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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记者李斌、王君
璐）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一个多月来，北京市
启动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派出
7 . 4 万余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参与社区
（村）值守，18 . 9 万名在职党员主动到社区（村）
报到，与社区工作者、物业、保安、楼门长、志愿
者、热心群众同心携手，共铸首都疫情防控的
“铜墙铁壁”。

全北京 7000 多个社区（村）出现了一张张
“新面孔”，给人们带来希望、信心，记者走近其
中几位……

日行 3 万多步的半拉“社区人”

打开姜真的微信朋友圈，最近一个多月全
是在社区站岗、消毒的图文记录，用他自己的话
说“我现在也已经是半拉社区人啦！”不同的是，
他晒的照片构图、用光都透着一股专业劲儿。

1 月 20 日，北京首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长期在西城区融媒体中心工作的姜真第一
时间递交请战书，之后迅速来到天桥街道香厂
路社区报到，成为北京市西城区首批主动“请
战”下沉社区的机关党员干部之一。

每个社区（村）至少有一名区直机关干部、
一名街道乡镇干部、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专业人
员，全天候派驻——数以万计的干部下沉，实现
北京全市 7120 个社区（村）全覆盖。

登记测温，重点区域消杀，入户排查……战
“疫”至今，姜真每天不停地在香厂路社区 0 . 2
平方公里的面积里“打转”，穿胡同、爬楼梯，一
天能走 3 万多步：“ 17 年前非典时我刚参加工
作，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
在，到我贡献力量的时候了。”

香厂路社区内设有便民菜站，服务附近 8
个社区的居民。每天上午买菜高峰时间，人流不
停出入，测温工作量骤增。8 个社区都有不同的
出入证，给防疫人员查验带来不小压力。

“尽量将各种出入证都识记在心里，同时打
印出来贴在出入口方便识认。最近我值守时发
现有人使用伪造出入证，及时交警察处理。”姜
真说。

零下 4 摄氏度冒风顶雪的社工、79 岁还坚
持和年轻人一起站岗的肖老爷子、为准确测温
给测温仪织毛衣套保暖的老党员……下沉社
区，姜真也没忘了老本行，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
时用手机拍摄下一个个动人瞬间，通过微信公
众号、抖音等平台传递温暖。

最近，姜真正忙着给居民更换需要张贴照
片的新出入证。“真希望这批出入证派不上多久
的用场，希望疫情赶紧结束。”

真岗位真干活儿的“急先锋”

面对疫情，北京海关组织 10 名党员干部下
沉八里庄街道远洋天地、红庙两个社区，全脱产

派驻，由社区党组织定岗定责。
“十万火急的事儿，就要由急先锋来办！”北

京海关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苑玉梅说。
北京海关的 10 名党员干部，是北京市级机

关企事业单位 2040 名“下沉干部”的缩影——
到社区（村）充实基层防控力量。

随着复工复产，外地人返京数量持续增加，
社区防控压力不断加大。在区级单位前期下沉
的基础上，2 月 26 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
直机关工委等部门组织动员市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选派干部下沉社区（村），协助 61 个未返京人
员超过 1000 户的社区（村）、238 个城乡结合部
人口倒挂村，以及首都核心区“无物业、无安保、
无封闭开放式”的“三无小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下沉不是走过场，是真岗位真干活儿。我
们以两个社区为单位，建立两个临时党支部，将
红旗插在防控一线，将党建引领作用带到百姓
中间。”亦庄海关副关长王少华在检疫战线历练
多年，下沉红庙社区后又拿起了测温枪，“测温、
识人，都是我们海关人的看家本领，我们要在社
区站好岗，当好社区守门员。”

复工复产后，商务楼宇成为疫情防控的重
点、难点。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刘天乐带领
海关党员干部在远洋天地社区的商务楼宇反复
巡查，督导检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目前已将 8 栋商务楼宇摸排了两遍，检查

督导企业近 500 家。”刘天乐说。

穿绿马甲的“火线党员”

3 月 7 日，星期六，北京市门头沟区城管委
工作人员路珊珊和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刘玉峰这
两名刚刚“火线入党”的年轻人佩戴党徽，穿上
绿色的“门头沟热心人”马甲，来到龙门新区六
区报到。

当天，北京市门头沟区 13 名来自不同岗位
的“火线党员”全部到社区（村）报到，积极参加
“党员顶岗一日、社工轮休一天”活动。截至目
前，北京市火线发展党员 162 人。

除了参与值守测温、检查出入证，路珊珊和
刘玉峰还充分发挥个人专长，尽自己所能服务
社区百姓。

“能在入党第一天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非
常有意义。”路珊珊将在单位处理 12345 来电诉
求时了解到的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反馈给社
区，提示社区提前做好相应工作，做到“未诉先
办”。

“我手艺一般，哪儿不合适您随时说，我再
给您修一修。”为帮助居民解决疫情期间理发不
便的难题，刘玉峰主动发挥在家练习出的理发
技能，到居民家里，为老人免费理发。

连日来，北京本地新增确诊病例为零！疫情
向好的背后，有着“增援”干部的默默奉献、守望
相助……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记者白阳）战
“疫”当前，包括近 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
260 多万名各级人大代
表，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线认
真履职，用行动诠释了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
代表为人民”的庄严
承诺。

建言担当汇聚民声

汇民声，聚民意，传
民情。在防控疫情的工
作中，各级人大代表充
分发挥密切联系人民群
众的天然优势，从各自
专业领域出发，汇民情、
聚民智，围绕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出了许多科学、合
理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党永
富根据在农村的调研情
况，提交了关于对农村
返乡农民工新型冠状病
毒防控的建议，提出成
立省、市、县、乡、村五级
联动的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及时跟踪、筛选外出
返乡人员情况等具体防
控措施。来自企业界的
全国人大代表聂鹏举提
交了关于迅速提高口罩
产能的建议，建言鼓励
企业跨行业投资生产口
罩。来自医疗一线的全
国人大代表蔡卫平提交
了关于建设平战结合的
综合性传染病医院应对
各种重大疫情的建议，
建言扩大传染病医院建
设规模。来自审计领域
的全国人大代表马玉红
提交了关于近期中小企
业生存与发展的建议，
建言要以金融支持为突
破口，帮助企业恢复
生产。

记者了解到，截至 3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已收到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建议 133 件。这些兼具针对性与操
作性的建议，为全国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决策
参考。

不仅如此，各级人大充分发挥人大的立法职能
和优势，积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及时、有效
的法治支撑。人大代表也纷纷就全面禁止滥食野生
动物、适时修改传染病防治法、优化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响应机制等热点问题提交建议，及时反映百
姓立法修法的呼声。

救死扶伤护民安康

发挥代表作用不仅体现在建言献策上，更体现
在代表们身体力行做表率的行动上。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广大医务工作者奔赴抗“疫”最前线，不计报
酬、不论生死，成为战“疫”中的最美逆行者，他们中
不少人都是人大代表。

1 月 27 日，农历大年初三，正在天津指导疫情
防控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
大学校长张伯礼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急召飞赴武
汉。从这天起，他就一直战斗在战“疫”最激烈的前
线。2 月 16 日，年逾古稀的张伯礼因劳累过度做了
胆囊摘除手术，而他术后第三天就又投入抗“疫”工
作。“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武汉了！”张伯礼说。

医学界此次面对的，是一种还在认识中的全新
病毒。如何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治愈
率？医务工作者带着崇高使命感冲锋在前。全国人
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就是其中一
位。作为一名心胸外科专家，陈静瑜不仅带领医疗
团队奋战危重症病例诊疗一线，在救死扶伤之余也
不忘履行代表职责。他根据疫情发展及时提交闭会
期间的代表建议，建议国家成立武汉新冠肺炎
ECMO 特别救治队，并表示愿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参
与救治。

全国人大代表李为民、罗杰、雷冬竹、张荣珍、蔡
卫平、周松勃、胡春莲，省级人大代表王茂生、周怡
兴……这些奋战在抗“疫”最前线的白衣勇士，以生
命守护生命，用忠诚和汗水守卫一方百姓生命安全，
让“人民代表”四字更有分量。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各行各业
的人大代表们立足各自工作岗位，尽心尽责、默默奉
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月 24 日，农历大年三十，全国人大代表、58
集团首席执行官姚劲波组织员工组建爱心车队，第
一时间将 40800 个一线急需的医疗口罩运往武汉。
全国人大代表、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石聚彬组织旗下同心酒店进行武汉留置观察人员
隔离定点场所的申报；全国人大代表、以岭药业总经
理吴相君要求企业春节期间开足马力扩大产能保障
药品供应；还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带头捐款捐物，身
先士卒共克时艰……

作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主要防线，广大基
层代表奔走在大街小巷、村居农舍，开展防疫宣传、
排查登记、人群聚集检查等工作，构筑起防疫的坚强
堡垒。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三堰淌村
党总支书记吉明东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
作取消各类喜事宴请活动；全国人大代表、大冶有色
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职工李莉报名成为社区志愿
者，每天打 90 户电话督促防疫工作落实；全国人大
代表、福建省龙岩市西安社区党委书记章联生开设
网络直播党课栏目，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宣讲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些防控一线的信息员、宣传
员、战斗员，为群众编织起一道家门口的健康防
护网。

一年之计在于春。此时此刻，各级人大代表仍投
身于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农村春耕备耕等各
项工作中，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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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面孔”带来希望和信心
北京战“疫”一线“增援”干部纪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记者刘羊旸、董
瑞丰、熊丰、张泉）3 月 16 日 0 — 24时，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 21 例，截至 16 日 24时有确诊病
例 8976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68679 例。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尽快攻克疫
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在 17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说。发布会上，相关部门就我国药
物、疫苗研发以及中医药在抗“疫”中的作用等
披露了最新进展。

药物研发有哪些新进展？

法匹拉韦疗效明确

根据一线救治需要，科研人员不断筛选有
效治疗药物。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介绍，针对新
冠肺炎轻型、普通型向重型转化的阻断，重点推
动磷酸氯喹、法匹拉韦和中医药的临床应用；针
对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重点推动恢复期血
浆、托珠单抗、干细胞和人工肝的临床应用。

“目前的临床数据显示，法匹拉韦的临床疗
效良好，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张新民说，鉴
于其安全性好、疗效明确、药品可及，联防联控
机制科研攻关组建议将法匹拉韦尽快纳入诊疗
方案。

他介绍，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的临床
研究入组患者 80 例，结果显示，在病毒核酸转
阴方面，法匹拉韦治疗组治疗后患者与对照组
相比，转阴时间中位值明显缩短，分别为 4 天和
11 天。在胸部影像学改善方面，与对照组相比，
改善率分别为 91 . 43% 和 62 . 2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牵头开展的临床研究已
完成各 120 例入组和临床治疗观察，研究结果
也显示，试验组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显著优于
对照组。

张新民说，目前国内已有企业获得国家药监
局药品注册批件并实现量产。下一步，科研攻关
组将进一步推动攻关成果在武汉应用，并针对目

前国际疫情态势，推出药物治疗的中国方案。

疫苗研发进度如何？

有的已递交临床试验申请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对安全性的要
求也是第一位的。

“已有研发进展比较快的单位，向国家药
监局滚动递交临床试验申请材料，并已开展临
床试验方案论证、招募志愿者等相关工作。”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说，我国新冠病毒疫苗
研发进展目前总体上处于国际先进行列。

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
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核酸
疫苗……目前，我国正按照 5种技术路线、遴
选 8 个优势团队“并联”开展疫苗紧急研制，
有些研发团队已完成动物实验的大部分
工作。

疫苗在用于人的临床试验之前，先要通
过实验室里动物检验这一关。为加快动物检
验，我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建立了小鼠、恒河猴
等动物模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
研究所研究员秦川说，这些最早成功并经过
鉴定的动物模型，使我国突破了疫苗从实验
室走向临床的技术瓶颈。

“经动物实验证明安全有效性后，才能进
入临床试验。”王军志说，大部分研发团队 4
月份有望完成临床前研究，并逐步启动临床
试验。在不降低标准、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
下，我国科学家正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研发。

中医药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体现在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

在抗击疫情中，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受到
广泛关注。中医药有何疗效？中西医结合效果
如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昱说，
在这次疫情抗击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
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前所未有的。中医药的作用体现在预防、治疗
和康复全过程，在国家发布的诊疗方案中，中
药方剂显示出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据介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 5批
近 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
的医疗队里有近 5000 人来自中医药系统，全
国有 97个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参与了
救治工作。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中医药参
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 96 . 37%，在
湖北地区中医药的参与率也达到了 91 . 05%。

“中西医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有效降低
了病亡率。中西医结合是这次疫情防控救治
的亮点，也将纳入我们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李昱说。

拿手术刀稳稳的手，
提笔家书却会颤抖。浙江
目前有 2018 名医疗队员
在湖北抗疫一线，其中时
间最长的已连续奋战超过
50 天。通过浙江省卫生健
康系统各级宣传部门，记
者得以看到他们与家人在
抗疫“烽火”中传递的家
书。字里行间，有救治中的
感悟、疲惫后的倾诉，更有
磨砺中的信念。

“入驻武汉‘满月’，重
症病区‘清零’。每治愈出
院一位病人，感觉就像在
春天里抛撒出一颗希望的
种子……”3 月 15 日，浙
江省第四批支援武汉医疗
队队员、绍兴市新昌县人
民医院 ICU 医师于晓明
写下了这段文字。在他的
日记家书里，讲得最多的
是经手的病人，讲他们如
何从医患关系，变成患难
之交的朋友。

有太多的医生，始终
对病人心心念念。截至 3
月 15 日，浙江派至湖北的
医疗队员累计诊疗患者
1 1 1 9 人 ，治 愈 出 院
618 人。

“亲情永远是治病的一剂良方！”在武汉的
浙大一院感染病科副护士长刘烨，向家乡的亲
人朋友讲述了救治 63 岁余奶奶的经历。“突发
中风、丧偶之痛加上感染了新冠肺炎，让余奶奶
一度拒绝治疗。我们让她和女儿、外甥视频，老
人家才慢慢缓过来。”

肿胀的手脚、充血的眼睛、刺痛的脸庞……
疲惫悄然袭来时，家的温暖成了最好的治愈。医
务人员们在家书中鼓励着孩子，也鼓舞着自己。

“从你出生到现在，妈妈从来没有离开你这
么久，但是妈妈也想给你树立一个好榜样，那就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浙江省第三批支援
武汉医疗队队员、武义县中医医院护士汤含
曙说。

“一个月的异地打拼，体力、精力以及心理
上都承受了巨大压力。也让我对‘大医’的理解
变得更为深刻。作为一个医者，职业、专业注定
了你应该去做什么，这是一袭白衣打上的烙
印。”浙江省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浙大
二院脑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蔡菁说。

“班里网课时讨论新冠肺炎病毒，我画了一
幅画送给您，上面写着‘诸邪莫近！百毒不侵！’”
“爸爸您快点战胜病毒回来吧，我想吃您烧的可
乐鸡翅，红烧肉了。”儿子写来的家书，让正在武
汉支援的遂昌县人民医院感控科副科长郑天宝
心里酸酸胀胀。

对于已在武汉连续奋战了 50 多天的遂昌
县人民医院护士周欢欢来说，累积的疲惫在先
生梅小西的来信中得到了缓解。“你去武汉的日
日夜夜，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时间”“未来
的日子里，我会带着你去这个世界许多未知的
地方。愿我爱的你早日回来……”

“陈先生，从认识到现在 7 年，第一次给你
写信”“不要嫌我啰唆，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一定
保护好自己。”2020 年 2 月 2 日，正在武汉驰援
的金华广福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陈华春收到
了妻子发来的手写信。妻子选在这个难得的“对
称日”寄来家书，着实浪漫了一把。

陈华春和妻子都是医务人员，平时经常各
忙各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眼就能看到头。可驰援
武汉以后，夫妻间的沟通变多了。“我有信心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的患者”“待我平安返
回金华，我们一定要一起拍张同框照。”陈华春
在回信中说。

“只盼凛冬离去，雪融草青”“愿山河无恙，
你我皆安”。正在武汉驰援的金华市中医院护士
吴梦，自小便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她以文言文写
给母亲的家书，传遍了乡里乡亲。“身处尘世，纷
纭万千。女儿仍豪放，不学悽柔样”“吾虽无家人
相伴，但有同道之士，相谈甚欢”“方今一派生
机，荣荣物华。鄂州之事，即将大功告成矣！”

（记者俞菀、李思远）新华社杭州 3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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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疫苗研发有何新进展？

 3 月 17 日，辽宁省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护理组组
长赵鑫（左）和上海华山医院
救援队护理组组长卫尹在武
汉东西湖方舱医院相遇后聊
起来。

赵鑫和卫尹在一个多月
前还只是从未谋面的同行。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二人在武昌方舱医院相识，
她们共同辛勤付出并结下
友谊。

3 月 17 日，离鄂的部分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武汉
东西湖方舱医院集结并启动
撤离。在撤离仪式现场，两位
已经“熟识”的抗疫姐妹并不
知道对方已经留下来继续工
作。直到相见一刻才确认彼
此都不在撤离的名单里，她
们双双留下来继续从事重病
患者的护理救治任务。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留 下 来 的

抗疫“姐妹”

同 心 战“疫”

药物研发

临床数据显示，法

匹拉韦的临床疗效良

好，未发现明显的不良

反应。联防联控机制科

研攻关组建议将其尽

快纳入诊疗方案

疫苗研发

目前，我国正按照

5 种技术路线、遴选 8

个优势团队“并联”开

展疫苗紧急研制。大部

分研发团队 4 月份有

望完成临床前研究，并

逐步启动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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