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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唐秋菊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临桂区在第一时
间召开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紧急会议，成立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全区网格员以疫
情为命令，以网格为战场，全面集结，采用
“ 1+4+3 ”三位一体网格布局，即“一张
网、四道门、三支队伍”，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织密网格网，严密管控体系

根据疫情需要和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工
作要求，临桂区综治中心迅速调整原综治网
格，在原网格的基础上化大网格为小网格，全
区网格由原来 243 个细化为 1624 个，适时
做到了一村一网格、一小区一网格的精细划
分。同时，建立网格管理责任体系，每个网格
责任到人，每个人责任到户，所有责任人作为

网格员管理，即每位处级领导联系指导一
个乡镇，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联系指导
一个村（社区），村（社区）网格员每人联系
指导一个屯（组），屯（组）小组长联系指导
到户到人，做到区管乡（镇）、镇管村、村管
屯、屯管人，层层压实任务责任，激活力量，
全力抗疫。

建立四道门，严密排查体系

临桂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的总要求，在辖区建立了四级健康检
测点，筑牢外部输入疫情防线，从乡镇网
格员、卫生、公安、交通等部门抽调精干
力量组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健康检测工
作组，对所有来往车辆、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发现发热病人和疑似病人立即送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密切接触者送往
指定场所进行观察。在村（居）门口安排
基层网格员巡查，劝诫村（居）民管好自

己的腿，管好自己的门，少出门，保平
安。目前，临桂区设有 8 个国道、高速
路口健康检测点， 1 个高铁站健康检测
点， 11 个乡镇健康检测点， 1302 个自
然村健康检测点， 4000 余名专、兼职网
格员在各健康检测点和各村进行排查工作
并且实行每天排查数据四级上报，为全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实时情报。

建立三支队伍，严密防控体系

一是建立网格员宣传队，全方位宣传
不留死角。通过张贴标语和宣传海报、发
布通报、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宣传
车和村屯大喇叭音频宣传等方式，实现疫
情防控宣传全覆盖，确保宣传工作不留死
角。二是建立网格员排查队，入户排查不
留死角。全区 1624 个网格，每个网格至
少有 1 名基层网格员、 1 名民（辅）警、
1 名乡镇（社区）干部，形成三位一体的

网格排查体系，逐户逐人上门登记个人资
料，排查结果登记造册存档，有特殊情况
及时上报，确保人员排查到位、跟踪到
位。三是建立网格员村（居）民保障队，
保障居家隔离人员的基本生活不留死角。
村（居）民保障队网格员利用平时工作的
网格群，通过微信、互联网等手段，以语
音通话和群发信息的方式，主动与居家隔
离观察的村（居）民联系，询问村（居）
民生活中的困难和需求，为村（居）民购
买生活中需要的蔬菜、肉蛋奶以及部分生
活用品，并且把物资逐一送到家门口。村
（居）民们也非常欢迎这样的沟通方式。
截至目前，临桂区网格员发放疫情防控宣
传资料 169145 份，悬挂疫情防控口号
598 条，张贴疫情防控宣传海报 1000 余
幅，出动巡查车、村屯大喇叭宣传 986
次，在村（居）民网格群发送防疫知识、
公告、服务信息 3000 余条，为居家隔离
村（居）提供服务 204 人次。

临桂区三位一体网格布局

筑牢疫情防护墙

□本报记者游拥军 文/摄

这个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少出门、戴口
罩、勤洗手”也成了春节里的标配。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疾控中
心一线工作人员无疑是走在防控疫情最前线的坚定“逆行者”。

市疾控中心应急消毒工作组就是这样一群“逆行者”。他们 24 小时待
命，接到疫情处置的命令后，要立即到达新冠病毒存在和疑似存在的地方，
进行终末消毒。做好检验楼的环境消毒，避免实验室成为传染源。

所谓的终末消毒，就是针对出现病例以后进行彻底杀灭病毒的消
毒，必须由疾控中心执行；预防性消毒是预防病毒感染或者是表面简单
清洁，以清洁为主的消毒措施。

应急箱、消毒药水……每次外出，消毒组的装备总会把车后备厢塞得
满满当当。“我们执行的是终末消毒作业，是对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的居住
和工作场所进行消毒。”熊建伟是市疾控中心媒介预防科副科长，组内另外
一名成员是科员王敏。疫情发生后，他们一直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日前，记者与消杀组的两名成员进入了秀峰区一小区。他们要对该
小区内的一个疑似病例居住家庭进行终末消毒。

“每次终末消毒作业都要花费 1 个小时左右。”熊建伟说，这个时
间包括穿戴防护服、消毒作业、脱摘防护服等。因为终末消毒作业具有
很高的风险，需要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内与病毒零距离接触，正确穿戴和
脱摘防护用品十分重要。

“关门闭窗，我们要进行空气消杀和物体表面消杀，这样才能杀死
病毒，隔断传播。”王敏边说边用机器对房屋进行空气消杀，并告诫家
庭其他成员要在完成消杀工作 20 分钟后才能开门开窗。

当对房屋的每一处角落都进行过空气消杀和物体表面消杀后，两人
方才走出房屋，并对电梯间也进行了消杀。

做完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40 多分钟。两人回到户外，小心翼翼地将身
上的防护用品一件件脱下，并用防护袋装起来拿回中心进行处理。“刚开始
做消毒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有点紧张，但慢慢的越来越熟练，我们也就不害
怕了。”熊建伟告诉记者，对于自己的工作，家人也会有担忧，但还是很支
持。“我们能做的就是严格按流程穿戴好防护服，做好自我消毒。按指挥部
要求对确诊病人及疑似病例家庭住宅进行终末消毒，并开展消毒效果评
价，确保消毒工作达标，阻断每一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全力以赴保护易
感人群。”

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勇士们学习致敬！

终末消毒 做病毒隔断的“杀手”

本报讯（记者苏展）记者从桂林两江国际机场获悉，因返程
上班的旅客越来越多，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目前机
场已启用旅客健康申明填报系统。从桂林机场出发的旅客需如实
填写“机场旅客健康申明填报表”。旅客可在线上为自己及他人
进行填报，并且可以查询个人填报记录。

据了解，这份健康申明填报表采取无纸化方式，旅客可搜索
关注“机场行”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二维码。同时，在桂林机
场候机楼的问讯柜台、值机柜台、值机通道处、登机口柜台等地
方都贴有“机场行”二维码的通知，旅客可提前扫码并在公众号
里填写“机场旅客健康申明填报表”，并保存好。在申明填报
时，需要填写航班、出发日期、目的地，是否 14 天内到过湖
北、接触过发热病人等信息。

此外，桂林机场提醒旅客，桂林机场航站楼进出口处设立了
体温监测点，对每位进出候机楼的客人进行体温监测，旅客需于
航班起飞前 120 分钟到达候机楼，以免耽误行程。

本报讯（通讯员常丹丹 陶丽萍）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发生后，栗木镇党委、政府通过明确职责、做好管控、加强正面
引导等举措，扎实做好全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栗木镇是恭城瑶族自治县的人口大镇，有 4 万多人，而且
在疫区务工学习的人属于全县在册人员最多的。为了抓好抓实疫
情防控工作，该镇党委、政府及时成立栗木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应急预案。

各单位各村屯全力排查湖北尤其是武汉返乡及来恭城人员，
或与湖北武汉返乡人员有过接触的群体情况，开展拉网式排查，
排查过程中如发现有不明原因发烧、咳嗽、乏力等症状的，要求
其戴口罩迅速至县人民医院就诊。进一步加大管控工作力度，截
至目前排查登记 1 月 8 日以后从湖北返乡人员 88 人并上报，确
保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

镇领导带队，深入集镇、超市、商店、敬老院等发放《致全
镇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及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倡议书
1000 多份。同时通过栗木党建 e 家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QQ 、流动宣传车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积极
引导群众不参与聚会、尽量减少外出次数，从源头上降低疫情传
染的风险。

▲日前，工商银行桂林分行主要负责人带领慰问组来到市第
二人民医院，对该院一线医护人员开展慰问，并向医院捐赠 5
万元资金，用于为医护人员购买口罩和防护服等防疫物资。据了
解，自 1 月 26 日起，市二医院按照有关部门部署，积极组织医
务人员在医院发热门诊、火车北站、桂林站、汽车客运北站、香
江饭店、城市便捷酒店(瓦窑批发城店)及鸣翠新都小区等地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并组织专家到永福县、资源县人民医院开展防控
工作帮扶和指导，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 摄

桂林机场启用旅客

健康申明填报系统

栗木镇扎实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工商银行慰问

市二医院医护人员

本报讯(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刘丰斌 谢荣珍)“过新年，防
疫情，不走亲访友，不参加聚餐，不聚集打牌，不操办酒席，少
到人多的地方……”春节期间每天 8 点钟后，从资源镇辖区内
的道路上就会传来小喇叭的声音，这是镇政府和各村（居）自制
的流动宣传车在播放防疫知识。

据了解，目前资源镇共有 5 台宣传车在县城及管辖的 16 个
村（居）巡回广播，大街小巷、村村寨寨都能听到疫情防控知
识，流动小喇叭发挥了防疫宣传大作用。

除了利用小喇叭宣传之外，该镇还利用“村村响”大喇叭播
放疫情防控知识，提醒居民加强防控意识。大喇叭看起来有点
“土”，但效果很好。该镇石溪头村张阿姨每天宅在家中，听了
村委传来的喇叭声后说：“听到大喇叭播放的防疫知识后，大家
才慢慢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现在村里的人都不聚集，不窜门，
戴口罩，勤洗手，讲卫生了。”目前，该镇创新多种方式进行防
控宣传，打通防疫宣传“最后一公里”，确保宣传全覆盖、无死
角，取得良好效果。

资源镇：

大小喇叭一齐响

织密疫情防控网

一
人进行空
气消毒，
一人进行
物体表面
消毒。

消毒完毕，要在空气流通的室外除掉防护
服，并用专门的袋子把防护服装好。

▲两人得相互帮忙才能把防护服穿戴好。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江峰 陈雯
文/摄）目前已进入疫情防控关键阶段，

我市街道社区严防死守，防止病毒扩散。作
为桂林市承担疫情防控排查用红外测温仪校
准的唯一单位，市计量所主动联合各城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做好技术支持。

近日，记者从该所了解到，七星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有 38 台红外测温仪急需检测，
这批物资是要紧急下发到各街道办、社区和

高速路口测温点用于疫情防控的。市计量
所业务室立刻与温度室联系，落实送检时
间、业务办理、检测人员等相关事宜，确
保任务高效有序完成。检测工作当天，相
关业务室接到七星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送检
的红外测温仪，立即快速熟练地进行样品
拆封、清点、登记和录入，将样品送到实
验室。温度室工作人员按照校准规范，开
始检测样品。检测完成后，马上进行数据

分析处理，第一时间将检测完成的测温仪
到客户手中。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市计量
所积极行动为防控单位提供“及时雨”式
计量保障服务。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
为 22 个防疫部门完成 244 台测温仪的检
测，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有力的计量技术支撑。

市计量所全力提供计量保障服务
确保街道社区防疫检测设备安全准确

□记者胡晓诗 通讯员王华君 何达吉

在疫情防控工作的战场上，平乐县大发
瑶乡的巾帼们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网格员、监测员和宣传
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据了解，大发瑶族乡有 10 个村委、 1
个社区，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该乡的
巾帼们迅速转变角色，快速响应、积极参

与，成立 11 个巾帼网格义务巡防防控工
作小组，全方位开展摸排，挨家挨户了解
情况，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个，为全乡
疫情防控科学部署及时提供准确信息。

该乡设置了 17 个疫情防控监测点，
以村（社区）为基本单位，监测过往车辆
和人员。该乡党委书记黄夏兰带领瑶乡妇
女干部到监测点守卡。对主要路口值班把
守，重点对外来车辆人员进行登记排查，
为过往人员测量体温，排查疫情。黄夏兰
说，“这是一支勇敢的娘子军，风里雨
里，都坚守岗位，把好关，尽职尽责。”

“出门记得戴口罩，每天要勤洗手，
注意室内通风。”疫情发生后，大发瑶族
乡妇女积极行动，构建了 1 名村级妇联主
席+1 名妇联执委+N 名妇女同志的宣传小
分队，当好疫情防护宣传员。通过微信群
平台、网格群，以及电话通知、入户走访
等多种形式，对群众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劝阻村里的聚会、聚餐、打牌等行为，教
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主动配合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做好舆情正面引导。

塘冲村的刘晓云于 2017 年担任塘冲
村妇联主席，同时已在该村从事村医工作

40 多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作为一名
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刘晓云的身影一直忙
碌在疫情防控的一线上。每天，她都会提着
自己的药箱，对湖北返乡人员定时上门量
体温、讲解预防知识，交代居家隔离注意事
项，并及时安抚他们的思想情绪。她还劝阻
了塘冲村 3 起酒席的操办。

刘晓云说：“我必须站在一线，村里
的家家户户情况我也最了解，而且我作为
一名村医，医学防治就是我的职责，能够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就会让老百姓
多一份安心，多一点安全。”

战“疫”在前 平乐大发瑶乡巾帼力量在行动

计量所工作人员在进行校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