听他的女儿说，父亲最近常念叨
怀疑被新型冠状病毒侵袭，已多次通过
120送医“急救”，但每次都是虚惊一场，
浪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和公共资源。

对于这种“恐惧的心病”，需要加
强心理疏导。目前，全省大部分州市已
开通心理援助服务热线，市民可通过
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咨询。同时，媒体
应积极引导市民掌握一定的防疫科学
知识，减轻恐慌情绪和心理压力，以健
康、理智的心态直面疫情。

心理学家认为，在各类社交媒体

和资讯平台占据人们生活的当下，个
体能随时了解“世界”，如果对此过度
关注，最后往往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所击溃。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被各种
令人不愉快的资讯包围，对待疫情也
应如此，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积极、平和
的心态，多接收正能量，参与到坚决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行动中，参与到
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中，让自己有事做、不空虚，就不会无
事生非、杞人忧天。

仅靠心理疏导治疗心病是远远不
够的，这还需各方共同给力。当情势逐
步好转，有序复工复产，逐步恢复已暂
停营运的交通运输服务，继续确保重
要物资供应和市场稳定……这些措施
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民众心理阴影，共
同步入充满希望的春天。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疫情发生
以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
做好医疗废物处置监管工作，全省医
疗废物处置机构正常运行。

截至 1月 31日，全省 16个州（市）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正常运行。1月
20日至 31日累计无害化处置医疗废
物量 1214.590吨，平均每天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量101.2吨。按全省总处置能
力146.8吨/天计算，目前我省医废处置
设施平均运行负荷率为68.9%，可满足
全省医废处置需要。

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
战中，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积极支持所
在地疫情防控工作。昆明、昭通、大
理、红河、文山等州（市）生态环境部
门组织工作人员分赴各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中心进行实地检查指导。其
中，昆明市通过与交警部门协调，增
加了医疗废物入城收运车辆，提高了
收集效率，确保行政区域内医疗废物
得到及时无害化处置。加强收集和处
置情况调度，实行日报告制度，对可能
存在的问题及时提醒，督促完善，做到
应处尽处。目前，全省 16个州（市）生
态环境部门实行全天候值班值守，切
实强化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的
环境监管。

记者了解到，虽然目前全省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运行负荷率平均为
68.9%，尚有富余。但为了防止医疗废
物暴发式增长，形成医疗废物处置缺
口，全省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提前研
究制定备选的医疗废物处置方式和处
置方案，由当地政府协调可采用移动

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
处置设施、生活垃圾焚烧炉、工业窑炉
协同等方式作为超出现有医疗废物处
置能力时候的备选处置方案，防止医
疗废物超时、大量积压。与此同时，生
态环境部门积极完善与卫健部门的应
急协调机制，督促各医疗废物处置单
位主动加强与医疗机构，特别是新疫
情定点医疗机构的工作对接和沟通联
系，适时掌握医疗废物产生数量及收
运需求，主动服务、提高医疗废物收集
处置效率。

据了解，目前，昆明市已开辟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
生的医疗废物专门通道，实行专门包
装，专门标识，优先收集，优先处置，增
加医疗废物的收集频次，对运抵处置
场所的医疗废物随到随处置。

我省加强医疗废物处置监管

本报讯（记者 浦美玲）连日来，
作为昆明市唯一一个医疗废物处置
点，云南正晓环保投资有限公司1月共
收运医疗废物301.237吨。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医
疗废物处置中心有 4套处置设备，其
中，焚烧处置为 2套，采用回转窑焚烧
处置，设计处置规模为 2×15吨/天；微
波消毒应急处置设备为2套，采用微波
消毒处置（应急处置），设计处置能力
为 2×0.5吨/小时 。1月22日至28日共

收运医疗废物301.237吨，其中，省、市
两级定点医疗救治医院收运的医疗废
物为 14.594吨。焚烧处置包括定点医
院收集的医疗废物在内的医疗废物
230.53吨，微波消毒共处置 44吨。目
前，公司暂存医疗废物20吨左右。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还下发了《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
物环境管理工作的工作方案》，要求各
县（市、区）相关部门做好医疗废物收
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加强与卫生健
康等部门的协调与配合，推动完善医
疗废物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还督促医疗废
物处置单位优先收运和处置肺炎疫情
防治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严格执
行转移联单制度，建立医疗废物处置
台账。因特殊原因，确实不具备集中处
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地区，特别是农村
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可对医疗废
物进行就地焚烧处置。

昆明无害化处置医疗废物

省疾控中心李凯：
2020年2月4日 周二
核酸提取仪故障，工程师从武汉

连夜赶来维修；各分队之间的配合还
有待磨合；物资不齐备……过去的 3
天，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面
对这些问题，我们没有气馁，根据自己
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向工作组提出了
解决方案和建议，由原单位的人员组
队，分组排班，独立完成从清样、核酸
提取到PCR检测的全流程，同时还设
计了实验记录表，加强检测流程的衔
接和质量控制。

工作组接受了我们的方案，昨天
根据方案重新分工开展工作，结果工
作效率明显提高，大家都很受鼓舞、
十分高兴。另一个好消息是：增加调
配了一台核酸提取仪，这样工作效率
进一步提高了，在大家分工协作下，
第一班就完成了 164份标本的提取
和两轮满板的PCR扩增，基本解决了
前期样品积压的问题，之前焦灼的状
态得到了缓解。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
情，不辱使命。

昆医大附二院吴雯晶：
2020年2月4日 周二
来到咸宁市后，我和同事杨春被

分配到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12楼病
区参与支援。今天是我到咸宁市的第
9天，咸宁很冷，但大家的心是暖的，
当地的志愿者为大家提供饭菜、水果
和牛奶，帮大家准备各种预防药品、消
毒药品，从志愿者的眼中我看到了他
们的希望与曙光。

每天我们把不透气的隔离衣、闷
气的N95口罩、笨重的胶鞋按流程穿
戴好后就进入病区开始工作，发药、打
针、抽血、采咽拭子、消毒、分配饮食，6
个小时说长不长，但因隔离衣不透气，
隔离衣下的白衣已被汗水浸湿，冰冷
无比。为了不浪费物资，不得不接着完
成工作，6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下
班后按流程脱下防护服、口罩。

此次的任务非常艰巨，我定会不
辱使命，不负亲友。希望疫情得以控
制，咸宁的明天一定是灿烂的，此刻的
我身在疫区，安好勿念!

本报记者 陈鑫龙 党晓培 整理

本报讯（记者 闵楠 通讯员 吴
静） 2月 4日，我省第二批援助湖北医
疗队（护理专业）102名医务人员，以及
3.1吨救援物资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出发前往湖北。云南空管优先为该航
班提供了最快航路，开通空中“绿色通
道”，保障航班准时准点到达武汉。

当前，云南省已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疫情防控工作
已进入最关键、最紧要的关头。为了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空管保障工作，云南
空管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成立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组建气象运行保障专家队伍，
实时待命，持续追踪，不断提高天气预

告精准率，对可能影响天气的转折点
实现动态管理。截至目前，已发布特殊
天气报告5份，机场天气警报11份，重
要天气提示4份，开展天气会商16次，
为云南空域运管委进行航班流量调配
及时提供决策依据，为机场和各航空
公司保证运行提供有力协同。

此外，云南空管调整管制程序，为
飞行搭建起空中“绿色通道”，优先保障
进近起降，为保障服务疫情防控航班优
先提供最快航路。1月31日21时，东航
MU2586航班运输一批抗击疫情的医疗
物资飞往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云南空管
分局收到来自机组的信息后，经过领导
小组多方协调，开辟专用通道，航班于

21时 59分安全落地，比计划落地时间
提前了 31分钟。“今天飞机运送的是
120箱口罩，是等着急用的医疗用品，这
应该是最快的飞行记录了。”MU2586的
机长落地后向云南空管分局进近管制
室管制员表达了感谢。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云南空
管分局“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为
运送疫情防控守护空中“生命线”专
用绿色通道。自 1月 21日至 2月 4日，
昆明管制区共保障多个运送疫情防
控专家团队及物资航班，妥善规范处
置多个有发热乘客的航班，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

云南空管筑起防疫“空中生命线”

“您好！请问您家这几天有人到外地
去过吗？家里来过外地人吗？”

这几天，陈红男一次次来到曲靖市
马龙区文瑞苑小区，挨家挨户地敲开住
户的家门，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询问。

询问的同时，他还叮嘱住户近期不
要外出，即使外出也一定要佩戴口罩，
并尽量避免参加聚会和集体活动；要是
发现外地人员，他就把外来人员的详细
信息登记下来，并每天通过上门或电话
等方式询问，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陈红男是马龙区通泉街道乐熙社区
的网格员。大年初一他正和家人吃晚餐，
突然接到单位电话，要求立即结束假期
返岗，第二天和同事一起排查城区外来
人员和返乡人员。接受了任务，他心里又
有些不忍离开妈妈。妈妈患有癌症，春节
前刚做完手术回到家里，他很想在家里
多陪陪妈妈。得知原委后，妈妈说：“防控
疫情是大事，你赶紧回单位去吧。有你爸
爸照顾我就足够了。”他家离马龙城区近
20公里，当天夜里他就赶回城里，第二
天一大早便投入了工作。

陈红男和一位同事一起负责排查文
瑞苑等 10个小区的外来人员和返乡人
员。他们每天排查的人家大概在 200户
左右。这些小区都没有电梯，得靠他们一
层一层地攀爬楼梯，一天下来，往往累得
腰酸腿痛。

排查完文瑞苑小区的全部住户，刚
走出小区，一阵清脆热烈的喜鹊叫声引起
了我们的注意。“民间传说，喜鹊叫声能
给人带来好运。也许这喜鹊叫声已预示
着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陈红男笑了笑说，“当然，这只是一句
玩笑话。但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本报记者 张雪飞

援鄂日记

努力工作 不辱使命

“医生的朋友圈往往是寂寞的，尤
其作为一个中年油腻大叔，缺颜值，工
作忙……”援鄂医疗队队员、省肿瘤医
院胸外二科副主任医师王巍炜打趣
道，偶尔发一些医学研究进展，往往也
是被专业人士“怼”，被非专业人士

“凉”。零星的点赞，事后才知道是别人
手滑错点。

然而这一切随着“新冠肺炎”的出
现改变了。从 1月 26日报名参加云南
省第一批医疗队准备驰援武汉，到 1
月27日队伍出发至今，王巍炜短短一
条朋友圈有了几百个点赞，几百条留
言。留言中有祝福，有叮嘱，有希望，也
有鼓励。

“王医生，我要捐赠防护物资，如何
联系医疗队？”“王医生在武汉一定要注
意安全，期待你们平安回家。”……连
日来，王巍炜的微信不停地收到朋友
们的留言。他们中有多年未联系的导
游；有医学专业的同学和同事，在帮他

积极地收集各种可能有用的资料；有
各种“潜水”的朋友们，纷纷表示他昆
明的家如果有什么需要，会随时出现；
有他的亲人们，一边鼓励着他，一边
整夜未眠，默默关注着武汉疫情消息
和进展；甚至有国外友人送来的祝福
和祈祷。

“朋友圈里留言的朋友们来自各
个行业，他们身份不同，背景不同，有
些活泼开朗，有些沉默寡言。”王巍炜
告诉记者，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哪有什
么所谓的超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沉
默的普通人，只是一群当国家有危难
的时候，从各方出现，汇集而来，迸发
出无穷力量的人。“也正是这些时常不
联系的朋友们使我的一点努力变得更
有意义。”王巍炜说。

“阴霾终将散去，相信在党中央的
带领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王巍炜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陈鑫龙

新闻锐评

正视“恐惧的心病”
易晖

一线传真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暖心故事

援鄂医生的朋友圈

1.坐电梯有风险，但可以防范。戴口
罩坐电梯，不用手碰脸，到家就洗手。

2.楼梯扶手、小区器械等公共设施
也能接触传播，能不碰就不碰，及时洗手。

3.附近街区有确诊病例，使用公共
厕所还安全吗？基本安全，但要注意。

4.小区疑似/确诊病例使用过的垃圾，
会造成感染吗？有可能，但几率非常小。

5.新冠病毒可以在体外环境存活几
天？研究发现，病毒在门把手、电梯按钮
等光滑的物体表面，可存活数小时，如果
温度、湿度合适，可能存活数天。所以，洗
手非常重要。

6.太阳出来时晒被子，是否有被污
染的风险？晒被子不用担心被污染。

7.为什么要通风？病毒会沾着灰尘
飘进家里吗？通风可以降低室内病毒的
浓度。室外空间大，还有紫外线，病毒浓
度相对更低。

8.外出回家后，怎么对衣物消毒？实
在担心，可用酒精喷洒外套消毒。

9.除了酒精，还有什么对衣物消毒
的方法？参考以往对 SARS病毒研究，可
在合适温度（56度至 75度）和30分钟至
90分钟的烘干机进行消毒，或用紫外线
灯照60分钟等。本报记者 陈鑫龙 整理

疫情防控知识

小区有人感染了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怎么办？

本报讯（记者 吕瑾）连日来，楚
雄市部分医疗企业迅速恢复生产，用
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

在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召集了近百名工人返岗，投入到
第一线生产，尽量赶时间、抢进度，以
满足应急药品的需要。

“目前公司重点是生产清热解毒类
药品，如新复方大青叶片；另外一款是
蒲地蓝消炎片。目前一天能生产一百万
片，员工全部到岗后每天能达到两百万
片的产量。”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宗荣告诉记者，在积极恢

复生产的同时，公司也在应急防控方面
提高要求，员工在进入车间之前首先
要开启风磨，然后进行手的七步骤清
洗、烘干，才能进入一般生产区操作。”

与此同时，云南楚雄天利药业有
限公司也正加班加点生产藿香正气水
等药品。“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为疫情
防控也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把本
职工作做好，为社会贡献一分力量。”
云南楚雄天利药业有限公司员工杨精
飞一边忙着分拣药品一边说。

据了解，目前楚雄市18家规模以
上生物制药企业已陆续恢复生产。

楚雄市医疗企业加紧复产楚雄市医疗企业加紧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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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抒燕）为全力支
持和保障疫情防控防治工作，省财政
厅及时安排拨付资金，截至 2月 3日，
全省疫情防控防治资金投入规模达
13.76 亿元，其中省级财政投入 3.74
亿元。

据介绍，防控资金主要用于确保
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即对符
合条件的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
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

助，中央财政补助 60%、其余 40%部分
由省级财政补助。同时，确保医疗机构
不因资金问题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
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护工作
所需的防护、诊断和治疗专用设备以
及快速诊断试剂采购所需经费全部予
以保障。参照有关规定，对参加防治工
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发放临时
性工作补助，对于直接接触待排查病
例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
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原检测

等相关工作人员，中央财政按照每人
每天300元予以补助；对于参加疫情防
控的其他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中
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天200元予以补助。

此外，省财政厅着力开通政策
“绿灯”，保障疫情防控“不掉队”，建
立物资采购“绿色通道”，认真落实防
控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保障防控
物资进口需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
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
度等。

云南疫情防控资金投入达13.7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