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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上午，全椒
县唯一一例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患者经过医院精
心治疗，康复出院。

该名患者于1月22日
中午到全椒县人民医院就
诊，经全椒县疾控中心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2 次呈阳性，24 日被确诊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
例，为全椒县首例也是目
前唯一一例。入院后，县
人民医院感染科联合其他
科室共 16 名医护人员对
患者进行科学诊治和精心
护理，病情逐渐改善，体温
始终保持正常，肺部阴影
基本吸收，两次病毒核酸
检测呈阴性。

县专家组讨论，认为
其已达到解除隔离、临床
治愈出院指标，报省市两
级专家组讨论通过，已于
10日上午治愈出院。

目前，全椒县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
例，治愈 1 例，22 名密切
接触者已全部解除医学
观察，无新发疑似和确诊
病例。

望 勤文
沈 果图

全椒唯一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全椒唯一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疫情发生后，安徽省全椒县防控指挥部疫情监测
组副组长、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全椒县疾控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杨庆闩就一直忙个不停。

杨主任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并传
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会议精神，我们疾控
中心迅速成立了综合协调与保障组、现场疫情处置组、
健教宣传组、消杀指导组等七个工作小组，建立了24小
时全天候运行机制和防控情况每日会商例会制度，实
时动态指导开展全县疫情防控工作。我被编在综合协
调与保障组，负责全中心卫生应急组织的领导与协调，
应急所需的车辆、物资、装备、试剂耗材、应急经费等保
障等工作。

在每日会商工作例会上，杨主任都要叮嘱我们一
遍：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这严峻的时刻，我
们疾控人一定要认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作为一名有
着22年党龄的老党员，杨主任慷锵有力的语言，坚定的
眼神，让我们全椒疾控中心瞬间形成了强大的凝聚
力。我们心中的正气上来了，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
克服呢？在杨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各个工作组快速高
效的运转着。

疫情以来，我们单位全员上岗，连续奋战。很多同

志不能回家，在生活中上，杨主任对大家也很关心。“啰
嗦领导”是同事们对他的爱称。他每天对同事无数次
强调：“佩戴防护用品时一定要检查气密性，任何环节
不可疏忽大意……”为了给去县医院隔离病房采样的
检验员们加油鼓劲，不管白天黑夜，接到流调和采样的
任务，杨主任只要能抽出时间，肯定要陪着一起去，大
家都劝他：“太晚了，在家休息吧。”他说：“我回家也是
睡不着，心里还是在担心你们，我还不如一起去，我在
旁边还能叮嘱你们一些注意事项。”

在采购防护用品等物资时，由于市场上各种产品
鱼龙混杂，为了防止采购到不合格物资，杨主任也是亲
自把关，从是不是医用的、有无合格证明到执行的标准
等一一查看，不清楚时还咨询产品相关监管部门了解
情况。他说：“如果一不小心采购到了不合格产品，我
们的采样、流调人员就会有感染的风险，那会是承担不
起的过错！”

对于单位新来的大学生，杨主任更是当成自己的
孩子来看待，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因公交车停运，
距离单位远的一位同事，没有办法顺利上下班了。杨
主任立刻准备了折叠小床和温暖的被子等生活用品，
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大年三十晚上，四名新来的大

学生因为疫情加班没能与家人团聚，杨主任特意从家
打包带来了年夜饭，陪同孩子们过了参加工作后，离家
在外的第一个春节。

但杨主任却忽视了自己的生活作息，几乎以单位
为家。最近经常忙的过了饭点，他就在单位随便吃一
口。一位同事看到杨主任中午加班拿泡面当做午餐，
就说：“以后我从家给你带午饭吧！”杨主任忙说：“不
用，不用，我跟忙的饭吃不上、觉顾不得睡的武汉一线
工作者比，还能吃上泡面，已经很幸福了！”单位同事想
粗略计算杨主任每天休息几个小时，却没有一个人能
计算出来。因为我们在加班的时候，杨主任也在加班，
我们休息了，负责全县疫情防控工作的杨主任还在加
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杨主任是每天第一个到达单位
的人，但我们却不清楚他是几点才回到自己家中。

2月6日对4名发热病人采样，2月7日对4名发热
患者采样，2月8日还将对3名发热病人采样。这中间，
杨主任几乎每次都去了。接下来，还不知道他要去多
少次隔离病房，但愿我们能早日战胜疫情。

全椒县疾控中心全体人员都想对杨主任说一句：
“您是我们全椒疾控中心的带路人，一定要保重身体！”

（全椒县疾控中心王 习口述 沈 果整理）

“ 你 是 我 们 的 带 路 人 ”
——记全椒县疾控中心主任杨庆闩

一手拿着体温枪，一手拿
着消毒液，村医刘金平一脚跨
进了全椒县武岗镇官渡村武汉
返乡人员张某某家中。

“ 今 天 在 家 感 觉 怎 么 样 ？
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刘金
平 边 询 问 边 为 他 测 量 体 温 。

“36.2 度，正常范围，你从武汉
返全已过 14 天，这是你的解除
医学观察告知书，还是要减少
外出，在家也要佩戴口罩，勤洗
手，注意个人卫生。”刘金平说
完又给张某某的房子里里外外
消了毒。

像这样的随访，刘金平每
天要重复好几次。除此以外，
他还在官渡大桥新冠肺炎检测
服务点为来全人员测量体温。
官渡大桥一头连着武岗镇，一
头连着和县石杨镇，是省道 206
上的交界地带。“现在每天来全
车 辆 500 辆 左 右 ，测 量 体 温
1000 多次。”刘金平说。从大年
三十早上 9 点接到疫情通知以
来，刘金平和爱人郑桂霞已经
有 10 天没有从岗位上撤下来
休息过了。他是村医，爱人是
村卫生室护士，夫妻二人在村
里干了 30 多年，曾并肩在 17 年
前的非典战场上战斗过。

为了能全身心投入战斗，
还没和 90 岁的老母亲吃一口
团年饭，就把她送到了隔壁镇
的姐姐家，老人虽然不理解但
还是支持他的工作。安排好老
人，他又给城里的孩子们打电
话。“今年春节不要回家，我和
你妈要去检测点值班。”来不及
吃饭，他们马不停蹄往检测点
赶。说是检测点，不过是一间 8
平方米的活动板房，一张条桌、
一张简易木板床、几把椅子就

是检测点的全部家当。刘金平
从附近村民家中打来自来水，
郑桂霞忙着打扫卫生，等忙完
已过了中午。老两口轮换着吃
午饭，就开始了轮轴转的日子。

检测点 24 小时不能缺医护
人员，夫妻俩商量好，郑桂霞白
天上岗，晚上就换刘金平。不
在检测点的时候，刘金平还得
回村里的诊所坐诊，利用空余
时间见缝插针的去武汉返乡人
员家里随访。郑桂霞也主动担
负起检测点所有工作人员的饮
食问题。

“他们两口子实在。”同在
检测点的滁州市公路管理局全
椒分局副局长李宜州说。正月
初三早上 8 点他第一次到检测
点报到，来之前，刘金平已经将
检测点的值班室消过毒，烧好
开水了。

最开始值晚班时，村里的
路灯不亮堂，刘金平正和其他 2
名同事检测车辆，对面来的车
没看清楚道路，一下刮在他们
身上，后视镜都刮掉了，3 人的
背 部 都 受 到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损
伤。第二天，3 人依然上岗。

有的群众对测体温、检查驾
驶证、身份证不理解，不配合他
们的工作，这时候他们就只能
耐着性子给群众讲解疫情防控
的重要性，“说到口水说干了，
他们总会理解。”刘金平说。

最 近 刘 金 平 爱 上 了 喝 浓
茶，茶叶 7 分，水 3 分，那是为了
防止晚上值班时打瞌睡。仔细
看，刘金平的双眼里布满了血
丝，“坐下去就不想起来，但有
责任在身上，还得接着干，打好
这场仗。”刘金平说。

战“疫”一线的村医夫妇：

再苦也要接着干
望 勤

2月4日，刘金平在换岗时为郑桂霞整理帽子。沈 果摄

2月10日，全椒县唯一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治愈出院的患者将收到的鲜花转增给医务工作者治愈出院的患者将收到的鲜花转增给医务工作者，，表达感谢表达感谢。。
治愈出院的患者向医护人员深鞠躬治愈出院的患者向医护人员深鞠躬，，表达感谢表达感谢。。

正月十五的三塔寺静悄悄，没有一名群众
来赶庙会。

“往年的正月十五，三塔寺热闹的不得了，
约5万名群众前来赶庙会。今年情况特殊，我
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一个群众来赶庙
会，我们都很欣慰。”全椒县六镇镇党委书记关敬海说。

疫情发生后，大年初三，六镇镇的镇村干部就全部到岗到
位，坚守一线。进村入户、排查访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关敬海说，“宣传引导群众不宴请、不聚集、不串门，是我们镇村
干部工作的重点。取消三塔寺庙会是工作的一块硬骨头。”

安徽省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后，六镇镇根据
县防疫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发布了取消2020年“正月十五三
塔寺庙会”期间系列活动的通告，临时关闭三塔寺景区，减少公
共场所聚集。

上千年的传统庙会取消了，仅凭一纸通告，肯定是不行的。
“十五不能去三塔寺了，千万不能去了！”这句话已经成了

六镇镇副镇长高翔的口头禅，他见人都要说一遍。春节前夕，高
翔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左腕桡骨骨折。手上至今还缠着绷带的
他，坚持和同事们一起返回岗位，至今已经在一线工作十多天。

为了有效防控疫情，六镇镇成立工作队伍13支，共有成员
152 名，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四级网格长上下互联，职责明
确。将三塔寺景区防控工作作为重点之一，责任到人。

姚克彬是三塔寺所在的六镇村小周村村民组长，也是一
名疫情防控的网格长。往年这个时候，他都是带着红袖章在
庙会现场维持秩序，忙的不亦乐乎。现在他每天都随身携带

“通告”四处张贴，致村民的一封信挨家挨户发到位。姚克彬
说：“刚开始大家不理解，认为从家去寺庙也没多远，能出啥

事？通过不断的宣传，才知道取消了是对
的。”

与此同时，六镇镇利用村级广播、流动
宣传车不间断播放公告，联合电信部门向全
镇和周边的二郎口镇、马厂镇数字电视用户

同时播放关于取消“正月十五三塔寺庙会”期间系列活动的通
告视频。成立六镇镇基干民兵疫情防控应急队，对景区开展
日常巡逻，设立疫情防控宣传点和党员示范岗，劝离前来参观
游客。并安排专人对景区、僧众生活区域进行日常消毒。全
镇摸排登记返乡人员 31 人，全部落实包保和访视，劝停聚集
性活动45场，劝导停办宴席395桌。

家住三塔寺旁边的村民王玲有经营头脑，平时以务农和
打零工卫生的她，每年庙会期间都会去卖些玉米、豆干等小
吃，一天下来就能挣一千多块钱。“我今年春节到现在，基本上
没出过家门，钱啥时候都能挣，要响应政府号召，庙会今年肯
定不赶了。”

正月十五，三塔寺里静悄悄
沈 果

在全椒县首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二
郎口镇，有这样一群年轻的“逆行者”，他们都是

“90”后，他们把青春扎根在基层一线，时刻站在
人民群众身边，他们积极投身这场形势严峻的
战“疫”中，用行动践行着年轻干部的使命与担
当。

“面对疫情，没有局外人，我知道我们每个基层干部都是主
力军”。大年初四清晨天未亮，家住外地的侯芳便离开了家。
对于刚进入乡镇党委班子不到四个月的她，疫情防治工作是个
不小的考验。白天，穿梭在在村间庭院做宣传；晚上，还要在办
公楼里整理报表。“没有请战书，没有红手印，只有义无反顾，作
为一名年轻党员干部，必须扛起那面鲜红的旗帜，守护在人民
群众面前。”侯芳相信，在这次疫情的磨炼中，年轻党员的初心
使命将更加坚定。

“侯委员一直是我的榜样。”和侯芳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
刘靖，“作为三支一扶的工作人员，我的工作就是要站在身边群

众需要的地方，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党员。”平时一年回家寥寥几
次的刘靖，春节假期也没能多陪陪父母。在铁路客运部门工作
的父亲看出了刘靖的顾虑，“共产党员就要冲锋在前，这个时候
我们不上谁上!”父亲的话让刘靖坚定了选择，“这一次，我要成
为父亲的骄傲。”

在年轻防疫干部中，也有一位父亲。半年前，“90”后高杰
晋升为一名父亲。大年初三收到迅速返岗的消息时，高杰和妻
子刚刚把孩子哄睡着。看到高杰皱了眉头，“你安心去吧，家里
有我呢。”妻子转身的一瞬间，他望见了泪光。“作为一名基层年
轻干部，在疫情面前我必须选择站在群众身边。”看了眼熟睡的
孩子，嘱咐了妻子片刻，高杰便从合肥出发。疫情当前，高杰以

一个父亲的身份，给襁褓中的孩子树立了
榜样；更以一名年轻干部的身份，展现了
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二郎口镇战斗在防疫一线的“90”后
有 15 人，他们严格落实防疫工作部署安

排，发挥年轻干部争创实干的精神，助力实现14个村（居）30个
村民组全覆盖，共发放一封信800余份、张贴告示200余张、成
功劝退红白喜事21场、联系企业签订承诺书8份，同时依托互
联网渠道快速传播优势，积极排查纠正传言谣言，收集转发最
新疫情通报、预防措施等信息300余条，展现了新时代年轻干
部面对疫情毫不退缩的坚毅品格和敢于担当的斗争精神。

“这一次，请站在我们身后。”我们知道，在广大基层，像他
们这样的“90”后干部，还有很多很多。

这一次，请站在我们身后
冯 琪 李海军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全椒县一直积极做好防控，为降低
聚集性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全县所有公
共文化场馆停止开放，虽然场馆暂时关
闭，但是文化服务却一直处于进行时。

第一时间闭馆应对疫情。为响应
疫情防控工作，全椒县图书馆、文化馆、
吴敬梓纪念馆（故居）、10个镇文化站全
部第一时间闭馆，取消所有文化活动及
演出，避免群众聚集。同时，在场馆门
口张贴闭馆告示及宣传资料，通过LED
电子屏、微信公众号、横幅标语等方式，
宣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知识，提醒
群众增强防控意识。

开通线上服务惠及群众。公共文
化场馆免费开放是全椒县文化惠民民
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值此特殊时
期，文化场馆可以“闭”，文化服务不能

“停”。图书馆为进一步服务读者，在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推出“停课不停
学，闭馆不闭网”、文旅e家海量资源线
上云阅读等数字阅读、数字资源共享服
务，每日点击量超过 500 人次。文化馆
利用官方网站推出线上二胡教学、电子
琴教学等公开课，使广大群众在家也能
享受优质线上教学，日访问量 300 余人
次。吴敬梓纪念馆（故居）在官网推出

“新时代 新气象”根雕艺术展、“我从明朝来”主题摄
影展等各类线上展览4场，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场馆
全景导览，让广大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参观学习。同时，
开设《儒林外史》学习微信群，已有近50名各地的专家
学者和儒林文化爱好者在线参与学习探讨。各镇文化
站引导全县农家书屋张贴数字书屋二维码，让村民可
以扫码进行在线阅读，群众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安全丰
富的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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