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
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区审计局

通过微信工作群积极发出倡议书，号召全体
干部职工全力抗击疫情。43名干部职工分为
3个工作小组，迅速下沉到联系社区，投身到
核酸检测、信息录入、值守卡点、拨打流调电
话等工作中。

“请出示您的渝康码和24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去超市购物请快去快回，不要逗留
哈！”在社区卡点上，区审计局的志愿者们在
认真做好值守登记工作的同时，不忘为社区
居民送上温馨提示。“自觉居家不外出，多陪
家人唠唠嗑，多与孩子谈谈心……”“居民朋
友们，现在‘静’下来，是为了我们能更快地

‘动’起来！”在居民小区内，区审计局的志愿
者们成为了疫情防控的宣传“小喇叭”和社区
居民的搬运工。

“昨晚，我们组一共完成了5800余人的核
酸检测信息录入……”11月19日，区审计局核
酸检测信息录入组的微信群中每天都会对头
一天的工作进行复盘，并及时传达第二天的
工作要求。“你好，我是‘三公’流调工作人员，
现向你核实一下相关信息……目前你还需完
成2次核酸检测，请及时关注渝康码状态和手
机短信，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详细了解调
查对象情况，耐心解释疫情防控政策，是区审
计局参与“三公”流调溯源工作的干部职工每
天的工作常态。一次次的电话询问、一次次
的梳理分析，他们始终坚持以“严细实”的标
准要求自己，在履职尽责中和其他一线抗

“疫”人员共同遏制着疫情的蔓延。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勇当先 战

“疫”路上一往无前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闻令而动，号召全区1200多名退役军人赶赴
抗“疫”前线。他们有的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干
部，有的是村（社区）工作人员，有的是民兵，
有的是群众。截至目前，该局已累计支援疫
情防控14000余人次，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退役
军人的担当作为，以“志愿红”“橄榄绿”守护
着群众的“健康绿”。

“城南的同志请早点出发，一桥二桥查证
明才放行，不要耽误了下沉社区支援核酸检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
局长李兵在赶往“战场”的路上向工作群内发出了通知。这段时间，李
兵每天带头下沉社区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不管是信息录入，还是测量体
温、维护秩序，他始终冲在最前线。

王志是区军休中心主任。疫情发生以来，他除了统筹好本单位疫
情防控和军休干部后勤保障工作以外，还坚持每天下沉合阳城街道立
石子社区支援核酸检测，随时都保持着“战斗”状态。

区光荣院退役军人罗春华，曾在2008年“汶川地震”因抢险救灾立
下一等功。近期，他不改军人本色，每天坚守在合阳城街道立石子社区
一高风险小区值守，帮助居民做好物资保障、秩序维护等工作，每天来
来回回上万步，直到该小区降为低风险区。

钓鱼城街道虎头村的驻村干部秦科也是一名退役军人，疫情发生
后，他主动请缨到高风险区——苏家街青竹湾开展值守。秦科和同事
把家搬到社区办公室，每天三班倒在执勤点坚守。“疫情防控就像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疫’，不可疏忽大意，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疫’的参与
者。”秦科说。

燕窝镇：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歼灭战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复杂形势，燕窝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严

防严控，结合“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全力以赴打好疫情歼灭战。
该镇主要领导现场指挥，镇村干部、志愿者战在一线，规范有序开展

测温、扫码、采样、消毒、转运等核酸采样流程，引导群众进行核酸检测，
确保核酸检测不漏一人。同时，建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名单，落实
专人专班管理，严格实行上门核酸检测，确保居家人员“足不出户”。

根据疫情形势，安排人员分别在红豆村、新庙村、鞍山村、炉山社区
等6个村（社区）与相邻镇交界卡点值守，排查外来人员风险，落实测
温、扫码等防控措施，引导外来人员遵守防控规定。强化流动人员风险
排查，严格落实大数据推送、社区排查、个人报告等全流程管理，做到及
时推送、核查管控。建立信息台账与微信管理群，摸清人员底数，做到
严防输入、筑牢屏障、心中有数。

成立督查巡查组，持续对超市、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防“疫”措
施指导检查，督促落实查验“两码”和核酸检测证明、测体温、戴口罩等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发动镇村干部、网格长、志愿者，组建疫情防控
宣传小分队，走村串巷，利用大喇叭开展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宣传。

下一步，燕窝镇将继续落实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做好
做细核酸检测、宣传引导、风险排查等系列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打好这
场疫情歼灭战。

小沔镇：强化防控措施 严守疫情防线
自疫情发生以来，小沔镇全面贯彻落实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部

署要求，采取强化思想保障、统筹组织安排、做好物资储备、抓好宣传动
员等措施，在大战大考中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全镇迅速组织121名党员干部下沉村（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设置57个“党员先锋岗”，全力做好核酸检测、物资运送、秩序维持、人
员排查等各项服务工作。同时，成立由镇党委委员带队的督导组，针对
核酸检测、物资保供、人员摸排等工作开展“嵌入式”监督，找准薄弱环
节，补齐漏洞短板，确保疫情防控各环节运行顺畅，切实筑牢疫情防控
的“红色屏障”。

在疫情防控中，小沔镇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将“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精准防控、
精细服务，疫情防控有“力度”，更有“温度”。通过开通群众紧急救助热
线，履行好辖区服务保障机制等方式让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以满足，
避免疫情防控次生灾害发生，以更有“温度”的人性化防“疫”措施知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

育才职教中心：“蓝精灵”彰显青春担当
在全区上下全力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育才职教中心的学生们踊

跃响应学校号召，加入志愿者队伍成为核酸信息录入员。每当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的时候，他们身着蓝色防护服，化身为一个个勇敢的“蓝精
灵”，成为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从11月3日起，该校学生每天 18 时至 20 时负责核酸检测信息录
入，在 2 小时内高效完成 6000 余名师生的核酸检测信息录入，他们
是青年担当的体现。2022 级老年服务与管理 1 班学生魏青青说：

“疫情发生后，无数白衣天使不图回报默默为我们付出，我们却不知
道他们的名字。作为一名志愿者，身穿防护服扫码时，我也奉献出
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在志愿服务的几个小时里，我体会到了医
护人员的艰辛，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团结一
心，终将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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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合”力 携手抗“疫”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摄影报道）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南津街街道
江亭路社区党委书记陆建华舍小家、顾大
家，不分白天黑夜，不顾自身安危，全心全
意守护着辖区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
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11 月 19 日 8 时许，江亭路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早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你
的家人需要居家，按时做核酸，落实管控
措施……”“好的好的，不辛苦，感谢大家
的理解和支持，再见……”一大早，陆建华
电话一直未间断过，对群众提出的诉求逐
一回复，耐心做好疫情防控的各项政策宣
传解释工作，叮嘱大家做好个人防护，共
克时艰。放下电话，陆建华换上防护服直
奔大众花园一期巡查，查看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情况，了解小区居民生活需求。

江亭路社区面积宽，结构复杂，有物
业小区、有单体楼院，还有很多自治小
区。作为基层疫情防控的责任人，陆建华
冲锋在一线，统筹区域管控、人员分配、核
酸检测、物资保障、心理疏导等疫情防控
工作。十余天来，她和同事们始终保持

“白加黑”“5+2”高强度、连轴转工作模
式，吃住在办公室，为早日战胜疫情，让群
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坚守。

“居家生活很枯燥，市民朋友出不去的
门是我们回不去的家，不想睡的觉是我们
熬不完的夜，在家上网课的‘熊孩子’是我
们见不到的宝……”陆建华表示，群众的理
解支持和配合是战胜疫情的力量源泉，当
前的短暂分离，是为了今后更好的相聚，希
望大家耐心居家，为全区疫情防控贡献自
己的力量。

舍小家顾大家 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

陆建华（左一）正在认真核对相关信息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11 月 15
日晚，合阳城街道利川社区党委书
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左青春正
带领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组织辖区居民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在本轮疫情中，他们和无数坚守抗

“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一样，坚守岗位，
守护着辖区人民的生命安全。

本轮疫情爆发后，利川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就尽职尽责地坚
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岗位上，推进本社区
的疫情防控工作。左青春的住所在疫
情高风险区，为不影响社区的疫情防控
工作，他吃住都在办公室，白天开展卡
点值守、人员排查和宣传劝导等工作，
晚上组织安排社区居民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从场地布置到采样结束、医废回
收完毕，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每

天从早忙到晚，早晚一桶方便面，中午
吃盒饭，晚上睡社区办公室沙发，他从
来都没有一句怨言。和他一样，该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每一位志愿者都
在为疫情防控工作默默付出。志愿者
一致表示，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守护好
大家的生命安全，感觉再苦再累也值
得。希望这次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广大
群众能有一个安宁健康的生活环境。

据了解，利川社区位于合阳城街道
城乡结合部，常住人口2000余人，设有1
个核酸检测点。由于群众居住地较为
分散，社区发动党员志愿者对行动不便
的老人、小孩和离核酸检测点较远的群
众提供免费专车接送，以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至上”的使命与担当。截至目前，
该社区共计接送群众380余人，确保了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合阳城街道利川社区

汇集志愿力量 助力疫情防控

一、建立行为屏障
1.严格执行手卫生。根据《医务人

员手卫生规范》（WS/T313-2019），医
务人员应当在接触患者前、清洁或无
菌操作前、暴露患者血液体液后、接触
患者后、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后5个时
刻采取手卫生措施。手卫生措施包括
流动水洗手和卫生手消毒等，如有可
见污物，应当使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清
洗双手；如无可见污物，宜使用对新冠
病毒有效的含乙醇等成分的手消毒剂
进行卫生手消毒。

2.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医疗机
构应当加强人员防护管理，储备质量优
良、数量充足的防护物资。医务人员应
当根据暴露风险和开展的诊疗操作，正
确合理使用医用外科或医用防护口罩、
护目镜或防护面屏、手套、隔离衣或防
护服等个人防护用品，确保医务人员个
人防护到位。在隔离病区、发热门诊及
核酸采样点、核酸检测实验室等重点场
所工作，接触到新冠病毒可能性较大的
医务人员，要加强防护，严格落实佩戴
医用防护口罩等要求。从事发热门诊、
定点医院隔离病区工作的人员要做医
用防护口罩适合性测试和密合性测试，
合格者方可上岗；每次进入发热门诊、
定点医院隔离病区工作前，要做医用防
护口罩密合性测试。同时，应当指导、
监督患者及其陪同人员，以及其他进入
医疗机构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3.正确实施呼吸道卫生和咳嗽礼
仪。所有进入医疗机构的人员均应当
佩戴合格的医用口罩，不应佩戴有呼
气阀的口罩，患者接受诊疗时非必要
不摘除口罩。在不影响正常诊疗工作
前提下，应当保持至少1米的社交距
离。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部
遮掩口鼻，手部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
即刻实施手卫生。

4.加强清洁消毒管理。严格落实
《医 疗 机 构 消 毒 技 术 规 范》（WS/
T367-2012）、《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
范》（WS/T368-2012），做好诊疗环境
（空气、物体表面、地面等）、医疗器械、患
者用物等的清洁消毒。一次性使用医
疗器械应当即用即弃；可重复使用的医
疗器械应当在每次使用后进行规范清
洁消毒，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宜专人专
用。诊疗环境优先选择自然通风，不具
备自然通风条件应当选择机械通风或

空气消毒措施，合理配置新风系统、回
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建立上送风下回风
的气流组织形式。使用清水和清洁剂
彻底清洁环境表面，并使用有效消毒剂
对环境物体表面，尤其是高频接触部位
进行规范消毒。对患者呼吸道分泌物、
排泄物、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理。患者出
院后规范实施终末消毒，消毒后按《疫
源地消毒总则》（GB19193-2015）进行
消毒效果评价。

5.合理安置患者。根据感染性疾
病病原学特点、传播方式和特定人员感
染风险评估结果，对不同类型感染者、
疑似感染者、易感者采取合理的分区
分类安置措施，降低不同风险人员因
暴露导致交叉感染的机会。

6.规范医用织物和医疗废物管
理。新冠病毒感染者救治过程中使
用的医用织物，洗涤处置执行《医院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
T508-2016）；救治过程中产生的医疗
废物，严格执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
医用织物洗涤处置和医疗废物管理，
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实施健康监测
医疗机构应当合理调配人力资源

和安排班次，优先保障隔离病区、发热
门诊及核酸检测等重点部门的诊疗需
求，医务人员相对固定，缩短可能暴露
的时间，避免医务人员过度疲劳。提供
营养膳食，保障医务人员充分休息。做
好医务人员疫苗接种工作，落实“应接
尽接”要求。根据岗位特点和风险评估
结果，合理确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频
次，开展体温和呼吸道症状等主动健康
监测，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对参与相关
诊疗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必要时，可
集中封闭管理，并根据疫情流行情况和
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需要时可合理
开展胸部CT、血常规、抗体检测等检验
检查。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隔离病
区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三、重点科室、部门技术要求
1.发热门诊
（1）发热门诊建筑布局和工作流

程应当符合《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WS/T311-2009）、《应对秋冬季新冠
疫情医疗救治工作方案》联防联控机
制医疗发〔2020〕276号）等有关要求。

（2）发热门诊诊区应当按照“三区
两通道”设置，即污染区、潜在污染区、清
洁区和清洁通道（医务人员和清洁物
品）、污染通道（患者和污染物品）。各分
区之间应当有物理隔断，各区域和通道

出入口设有醒目标识。
（3）发热门诊及留观病室应当首

选自然通风，如使用机械通风，应当控
制气流方向，由清洁侧流向污染侧。
发热门诊空调通风系统应当独立运
行。规范设置管理通风口。

（4）医务人员进出发热门诊和留观
病室，应当戴医用防护口罩、工作帽、手
套、靴套或鞋套（防护服如已有靴套则
不需另行加穿），穿隔离衣或防护服
（留观病室应当穿防护服），根据诊疗
操作选戴护目镜或防护面屏，并严格
按照穿脱防护用品规范流程，正确穿
脱防护用品。发热门诊医务人员要指
导患者及其陪同人员在健康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规范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接诊入境、国内高风险地区以及集中
隔离点发热患者等高风险人群的发热
门诊，所有工作人员要严格闭环管理。

（5）医疗机构应当将有发热或/和呼
吸道症状且无法明确排除新冠病毒感
染的患者分诊或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

2.急诊
（1）落实预检分诊制度，按规定路

线引导发热/和有呼吸道症状且无法
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至发热门诊
就诊。制定完善重症患者转诊、救治
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

（2）合理设置符合隔离救治要求，
可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提供就地急救服
务的诊疗区域或急救室。

（3）加强人员管控，规范设置等候
区域并加强管理，避免人群聚集。

3.接受诊疗措施时需患者摘除口罩
的科室/部门（如鼻/咽拭子采集、口腔诊
疗、支气管镜或上消化道内镜诊疗等）

（1）所在地区发生多点散发或聚
集性疫情时，应当严格实行一室一医
一患，必要时可安排一名医务人员辅
助开展工作，避免交叉感染。

（2）诊室通风良好，必要时采取机
械通风或动态空气消毒措施。

（3）实施易产生气溶胶的诊疗操作
时，相关医务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诊
疗不同患者应当合理更换个人防护用品。

（4）进行支气管镜或上消化道内镜
诊疗时，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患者实际
情况，可先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4.血液透析中心（室）
（1）对血液透析患者及其陪护人

员，应当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定期进行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进入诊疗区需测温、
查验健康（行程）码和流行病学问询。
患者接受透析治疗时应当规范佩戴口
罩。陪护人员应相对固定。

（2）加强预检、候诊、接诊等区域的

管理，采取加强通风、增加候诊面积、合
理安排功能空间以及减少人员聚集等
感染防控措施。

5.普通病区（房）
（1）规范设置过渡病室，用于收治

暂无核酸检测结果的急诊患者或者隔
离排查可疑的住院患者。过渡病室不
需按“三区两通道”设置。

（2）过渡病室宜设置独立卫生间，
通风良好，标识明确，应有防护用品穿
脱空间。应单人单间安置患者。

（3）建立相关工作制度及流程，病
区（房）内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时，即刻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按规范要求实施及
时有效的隔离、救治和转诊。

6.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定点医
院及病区

（1）定点医院及隔离病区的建筑布
局、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应当符合呼吸
道传染病防控标准和规范，配备质量优
良、数量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原则上
储备量应当满足定点医院满负荷运转
30天需求。

（2）定点医院隔离病区工作人员
应当戴医用防护口罩、工作帽、手套、
护目镜或防护面屏，穿防护服、靴套或
鞋套（防护服如已有靴套则不需另加
穿），并严格按照穿脱防护用品规范流
程，正确穿脱防护用品。

（3）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应当单人单
间隔离安置，无症状感染者、确诊患者
可分别同室安置。鼓励有条件的定点
医院对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单人单间
隔离安置（带独立卫生间），进一步减少
不同病例间相互交叉感染的机会。

（4）污染区内应当配有独立包装的
个人防护用品和职业暴露应急处置箱，
呼吸道职业暴露后的处置流程应当在
明显处张贴，以供应急情况下使用。

（5）进入定点医院工作的人员，上
岗前应当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所
在地区发生多点散发或聚集性疫情时，
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和防控需要，可选择
增加血常规、抗体检测和胸部CT检
查。定点医院隔离病区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医务、管理、安保、保洁、餐饮、医疗
废物收集转运等人员）及其他直接或间
接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工作人员（包
括专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提供服务的
影像学检查等医务人员、闭环管理人员
的通勤车司机等）应当严格实行闭环管
理，工作期间安排单人单间集中居住，
所有人员在驻地与定点医院间两点一
线出行，固定通勤车辆，不得在定点医
院内安排驻地。

7.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
严格落实实验室生物安全制度，规

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相关操作，实验室
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规范处置医疗
废物。

（据《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
作人员防护应知应会手册（试行）》）

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人员个人防护要求之一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个人防护应知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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