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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2

“你好，我是大中街道防控办，
根据最新摸排，你从吉林回来的舅
舅与确诊患者有过接触，请你根据
防控要求，做好居家隔离观察。”打
电话的是该街道妇联主席刘晓慧。
这样的电话，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要
打上百个。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
的、与确诊者同行的、从外省尤其是
武汉返回大丰的、到医院就诊有发
热和咳嗽异常状况的，所有建档人
员都要挨个打个遍。

不但要主动打电话，还要接举
报电话。“发现有湖北车牌车辆，对
门有武汉返回人员，群众都会打电
话。”刘晓慧说，群众防护意识强、
举报多。有举报，就有核查、回复，

后续有大量的工
作。从大年初二
开始，刘晓慧就
守在电话旁，每
天只能休息几个
小时。“朝阳社区
的郝女士、赵先
生夫妇从武汉回

来，主动报备，居家隔离。”在疫情
面前，群众大多理解支持，这让刘晓
慧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关键是把
一件件交办单落实到位。该街道辐
射范围大，仅随访的回丰重点人员
就有 2251 人，其中武汉返回人员
248 人，涉及到的各种交办单每天
都有变化。“90后”李敏就是负责任
务单的交办落实和统计上报。大年
初二以来，她坚守岗位，有着和亲人
多日不见的思念。接收交办单，分
类梳理，联系村（居）、社区落实任
务，根据反馈制作报表、上报，看似
简单的流程，可每一件都是几小时
的工作量。把上级下发的、各社区

排查的名单分片标注比对，逐一标
色核查，保证不漏一人、不错一人，
使人员排查工作程序更清、条理更
明、数据更准确，李敏和同事们做得
一丝不苟。

陈雪是最早到街道防控办的工
作人员。去年腊月二十九夜到现
在，她一直忙个不停。即便是在家
的零星时间，电话也响个不停。统
计数据、下发通知、接访、核查、摸
排……事儿一桩连着一桩，但每一
桩都要做好。“精神高度紧张，生怕
有什么遗漏。”陈雪说，防控工作要
细之又细，一个任务下来，要立即
办，不然就来不及做。忙，是工作的
一种常态。女儿皮肤过敏了，她无
暇顾及，但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完成，
心里一清二楚。“陈雪，你一定要好
好干。爸爸是个老党员，知道抗疫
事大。不要过分辛苦，保重好身体
才能更好为群众服务。”读父亲发来
的信息，陈雪增添了无限动力。

“赶紧吃，饭都凉了。”可扒上两
口，胡银华又抓起鼠标，变更数据。

这个最忙的时候累得瘫在地上的年
轻人，在疫情面前，经受住了考验。
奉献，我率先！吃苦，我在前！她的
那些“战友”——王永兰、吕志军、黄
蕾、尹辉，也都觉得，这是一次深刻
的党性洗礼，在危急关头要豁得出
来、冲得上去。“有人比我们更危险、
更辛苦！”他们知道，这些平淡无奇
的数字，这一摞一摞的报表，是社区
工作者一层一级台阶、一步一个脚
印、一家一户敲门的成果，凝聚着社
区一线疫情防控者的汗水，见证着
群防群治共同抗疫的分分秒秒。

“街道和社区是此次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沿阵地。从全体街道领导
到每位社区工作人员，全部投入到
了紧张的战‘疫’中，大家连续奋
战，没有懈怠，没有抱怨，以令人敬
重的使命担当，守护着辖区居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该街道人大主席、
防控办负责人孙素芳表示，将严格
落实防控责任，筑牢“一线防控
堤”，建好“一线隔离带”，确保全力
打赢防控疫情这场战争。

同心抗疫 守望相助
——大中街道防控办抗疫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胡勤荣 通讯员 陈正坤 陈 怡

本报讯 “立春”已过，气温回升，
全区82万亩二麦、油料作物在进入拨
节生长发育期的同时，也将面临草害
及病虫害的侵袭。面对“疫情”“草
情”，区农业农村局科学实施“双防”，
坚持一手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手
抓实全区麦油春季草害化除。

区植保站将《2020年春季麦油草
害发生与防除意见》发给各镇区农技中
心、村级植保员及各镇种田大户微信
群，确保人不见面技术到手。及早统计
并发放农业生产资料“绿色通道”特别
车辆通行证，确保农资第一时间送到农
资网点及种田大户手中。农业行政执

法部门向全区农资经营人员发出公开
信，明确经营主体法人代表即第一责任
人制度，落实生产经营场所体温检测、
消毒通风，营业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制
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行为，确保“战疫
情、保春耕”互动并进。区植保站站长、
推广研究员王凤良表示，全区近千名农
技人员正宣传、服务、指导于防抗“疫
情”和春耕备耕一线，以进田到户形式
落实春耕备耕启动工作。从2月10日
起，全区每两天调度一次春管工作进展
形象质量数据，会商研判解决存在问
题，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春季农业生
产首仗全胜。 （朱明贵）

农业农村局战疫情保春耕

本报讯 2月10日，三龙镇开明村
三组青年倪青文，让父亲将1万元现金
送到村里，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倪青文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大学毕
业之后，他一直在太仓港上港正和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上班，每个月7000
多元收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他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总觉得自

己应该做点什么。在和家人商量了一
番后，他决定捐赠1万元钱，用于购买
抗击疫情相关物资。“为了保障村民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村干部每天都
要挨家挨户摸排、宣传，连大晚上下着
雨都要走访重点户，镇上的党员干部
负责卡口执勤，他们抗疫很辛苦。”倪
青文说，现在抗疫物资很匮乏，希望贡
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共同抗击疫情。

（徐雪 陆国欣）

三龙镇一青年捐款万元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2月10日，“江苏省名师
空中课堂”等网络教学平台在我区正
式投入使用，开学延迟期间，我区广大
中小学生通过手机、电脑以及电视等
设备在家实行自主学习。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
作,我区将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
由原定的2月10日暂延至2月底。“离
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我区各校应
广大家长和学生们的迫切需求，根据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及部署，积
极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免费
语音学习系统”、QQ、微信等平台，组

织骨干教师与各班任课老师对学生进
行线上互动交流、辅导，缓解家长们因
疫情防控带来的焦虑，丰富孩子们的
假期生活。

在新丰小学，各班大力推送“一师
一优课”“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中小
学生语音学习系统”等在线教育平台
的学习资源，鼓励学生进行网上自主
学习，开展教师在线答疑。同时，还安
排线上教学服务课程，要求三至六年
级语数外老师录制音视频，就寒假作
业和学科温习中的问题进行详细讲
解，每天发送到班级微信群中供学生

自主选择。针对假期内学生生活无规
律现象，学校还安排《防疫期间学生作
息》时间表，以便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
生活作息。

为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针对
不同学生的需求，各校在平台上对课
程设置进行优化。有针对性地给学生
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指导学生利用

“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进行拓展训练
和难点质疑、探究性学习活动，让学生
得到拓展提高。编排一周课表，预先
安排好课堂教学资源，通过名师空中
课堂对学生进行现场指导。

学生在家学，老师网上教。各校
老师登录省名师空中课堂开展答疑
活动，同时利用微信群和QQ群及时
公布假期作业的答案，并就假期作业
的难点在群里进行集体和个别辅
导。高中还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作业
讲评直播。为保证学习效果，各校在
平台上结合课程学习，适时适度布置
相关学科拓展练习，并及时检查反
馈。公布教师电话号码，要求教师每
天随时通过电话解答学生的疑问，每
天有计划有目的地主动打电话提醒
关心学生学习。 （杨家明 徐明）

我区中小学网上学习确保“停课不停学”

本报讯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形势，区民政局党委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主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党委统筹，政治站位突出
“高”。该局党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专
门研究部署局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把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抓
好抓实，形成防控疫情强大合力。发挥支
部力量，担当作为突出“实”。局属各党支
部分别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制，专门制

定养老机构、福利院、救助站疫情防控工
作预案。同时，各党支部负责人实行领
导24小时在岗带班履职尽责，抓细抓实
抓小疫情防控各项任务。亮明党员身
份，冲锋一线突出“先”。局党委主要负责
同志坚持以上率下，带头佩戴党徽、亮明
身份，率先加入局疫情防控党员应急先锋
队，带头向慈善总会捐资用于疫情防
控。同时，抽派年轻党员参与高速卡口
值班值守工作，在疫情防控的一线上践
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仲卫华）

民政局争当战“疫”红色先锋

本报讯 2月7日，全区工业企业复
工及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结束后，区供销合
作总社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奔赴三龙镇，
传达会议精神，拧紧复工防疫“安全阀”。

该总社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通过召
开专题会议，传达和学习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精神，结合三龙工业企业实际，指导该
镇落实管理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该
镇迅速成立企业复工防控组，抢抓有效时

间，按照区政府有关规定、复工标准、批准
流程，制定复工方案，报区政府批准方可
复工，做到规范有序。对未经审核批准，擅
自复工的企业，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严
格落实全区工业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工作
决策部署，指导组科学有序指导该镇60多
个企业按照复工流程，做好恢复生产工作，
并要求企业复工前做好报备和签订承诺
书，拧紧复工防疫“安全阀”。（蔡根青）

供销总社拧紧复工防疫“安全阀”

本报讯 “冠状病毒不认人，一旦
传染没得魂。”“我去你家，你紧张；你来
我家，我心慌。”连日来，新丰镇宅在家
中的居民，常津津乐道于老村医谢明坤
编发的一个又一个疫情防控抖音。

谢明坤今年59岁，在永昌、永成、
万众等村做过38年村医。因患重病，
两年前病退在家。谢明坤是个乐观的
人，重病期间，为了转移病痛，他交了很
多网友，并试着玩起了抖音。他常把身
边一些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新鲜事编成
顺口溜，录成抖音发布，粉丝量近4万
人。疫情发生后，谢明坤心想虽不能在
一线抗疫，但作为曾经乡亲信赖的医
生，也得为乡亲们防范疫情做点什么。
于是，他就试着编发疫情防控方面的抖
音。目前他编的7条抖音中最多的点
赞达30万次。“只要大家不悲观，听从
党和政府指挥，积极应对、科学施策、严
格防范，必定会很快战胜疫情。”谢明坤
信心满满地说道。

（阮永富）

新丰老村医录制
抖音视频战疫情

“佳志，起来了么，有个疫情的任务
你去下。”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接到了所
长的电话，一看时间，刚睡了四个小
时。迅速穿好制服，拧开水龙头，用冷
水激了激脸，就去办公室领取任务。“有
一对夫妻，镇上需要我们派出所协助劝
说，让他们配合集中隔离观察，他们可
能不大配合，你要注意态度适中，做好
防护措施。”原来这对夫妻乘坐高铁时，
是和确诊肺炎人员在同一个车厢，存在
感染的隐患，需要隔离观察。于是我喊
上两个值班辅警，便往现场赶去。

到了现场，镇政府工作人员和村组干
部已经在和这对夫妻交涉着，不时发出争
吵声。夫妻俩看到民警来了之后，情绪瞬
间失控，朝着村干部吼道：“干嘛，要把我
们逮起来嘛，我们什么都没做还犯法
啦？今天我们哪都不去，就在家里！”我并
没有立即开口说话进行辩解，同时示意村
组干部歇一歇，不要继续刺激他们。过了

一会，我看着夫妻俩要关门回屋的时候，
走了上前：“师傅、师娘，怎么啦，干嘛这么
大火？”这对夫妻看着我，惊讶道：“你怎么
敢走得这么靠前，不怕被我们两个传染
啊？”我接过话：“你看这话说的，都是咱
刘庄的老百姓、家里人，又不是什么洪水
猛兽，有啥好怕的。”他们俩笑了笑，我继
续说道：“师傅、师娘，现在疫情这么紧
张，大家都很重视，看你们口罩都戴得好
好的，肯定也害怕感染。谁知道那么凑
巧，你们正好和一个确诊患者在一个车
厢里，得赶紧去集中治疗点做专业的消
毒啊。”他们一听，当时就急了：“不是去关
起来啊，真的是去消毒吗？”“怎么会把你
们关起来？当然啦，消毒之后也要有专业
的医生给你们做一系列的检查，还要观
察几天……”随后，在大家的一番坦诚沟
通后，夫妻俩慢慢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和
不满，主动收拾行李，跟着医疗部门的车
去了集中隔离点。 （王佳志）

一次用心成功的劝诫任务2月11日，大丰沿海开发集团志愿者来到区中医院，向身处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捐赠消毒洗化用品60套（件）。连
日来，该集团主动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积极组织志愿者伸援手、献爱心，全方位筑牢疫情防控线。 席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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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能有效改善
营养状况、增强抵抗力，有助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与救治。中国
营养学会联合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
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针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和救治特点，并根
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和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
版）》，研究提出营养膳食指导，供公众
和医疗机构参考。

新冠肺炎患者临床营养膳食指导

（一）普通型或康复期患者的营养
膳食。

1.能量要充足，每天摄入谷薯类食
物250-400克，包括大米、面粉、杂粮
等；保证充足蛋白质，主要摄入优质蛋
白质类食物（每天150-200克），如瘦
肉、鱼、虾、蛋、大豆等，尽量保证每天1
个鸡蛋，300克的奶及奶制品（酸奶能
提供肠道益生菌，可多选）；通过多种烹
调植物油增加必需脂肪酸的摄入，特别
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总脂肪供
能比达到膳食总能量的25%-30%。

2.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蔬菜每
天500克以上，水果每天200-350克，
多选深色蔬果。

3.保证充足饮水量。每天1500-
2000毫升，多次少量，主要饮白开水或
淡茶水。饭前饭后菜汤、鱼汤、鸡汤等
也是不错选择。

4.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少吃辛
辣刺激性食物。

5.食欲较差进食不足者、老年人及
慢性病患者，可以通过营养强化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或营养素补充
剂，适量补充蛋白质以及B族维生素和
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D等微量
营养素。

6.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适量身体活
动，身体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适
当增加日照时间。

（二）重症型患者的营养治疗。
重症型患者常伴有食欲下降，进食

不足，使原本较弱的抵抗力更加“雪上
加霜”，要重视危重症患者的营养治疗，
为此提出序贯营养支持治疗原则：

1.少量多餐，每日6-7次利于吞咽
和消化的流质食物，以蛋、大豆及其制
品、奶及其制品、果汁、蔬菜汁、米粉等
食材为主，注意补充足量优质蛋白质。
病情逐渐缓解的过程中，可摄入半流质
状态、易于咀嚼和消化的食物，随病情
好转逐步向普通膳食过渡。

2.如食物未能达到营养需求，可在
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正确使用
肠内营养制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对于危重症型患者无法正常经口
进食，可放置鼻胃管或鼻空肠管，应用重
力滴注或肠内营养输注泵泵入营养液。

3.在食物和肠内营养不足或者不
能的情况下，对于严重胃肠道功能障碍
的患者，需采用肠外营养以保持基本营
养需求。在早期阶段可以达到营养摄
入量的60%-80%，病情减轻后再逐步
补充能量及营养素达到全量。

4. 患者营养方案应该根据机体总
体情况、出入量、肝肾功能以及糖脂代
谢情况而制定。

一线工作者营养膳食指导

1.保证每天足够的能量摄入。建
议男性能量摄入2400-2700千卡/天、
女性2100-2300千卡/天。

2.保证每天摄入优质蛋白质，如蛋
类、奶类、畜禽肉类、鱼虾类、大豆类等。

3.饮食宜清淡，忌油腻，可用天然香
料等进行调味以增加医护人员的食欲。

4.多吃富含B族维生素、维生素C、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的食物，合理搭配
米面、蔬菜、水果等，多选择油菜、菠菜、
芹菜、紫甘蓝、胡萝卜、西红柿及橙橘
类、苹果、猕猴桃等深色蔬果，菇类、木
耳、海带等菌藻类食物。

5.尽可能每日饮水量达到1500-
2000毫升。

6.工作忙碌、
普通膳食摄入不
足时，可补充性使用肠内营养制剂（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奶粉、营养素
补充剂，每日额外口服营养补充能量
400-600千卡，保证营养需求。

7.采用分餐制就餐，同时避免相互
混合用餐，降低就餐过程的感染风险。

8.医院分管领导、营养科、膳食管
理科等，应因地制宜、及时根据一线工
作人员身体状况，合理设计膳食，做好
营养保障。

一般人群防控用营养膳食指导

1.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每天的膳
食应有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
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注意选择全
谷类、杂豆类和薯类。

2.多吃蔬果、奶类、大豆。做到餐餐
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多选深色蔬果，不
以果汁代替鲜果。吃各种各样的奶及其
制品，特别是酸奶，相当于每天液态奶
300克。经常吃豆制品，适量吃坚果。

3. 适量吃鱼、禽、蛋、瘦肉。鱼、
禽、蛋和瘦肉摄入要适量，少吃肥肉、
烟熏和腌制肉制品。坚决杜绝食用
野生动物。

4. 少盐少油，控糖限酒。清淡饮
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足量饮水，
成年人每天 7- 8 杯（1500- 1700 毫
升），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水；不喝或少
喝含糖饮料。成人如饮酒，男性一天饮
用酒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
过15克。

5.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在家
也要天天运动，食不过量，不暴饮暴食，
控制总能量摄入，保持能量平衡。减少
久坐时间，每小时起来动一动。

6. 杜绝浪费，兴新食尚。珍惜食
物，按需备餐，提倡分餐和使用公筷、公
勺。选择新鲜、安全的食物和适宜的烹
调方式。食物制备生熟分开、熟食二次
加热要热透。学会阅读食品标签，合理
选择食品。

疫情防控期间，单位食堂环境如何防范？

（1）保持环境清洁。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
构、建筑工地等集体用餐单位食堂内的公共接触
物品（如水龙头、门把手、台面等）要及时清洗和消
毒。可用浓度为500mg/L的含氯消毒剂弄湿抹布
后擦拭，这种消毒方式也适应于居家环境物体表
面的消毒。

（2）保持食堂内空气流通，经常开窗通风
换气。

（3）保持食物加工操作间清洁干燥，及时清理
厨余垃圾。

疫情期间单位食堂工作人员如何防范？

（1）加强对食堂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若出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症状（发热、咳嗽、
咽痛、胸闷、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以及乏力、恶
心呕吐、腹泻、头痛、结膜炎、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
肉酸痛等）要及时隔离就医，不要带病上班。

（2）勤洗手。最好使用洗手液（肥皂）用流
动水充分洗手，工作期间也可使用免洗消毒液消
毒手。

（3）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做好个人防护。除穿
戴必要的工作服（帽）外，要带好防护口罩。

食材采购和储存应注意什么？

（1）要到正规的菜市场、超市等采购食材并做
好个人防护。不购买、不食用野生动物等“野味”，
不自行宰杀活畜禽，不烹饪来源不明的畜禽肉及
其制品。

（2）不囤积食物。易腐烂的果蔬应现吃现
买。为了减少外出，可适量储备耐储存的冷冻肉
类制品、根茎类蔬菜等。

（3）按照各种食材适宜的保存条件贮存，不吃
超过保质期的食物。

（4）食材选择注意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蛋奶
兼并，多吃新鲜水果蔬菜，均衡营养有助于提升免
疫力和抵抗力，减少基础疾病。

食材加工烹饪过程中应注意什么？

（1）肉蛋禽和水产品等食物需彻底煮熟，剩菜
剩饭再次食用前要彻底加热，疫情期间尽量不制
作凉拌菜。

（2）做好的食物尽快食用，若不能及时食用，

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时间不超过2小时，并保持其中
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

（3）加工过程中应使用两套刀具、砧板、盛放
容器等，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

（4）勤洗手。烹饪前、烹饪过程中接触不洁物
品及便后、烹饪完后等均要用流动水、洗手液（肥
皂）充分洗手。

餐饮具如何消毒？

餐具消毒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是热力消毒，
首选是将餐具洗净后，置于沸水中煮沸15-30分
钟消毒；或将餐具清洗干净后于热蒸汽发生器中
蒸15-30分钟；也可用适宜于餐具消毒的化学消
毒剂按产品说明书进行。

疫情期间去单位食堂如何安全就餐？

（1）在疫情期间，建议不集中到单位食堂
内就餐。若必须就餐，可采取轮流或者分散
方式就餐。为了减少在集中场所的驻留时
间，鼓励打包带回到各自办公地点（或住地）
单独就餐。

（2）如果去食堂就餐，要确保自身健康，没有
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症状，并正确
佩戴好口罩，就餐前再摘下。

（3）食堂内就餐时，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
离，避免飞沫传播。

（4）就餐前要洗手！洗手！洗手！
（5）就餐时，少交流，专心吃饭。
（6）错时就餐。

去食堂吃饭需要测量体温吗？

如果是单位内部食堂，且就餐人员在进入工
作区前已经进行了健康体温监测，去食堂吃饭就
不需要测量体温。如果食堂对外营业，根据新型
冠状病毒的传播特点，为避免聚集性传播，保证全
部就餐人员的健康，外来就餐者进入餐厅前则需
要测量体温。

新冠肺炎流行时，我们怎么吃才好？

合理膳食，可以根据个人特点，饮食要荤素
搭配，谷豆混吃，蛋奶兼并，果蔬充足，少吃肥
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
足量饮水，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的免
疫力和抵抗力，减少基础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