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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灾区，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勇做攻坚克难
的突击队，甘做抗震救灾的主心骨，
争做受灾群众的贴心人。

每一个基层党支部都是群
众身边的突击队

21 日清晨，甘肃省积石山县大
河家镇大河村的安置点上，一排连
夜搭建的临时活动板房开始投用，
板房上鲜红的党旗随风飘扬。在一
间板房内，4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马
成忠两眼布满血丝，扯着嗓门、用沙
哑的嗓音打电话安排救灾物资
分发。

大河村这次受灾严重，地震造
成当地80%以上房屋受损。当许多
群众惊魂未定时，马成忠打电话、发
微信，把村里的党员发动起来，分头
到户摸排。震后两个多小时，当村
里人在广场上架起火堆取暖时，马
成忠和党员们还在忙着抢救伤员、
清点人数。

清点人数时，缺了村民马满苏
一家。马成忠赶忙招呼几名党员，
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赶到他家，终
于找到当时已被吓慌了的马满
苏。“大家赶紧上手帮忙！”马成忠
一声招呼，大家迅速行动，带着马
满苏一家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马书记来了，我的心就安稳了！”
马满苏说。

从19日凌晨到21日，马成忠断
断续续睡了不到3个小时。他的手
机电话不断，每天要充电两三次，却
顾不上给家里人报一声平安。

突如其来的地震，使积石山县
17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也给全县
495个基层党组织和所有驻村工作
队吹响了“集结号”。各支部、驻村
工作队纷纷组建党员突击队、抗震
先锋队，开展组织自救。

据积石山县委组织部介绍，地
震发生当晚，全县 4000 余名党员
干部纷纷向党组织“请战”。19 日
凌晨，基层党支部已组建 317 支

“党员先锋队”，迅速投入抗震救
灾中。

在积石山县柳沟乡阳山村，年
过半百的老党员赵怀杰地震后冲进
村委会，拿起一面锣，一路奔跑敲
打。听到锣声，党员齐乐霞、赵天佐
等分头行动，组织大家避险、自救，
逐一清点人数。村党支部的这面铜
锣，是专门用来发动党员抢险、引导

群众避灾的。
“我听到村里广场上敲起了锣

声，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赶紧赶过
来会合。”村民安吉秀说。

在青海灾区，各村党支部第一
时间组织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查看情
况，重点帮扶老病残。地震当晚，海
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金
田村党支部书记杨德录想到，离家
一公里外还有一对 80 多岁的老夫
妻腿脚不便，便组织党员一路飞奔，
赶到老人家中，在余震中将老两口
背到了安全区域。“只要有党员在，
一个都不能落下。”他说。

积石山县委书记马晓璐说，基
层党支部距离群众最近，可以成
为最先抵达灾害现场、最早组织
应急处突的突击队。群众身边的
每个“堡垒”先行动起来，就能以
最快速度组织自救，最大程度减
少损失。

每一次急难险重都有党员
八方来援冲锋在前

中组部日前发文要求，灾区党
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冲
锋在前、勇于担当，到灾情最严重的
地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做
灾区人民的主心骨和贴心人。

走进柳沟乡，随处可见中国人
民解放军部队某分队指战员的忙碌
身影。震后不到 4小时，他们便从
驻地赶到震中抗震救灾。

连日来，这些子弟兵帮助群众
转移、安置，搭建帐篷、转移物资。
21日凌晨 2时许，所有指战员已在
寒风中连续作战20多个小时，又有
5辆满载救灾物资的卡车驶来。营
长文国君一声令下：“党员、士官，跟
我上！其他新兵、义务兵休息！”所
有党员、士官迅速集合，忙着卸下物
资，一直忙到凌晨4时许。

“危急关头，党员先上！”文国君
说，近年来他所在部队多次参加抗
洪抢险、抗震救灾，在这次柳沟乡的
抗震救灾任务中，128名党员冲锋在
前、休息在后，成为突击抢险的
尖兵。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连日来，
从解放军和武警指战员、公安、消
防、卫健、交通、电力救援人员，到广
大民间救援力量、社会爱心人士，一
支支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
聚成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巨大暖
流。一大批党员发挥特长、优势，敢
打头阵，争做先锋。

19日凌晨，地震半小时后，甘肃

蓝天救援队队员陆昭旭吻别出生刚
过百天的女儿，向单位请假“出
征”。他的理由很朴素：“我是党员，
参加蓝天救援队已10年，救灾经验
丰富，前方需要我。”

34岁的退役军人迟进堂，是四
川省筠连县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正在深圳出差的他，听说积石山发
生地震，立刻买了飞往兰州的机
票，一路飞奔，终于赶在飞机关闭
舱门前几分钟登机。听说他是去
灾区参加救援，深圳的出租车司
机、兰州的牛肉面馆师傅说啥不收
他的钱……

“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我
们党员就应该站出来。”他说。

地震引发的砂涌导致青海省民
和县中川乡草滩村房屋被毁，多名
受灾人员失联被埋。在这里，从12
月 19日凌晨两点多，国家消防救援
局青海机动队伍便一直在争分夺秒
开展救援。

救援现场泥沙松软湿滑，稍有
不慎就会陷进去。为了打通救援道
路，青海机动队伍组建党员突击队，
由党员充当“排头兵”，用木板搭建
救援通道。高原夜间气温最低达
到-17℃，在3米到5米深的淤泥中
开展搜救难度极大，又是党员突击
队带头，用手刨，用锹挖，全力搜救。

青海机动队伍筹备组副组长王
律说：“越是人民需要的地方，就越
是党员坚守和战斗的地方。只要还
有一丝机会，我们就会拼尽全力。”

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党群干
群心连心的暖心场面

在灾区，党员冲锋在前，群众紧
随其上，党员群众心连心，凝聚起攻
坚克难的磅礴力量。

在柳沟乡斜套村，一名面色黝
黑的中年男子在帐篷中不停穿梭，
一会儿帮这个帐篷生火，一会儿照
看另一个帐篷里的孤寡老人……看
到有孩子在炉子旁玩火，他立即劝
止 ，并 到 各 个 帐 篷 里 提 示 安 全
事项。

这位48岁的男子名叫马学志，
他不是村干部，也不是乡镇干部，
而是外出打工回家的村民，一名普
通党员。虽然党组织还没有给他
分配明确的任务，但他一直在找
活干。

马学志所在的斜套村一社，有
60多户300多口人，地震发生时，许
多青壮年在外务工经商，家里多是
老人、孩子。

村民马成海在外地打工一时赶不
回来，十分担心家里两位80多岁的老
人。马学志听说后，打电话告诉马成
海不要担心，他一定会像照顾父母一
样照顾这两位老人。

他说：“我做的这些事情微不足
道，都是举手之劳，作为党员就更应
该主动去做。”

在马学志的带动下，村里的“热心
肠”多了起来，男人们主动搭帐篷、搬
物资，妇女们则担当起照顾老人的责
任。“大家互相帮衬一下，难关就过
了。”一位村民说。

在灾区，记者碰到很多像马学志
这样的“闲不住”“热心肠”。每到一
处，都能看到党群心连心的温暖
场景。

“解放军！解放军！请你们帮帮
忙！”19日下午，正在柳沟乡袁家村救
灾的解放军部队某分队指战员，听到
有人求救，便迅速安排朱耀聪等6名
党员赶赴现场。

原来，袁家村一位村民和家中老
人相依为命，而老人瘫痪在床，她背
不动。朱耀聪等人迅速钻进已经震
损的房屋，将老人转移到安置点。第
二天，朱耀聪等人再次遇到这位大
姐，尽管双方互相不知道姓名，但大
姐拿出自家好吃的，硬往战士们怀
里塞。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但
老百姓把我们当亲弟弟。”朱耀聪说。

记者看到，部队在震区开设了帐
篷医疗所。帐篷前，七八个小孩正学
着战士的模样，排起队列，还唱起了
国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悄悄将糖
果、果冻塞进帐篷，给我们吃。”营长
文国君说。

在大河家镇克新民村，党支部书
记张辉林右腿被砸，小腿至今还肿
胀、紫青。他嗓子都喊哑了，还在带
病工作。村民韩拉在流着眼泪说：

“张书记，你已经干得很好了，不能再
干了！”

在柳沟乡阳山村，中午时分，村民
们纷纷拉着忙活半晌的干部和工作
人员到帐篷吃饭。在安吉秀家的帐
篷，她又是端茶，又是倒水，还给大家
做手擀面。

“从脱贫到救灾，党和政府一直
帮衬我们，这个恩情不能忘。”她说。
村支书白文英则勉励大家，只要干部
群众一条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记
者向清凯、马维坤、张钦、贺俊浩、王
铭禹、李宁、王浡、宋佳、何问、胡
伟杰）
（新华社甘肃积石山12月22日电）

“ 我 是 党 员 我 先 上 ！”
——记奋战在积石山6.2级地震灾区一线的共产党员

新华社记者

寒冬时节，一场 6.2 级地震突袭甘肃、青海，截至 12 月 22 日，地震累计造成甘肃 117 人遇难，781 人受伤；造成青海 31 人遇难，
198人受伤，3人失联。

从生死营救到转移安置，从排查隐患到抢救伤员，连日来，甘青两省党员干部闻讯而动，为了群众的安危和冷暖，日夜奋战。

当前，全国多地迎来降温寒潮天气，各类呼吸道疾病
处于高发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何发挥作用？临近年
底人员流动增加，公众如何做好防护？国家卫生健康委
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焦点。

全国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病诊疗量
波动下降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在
发布会上介绍，近日，全国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
病诊疗量总体继续呈波动下降趋势。数据显示，12月
22日，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病总诊
疗量较上周同期下降8.2%，较高峰期下降30.02%。

据介绍，秋冬季以来，城乡居民尤其是儿童医疗卫生
服务需求明显增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前期应对新
冠疫情的有效做法，在对患者提供诊疗尤其是儿科诊疗
服务、分诊分流、重点人群健康服务、疫苗接种、健康教
育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基础保障和服务作用。

“我们持续开展基层呼吸道疾病诊疗情况每日监
测，动态掌握变化趋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
傅卫在发布会上介绍，从11月26日至今，基层每日呼
吸道疾病诊疗量占全国医疗机构呼吸道疾病诊疗量
的40%左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呼吸道传染
病室主任彭质斌在发布会上介绍，根据我国12月 11
日到17日这一周的监测结果显示，近期我国急性呼吸
道疾病开始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当前急性呼吸道
疾病呈现以流感病毒为主，其他多种病原体共同流行
的态势，其中流感活动处于高位但略有下降，肺炎支
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活动呈波动变化，新冠
病毒活动处于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专家研判认为，
未来一周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继续下降，病原体仍可
能以流感病毒为主。

临近年底人员流动增加，公众如何做好防护？彭
质斌建议公众在做好呼吸道传染病日常防护的基础
上，应加强四方面防护措施：一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期间，科学佩戴口罩，并及时洗手或手消毒；二是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严重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孕妇、儿
童等，尽量减少前往人群聚集的旅游景区和公共场
所；三是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或出现相关症状者，建议
暂缓出行；四是大型聚集活动的举办方应落实通风、
消杀和健康提示等责任。

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

“秋冬季以来，我们根据疾病流行趋势变化，持续加强对65岁及以上重点
人群的联系和健康监测。”傅卫介绍，11月份以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累计对
65岁及以上重点人群指导居家治疗7.1万人次，上门服务和随访3600余万人
次，通过各种形式提供健康咨询3800余万人次，指导转诊2.8万人次。

在预防呼吸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院长孙
鲁英在发布会上建议，要注意日常起居方面的基础调护，及时添衣保暖，保持
规律作息等。对于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维持常规治疗，避免突然停药，特别
提示患者血压要维持在合理水平。此外，可以通过中医食疗或代茶饮增强身
体抵抗力。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也是预防的关键。

在解决居民看病，尤其是慢性病就医问题上，北京市通州区次渠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解艳涛在发布会上介绍，该中心增开周末门诊、午间门诊、夜间门诊
和延时服务门诊来延长门诊服务时长，近两个月午间门诊服务占总门诊量的5%
左右，夜间门诊服务占总门诊量的10%左右；增加诊室数量，全科诊室从日常的
6个增开到8个，延时服务门诊从2个增加到3个；增开儿童诊前化验门诊提升接
诊效率，在药房配备自动发药机，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门诊服务效率。

呼吸道疾病患者恢复期需注意这些事项

部分呼吸道疾病患者在恢复后，依然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对此，孙鲁英
说，对于既往患有支气管哮喘等慢性病的患者，应继续之前的基础治疗，建议
专科门诊就诊，切勿私自调药，避免加重病情。对于没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病史
的人群，在呼吸道疾病恢复的后期也会出现咽干、咽痒、少痰、微咳等症状，可
以通过食疗方或代茶饮来养阴润肺、减轻咳嗽。

专家提示，流感患者痊愈后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恢复。应加强防
护，避免复发或合并其他感染。同时，应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合理饮食，放松
心情，促进身体恢复。此外，可通过食疗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乏力明显者可
用太子参泡水、煮粥、煲汤等，增强养阴益气的作用，帮助身体抵抗病原体。

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患儿居家护理和用药问题，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副主任医师刘韬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孩子发热时，家长可以
先给孩子进行物理降温，比如冬天在温暖的室内环境中，松开衣服和被褥，温
水擦拭颈部和四肢，冷敷额头等，并注意补充水分。在用药方式上要结合患儿
的病情病程来判断。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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