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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滦州市前商家林村的果农在管理大
棚葡萄。早春时节，河北滦州市农民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开展农业生产。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抢抓农时保生产
2 月 15 日，琼海市嘉积镇桥头村的农民管理作

物。海南琼海市的农民抓住大地回春的大好时机，抓
紧春管作业。 新华社发（蒙钟德摄）

绿野田园春管忙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
考。”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针对这次疫情暴
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就加强疫情防
控和改进应急管理提出新要求、作出
新部署。这对于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举
措。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顽强奋战，经
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
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现在，疫
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重大疫
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构筑牢不可破的坚固防线。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必须突出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
题。“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
后能自强也。”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一
些地方和部门在预防预警、先期处
置、应急能力等方面暴露不少短板和
不足，要聚焦“病灶”对症下药，切实
加以整治提升。要抓紧进行对公共卫
生环境的彻底排查整治，坚决依法取
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
贸易，做好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
物资生产能力布局等项工作。只有切
实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才能尽快
把问题解决、把隐患消除，不断提升
防控能力和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必须牢牢把握制度建设这条主
线。“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要对照疫
情防控这面镜子，有针对性地推进法
律和制度的改革完善，既从解决紧迫
问题入手，又从制度层面进行谋划安
排，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标本兼
治。要以此次疫情防控为切入点，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尽快推动
出台生物安全法，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
制度建设，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
理办法。不断织密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疾病预防控制、重
大疫情防控救治、应急物资保障等制度体系，该坚持的
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为
有效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要运用系统思维、注
重协同配合。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涉及法治、防控、救治、保险、救助、应急管
理等方方面面，头绪多、任务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
加注重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搞好配套衔接，进一
步增强制度合力，让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发挥
作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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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2 月 16 日出版的
今年第 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文章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
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我们要按照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
实做好工作，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文章指出，总的看，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
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
措也是有效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工作
抓实、抓细、抓落地。当前，疫情防控方面要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

一领导。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
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
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疫情防控不只是
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是总体战，
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
持。第二，加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只有集中力
量把重点地区的疫情控制住了，才能从根本上
尽快扭转全国疫情蔓延局面。要重点抓好防治
力量的区域统筹，坚决把救治资源和防护资源
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优先满足一线医护人
员和救治病人需要。要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
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实施地毯式排
查，采取更加严格、更有针对性、更加管用有效
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第三，提高收治率和治
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这是当前防控工作
的突出任务。第四，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战胜疫

病离不开科技支撑。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
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
况，及时研究防控策略和措施。

文章指出，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是有效
应对重大疫情的重要保障。当前，尤其要做好以
下工作。第一，全力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第
二，维护医疗救治秩序。第三，扎实做好社会面
安全稳定工作。第四，切实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文章指出，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
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
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第一，强化显政，坚定战胜疫情信心。第二，把握
主导，壮大网上正能量。第三，占据主动，有效影
响国际舆论。

文章强调，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我们仍然
要坚持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都要抓好，
党中央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都要完成。疫情
特别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
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
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的重点任务，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
要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做好应对各种复杂
困难局面的准备。第一，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第二，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第三，着力
稳定居民消费。第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
平。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
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
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
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
重任务能力。

广州：迎“疫”而上破“两难”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周强、徐弘毅、杨淑

馨）当下，广州正迎来节后复工复产。防疫不
到位，就没有复产的安全环境；没有有序的复
工，战“疫”也会受影响。

“疫”考之下，人口净流入、综合交通枢纽
等优势转变成了广州防疫的巨大挑战。广州迎
“疫”而上，严防疫情扩散，力促复工复产，把防
疫战场转变为倒逼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演
练场。

外防内控增强城市“免疫力”

受疫情叠加返程高峰影响，这座常住人
口约 1500 万的超大型城市正迎来巨大压力。

“随着珠三角地区企业复工复产，广州返
程客流逐步增加。”广州市交通局副局长李朝
文说，“受疫情影响，虽然高峰未现，但节后返
程时间延长，全市防控周期拉长了。”

为迎接返程高峰，广州市内 6 大火车站
共安装 44 台大型测温仪，还配备 568 台手提
测温仪，候车室、卫生间等消毒频次大幅增

加。广州南站副站长贺爱晖说，“作为客流最大
的高铁站，南站已可以做到 100% 测温。”

逢车必查，逢人必检。1月 24日以来，广州在
高快速路、国省道以及外联的城市道路方面，共
设置 222个测温点。“防疫检查全覆盖，就是为了
防输入。”广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王晓东说。

地铁是内防扩散的重点。“安检点设置体温
检测等候警戒线，超过 15-20 人排队就增加测
温点。”广州地铁集团副总经理蔡昌俊说，“为了
降低聚集风险，我们适当提升运力，降低列车载
客密度。”

从物业小区封闭式管理，到由村居干部、基
层民警和医务人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入户摸排
重点人员，广州已构建以发热门诊为“前哨”，以
交通运输体温监测网络、社区健康服务管理网
络为重点的“一哨两网”防控格局。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欧阳资文说，本地发
现病例呈现“一多两少”特征：主动发现病例占
比大幅增加；患者从发病到就诊的时间、确诊时
间明显缩短。

暖企政策促复工复产

测量体温、洗手消毒、逐个进场，广州旺
旺食品公司员工已经适应进厂的检测环节。
复工首日，公司约 900 名员工返岗，复工率约
达 40%。

截至 2 月 12 日，旺旺食品所在的广州开
发区已复工企业 2624 家，全区工业百强企业
复工 117 家，占工业百强总数的 94 . 3%。

免场地租金、降贷款利率，广州出台“暖
企十五条”为企业减负，扶持对象正是中小微
企业。广州华凌制冷设备公司负责人汪小进
说：“政策很有针对性，我们决心在 2周内完
全恢复产能。”

一些企业积极“自救”。11 日，广汽集团
自制的口罩生产设备顺利安装调试，月底将
自制设备 30 台。公司董事长曾庆洪说：“这些
设备一部分保障自身复产需要，其余将提供
给其他企业，减轻广州防疫物资供应压力。”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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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贵阳 2 月 15 日电
（记者李银、齐健）15日傍晚开始，
贵州对在疫情防控中设立的所有
“关卡”陆续有序取消，吹响了畅通
省内交通、加快复工复产的号角。

15 日下午，贵州省委主要负
责同志在贵州省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宣
布，在采取全省统一集中收治、疫
情防控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后，贵
州省疫情防控期间各市州、各县、
乡村之间设立的“关卡”一律取
消，畅通省内交通、流通，不能再
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为
生产、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据介绍，撤掉省内卡点之后，
贵州交通等相关部门将把防疫物
资和人员集中到省界通道的服务
和防控上，做好高速公路车辆免
费通行的服务。

针对疫情对旅游业、服务业、
企业复工复产带来的影响，贵州
要求各地要“一企一策”“一项一
策”，安排工作专班，帮助企业解决
防控物资、原材料、资金等困难，推
动骨干龙头企业带头复工复产。

新华社武汉 2 月 15 日电（记者李思远）武汉是新
冠肺炎的重疫区。记者近日在有着“中国光谷”之称的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走访看到，部分企业从未停工，
部分企业于近日恢复生产。

消毒，登记，测体温，戴手套、头套、护目镜……“全
副武装”之后，记者进入武汉正源高理光学有限公司厂
区。再换鞋、裹上除尘服，风淋除菌除尘，才能进入工厂
的“心脏”——安排码盘生产线。

“安排码盘是自动化产品关键零部件，口罩、防护
服、医疗检测产品等自动化生产设备都离不开它。”武
汉正源高理光学公司总经理胡利军介绍，从 13 号开始
复工，在七成员工尚未回岗的情况下，正源高理光学公
司已经将产能恢复三成。“其实，目前上班的大都是管
理和技术人员。特殊时期用特殊办法，现在只要懂工艺
的人员都在当工人在用。”胡利军说。

正源高理光学公司经过 15 年的发展，生产的安排
码盘占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胡利军说，“疫情严峻，但
我们对政府有信心。今年，我们将推出手机光学棱镜产
品，把因疫情停工的时间补回来。”

位于光谷生物城的华大基因武汉公司作为疫情防
控的重要医疗企业，产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高
通量基因测序仪是重要物资和设备，一直在满负荷运
行。华大基因公司相关负责人朱延梅说，连日来，武汉
公司在人员只有三成的情况下全力开动，加班加点生
产。同时，面积 2000 平方米的“火眼”病原生物安全实
验室已经建成，每天可为万人提供检测服务。

生产的不止与医疗卫生密切相关的企业。疫情寒
冰之下，经济脉搏仍在强劲跳动。

数公里之外，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也一直
没有停产。厂房内，信号灯闪烁，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平
稳运行，不时有技术人员巡视。作为国内重要的芯片制
造商，武汉新芯提前应对这次疫情，备足了生产原料。
同时，对员工施行分级和封闭管理。“公司已申请带宽
扩容支持，未来能够保障 5000 名以上的员工同时远程
在线办公。目前，除研发略有延迟外，企业基本保持计
划进度。”新芯公司董事长杨道虹说。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防
控依然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部分企业克服重重困难
生产同样可贵。期待早日战胜疫情，迎来经济复苏。

复工中的“光谷”

这是一组令人动容的数据：
截至 2 月 11 日 24时，全国医务人员确诊

新冠肺炎 1716 例，其中 6 人以身殉职。湖北医
务人员确诊 1502 例，其中武汉 1102 例。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出征：
截至 2 月 14 日 24时，各地向湖北已派出

217支医疗队 25633 名医疗队员，军队共派出 3
批次 4000 余名医务人员。

悬壶入荆楚，白衣做战袍。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发

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救治患
者，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当疫病肆虐神州，当患者亟待救治，他们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奋战在一线，挺身在前
沿，在最危险的防疫阵地上昼夜拼搏。

闻令而动 面对未知的病毒，冲锋

是义不容辞的选择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一次挑战！”作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武汉金银潭
医院院长张定宇这样说。

从医 33 年，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坚强
地挺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风眼”。病人激增、
医疗资源短缺、手下医务人员“一人当两人
使”……他这一仗，打得极其艰苦。

疫情如火，庚子鼠年来临之前，武汉、湖北，
乃至全国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关键时刻，党中
央、国务院迅速作出决策部署，强调要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各地医务工作者应声出征，驰援武汉。
“肺科医院！”“第十人民医院！”“华山医

院！”……从庚子年除夕夜开始，上海、广州等多
地机场的候机大厅内，相继回荡起这样特殊的
“点兵”声。

解放军医疗队多箭齐发，来自浙江、上海、
江苏、广东、陕西等地的 217 支医疗队紧急驰
援，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此次医疗救
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超出以往。

疫情就是命令，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一线。

“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
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一番话，显示了共
产党员的担当。

“我报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各个党支部
微信群里，报名请战的人员名单已经接起了长
龙。在前线成立的临时党支部里，18 名年轻的
医务人员在战“疫”火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医疗界精锐尽出，战胜疫情的决心，不言
而喻。

深圳、武汉、北京…… 84 岁的钟南山辗转
多地，调查研究疫情防控。目前，他正在科技攻
关和科学救治两条战线上奋战。

9 所“方舱医院”在武汉投入使用，已收治
了 5600 多名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
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 2 月 1 日赶赴武

汉。这位非典时期担任北京医疗组组长的专家
坦陈，“方舱医院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举措”，每天
都持续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理个光头，削发出征！”“我是去过汶川的，
这次必须要去”“我是参加过抗击非典的，这次
必须要去”“孩子，妈妈去打怪兽了”……一个个
让人热泪盈眶的场景，一个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在神州大地传播。

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救援、援非抗击埃博
拉……从“60”后到“90”后，四代医学工作者无
畏付出，迎着疫情坚定前行。

“ 80 后”ICU 医生、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
院王凯记得，2003 年抗击非典时，正上初中的
自己被奔赴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感动，立下学医
的理想。如今，他主动请战，“到了我奋战的时刻
了！”

浙江的驰援队伍里，有很多“ 90 后”年
轻医务人员。“很多年轻人都是出征前最后
一刻才向家人汇报，家人们肯定会担心，但
知道我们是干这行的，早有心理准备。”台州
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杨希说，自己从他们年轻的脸上看到了使
命传承。

一袭白衣，有怎样的魔力，能让一个人不
惧生死？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护士郭琴，刚
刚度过了治愈的隔离期，就重回工作岗位。为
此，她的父亲
在她出发的那
天，难过得说
不出话。
（下转 3 版）

 2 月 12 日，两名医
务人员在武汉体育中心方
舱医院前竖起拇指为自己
和同伴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火火线线上上的的中中流流砥砥柱柱
献献给给奋奋战战在在抗抗疫疫一一线线的的医医务务工工作作者者

逆行！就是义无反顾，
就是分秒必争。

温暖！他们生而平凡，
却敢与死神抢命。他们生
而不凡，也有普通人的离
合悲欢。

▲▲扫描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微视频《天使的
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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