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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艳坤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新冠肺
炎防控现场处置指挥部召开的工作会
议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内
蒙古工作组对于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培
训提出严格要求——专家手把手将专
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培训到最基层、第
一线，快速提升各项措施操作的规范
化和精准度。

“请大家提前下载会议软件，请各
隔离点点长将工作人员全部拉入群
中。”10月25日下午4时，隔离点防控
培训微信群组建。随后，隔离点防控
培训通知发出。由于隔离点工作人员
白天忙于服务管理和人员转运等工
作，培训开始时间定在晚上 9时 30
分，培训内容瞄准隔离转运工作中的
各项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4位主讲
人都是多次参与一线疫情处置的国家
组专家，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隔
离点工作人员及保障人员、额济纳旗
隔离转运工作专班和隔离转运后勤保
障人员全体参加培训。

国家工作组专家茅一萍当日刚刚
到达额济纳，出发前她便接到了隔离
点感染控制培训的授课任务。茅一萍
的授课以“看图聊日常防控”开启，通
过多张照片展示和讲解日常防护的误
区以及科学防护方法。如，最好只戴
一层口罩，如果要戴两层则需要将防
护级别高的口罩戴在里面以确保口罩
和面部的密合性；不要让防护服的上
缘遮住口罩，以防增加呼吸阻力，还会
引发口罩变形，降低防护效果；防护服
不能重复使用，一次使用后要作为医
疗垃圾处理。授课内容紧贴防控实
际，涉及呼吸道卫生及安全社交距离的
保持、手卫生及环境的清洁卫生、防护
用品的科学选择和穿脱、医疗废物规
范处置、自我监测及职业暴露后规范
处置等多方面。最后，她强调：“疫情
防控是个系统工程，要如履薄冰、慎终
如始，确保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10月 21日，国家工作组专家彭
明军已经围绕集中隔离点的结构改造
与消毒要求进行了一次授课。10月
26日，他又结合额济纳的实际情况对
授课内容进行了更新。尤其是在隔离
点建筑结构改造方面，考虑到额济纳
多个隔离点都为单通道建筑物，他以
刚刚改造完成的胡杨花园宾馆为例，
图文声影相结合，清晰透彻地讲解了
单通道建筑改造过程中“三区两通道”

的设计和改造流程。
国家工作组隔离转运小组组长孙

守红重点介绍了集中医学观察场所的
规范设置和管理，以及隔离点每类工
作人员的职责和流程。孙守红强调，
隔离点的规范管理非常关键，否则疫
情就将迟迟不能收尾。国家工作组专
家王立英重点介绍了隔离人员在转运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老师们讲得细致透彻，一听就知
道怎么操作了。”参加培训的学员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内蒙
古工作组社区防控小组也早在10月
20日就开展了面向社区工作人员的
系统培训。当日7时30分至9时，该
工作组组长、被誉为“天津福尔摩斯”
的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系统
介绍了不同管控区域的工作要求、重
点、要点、注意事项和容易发生的问题
及处置方法。

吴岚其其格是从额济纳旗退役军
人事务局下沉到邮政小区的工作人
员。该小区从最初的重点防范区，到
10月25日升级为管控区，再到10月
26日划为封控区管理，防控力度不断
升级。

“参加培训之前，连管控区、封控
区的概念都不太清楚。现在，对照培
训笔记，我们可以更好地根据不同分
区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吴岚其其格
说，“我们也了解了一般防护、一级防
护、二级防护、三级防护的区别，明白
了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防护，减少了
浪费。接受培训之前，我们在小区门
口值守时也会全天佩戴N95口罩，培
训后值守时全部佩戴普通外科口罩。
培训前不管在哪里工作都穿着防护
服，培训后只有在做消杀工作以及配
合开展核酸检测等危险系数高的情况
下才穿防护服。”

这次培训对张红梅的影响更多是
在责任意识层面。张红梅是从额济纳
旗财政局下沉到土尔扈特社区的防控
人员，在小区门口负责体温监测和人
员消毒。“疫情防控中，每个人都责任重
大，一个人的疏忽可能会影响全局，让
很多人的努力功亏一篑。”张颖这句话，
张红梅一直记在心里。培训后，每个出
入人员的体温她都认真监测、记录，每
次消毒都严格按标准执行。“我的工作
都不难，就是需要认真再认真，确保
不在这个环节出问题。”

在此期间，院感防控、核酸检测、
流调溯源、消毒消杀等各方面的培训
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将实战经验传授到一线

□本报记者 高艳坤

“当前，额济纳旗新冠肺炎疫
情传播迅速，危害性大，为了您和
家人以及他人的健康，自2021年
10月 25日零时起，将对广大居
民和游客实行足不出户（店）的居
家抗疫措施……”内蒙古自治区
额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

部的《通告》发出后，一时之间，额济纳
仿佛按下了暂停键，小区楼门紧闭，街
道变得更加空旷，只剩往来的车辆和
三三两两的工作人员。门内，居民和
滞留人员的生活物资充足吗？核酸检
测怎么做？遇到困难联系谁？带着这
些关切，记者探访了“足不出户”的额
济纳人。

“11栋楼，254户，642人，其中12
人是滞留游客……”吴治刚对赫力警

苑小区的情况非常清楚。在疫情防控
人员力量保证方面，额济纳旗建立了

“三级包联”社区管控工作制度，确定
由旗处级领导干部包联社区，各企事
业单位包联社区，苏木镇包联嘎查和
社区，协助社区居委会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10月 26日，该小区被划为封
控区，吴治刚等 18位额济纳应急管
理局工作人员负责该小区的防控管
理工作。

18人中，有11人分别担任一栋
楼的联络员，再从每栋楼中选定一位
居民作为楼长。每栋楼有3个单元，
每单元再选定一位居民作为联络人。
这样一来，平均每栋楼至少有5人负
责管理服务工作。建立微信群，实时
统计居民的各项需求，买菜、买药都统

一采购，再由联络员分别挂在居民的
门把手上安全“交接”。每日一次核酸
检测、两次健康监测。一旦发现感冒、
咳嗽、发烧等情况马上报给卫生健康
委。10月的额济纳最低温度已经降
到零下，夜晚寒意十足。为了严格控
制人员出入，及时接收物资等，工作人
员就在小区门口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对
付一宿。“只要小区安全就值得了。”吴
治刚说。

邮政小区门口值班岗的桌子上放
着两套表格，一套是打印版的《邮政小
区人员登记表》，除了房间号、姓名、性
别、身份证号、手机号等基本信息外，
表格还对“有无必要服用药物”“有无
疾病”“是否高龄、孕产妇、婴儿”“核酸
检测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4位行动

不便的居民信息也被单独列了出来。
“居民信息一目了然，我们的服务才能
更周到、及时。”小区管理员、额济纳旗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吴岚其其格说。另
一套表格是手写版的《居民需求物品统
计表》，“马某英，两盒伤湿止痛膏，已采
购”，“朱某良，胰岛素，已采购”……记
者数了数，平均每页登记了23位居民
的需求信息，整套表格有厚厚的几十
页。该小区内有一片平房区，居民隔着
窗子告诉记者：“已经做了4次核酸检
测，生活垃圾会有专人来取，一直有巡
逻车告诉我们不能出去。”

还有一些人滞留在景区、工地和
公路服务区，这些地方大多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10月 26日，记者随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内蒙古工作组

专家冯子健、张颖等探访了滞留
在古居延泽、漠中胡杨两个景区
的工作人员。古居延泽景区距离
旗政府所在地48公里，现有70
余人，每人都做了3～4次核酸检
测，全部为阴性，生活物资定期供
应。到达漠中胡杨景区时，景区
管理人员刚刚把满载着蔬菜、鸡
蛋、米面油的皮卡停在帐篷前，几
位酒泉职业技术学校旅游管理专
业的实习生还在熟睡中。18岁
的实习生李军告诉记者，他们有
很多同学在不同的景点实习，大
家建立了微信群互相交流。“同学
们每天都做几次健康监测，一切
都好，就等着战胜疫情回家了！”
李军说。

那些“足不出户”的人们

□本报记者 王潇雨

《首次流调核心信息表》《流行病
学初次调查报告》《密接者和次密接者
判定原则和方法》，这是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内蒙古工作组流调溯源
组团队连夜完成的3份资料。

10月 25日一大早，流调溯源组
专家、四川省成都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医师王亮就带着这3份材料，匆匆赶
往额济纳旗流调信息指挥大厅。这几
天，流调溯源组专家最关心的事情之
一，就是人员培训。

“当地人手不足，很多基础工作还
不太行，目前卫生健康队伍只有三四
十人，这两日确诊病例不断增加，人手
根本不够用。”在赶去指挥大厅的车
上，王亮告诉记者，“在现有条件下，我
们正在建机制，把工作流程捋顺，要抓
紧多培训一些人。昨天我们已经对当
地的公安和流调队伍进行了一次培
训，今天再进一步强化。昨天初步实
现了公安和卫生的联合办公，现在各
方面沟通相对顺畅一些了。”

指挥大厅是由当地一个小旅行社
临时改造而成的。推开指挥大厅的
门，五六张办公桌一字排开，二十多位
当地工作人员围坐在桌前，陆陆续续
又跑进来十多位站在后面。

培训开始了，主要包括工作流程、
要求、调查细节及注意事项等。

“收到初筛阳性的信息，姜晓峰要
做好登记，并分配给小组去流调，这是
第一个流程。同时，姜晓峰要把信息
推给李慧，她负责报送审核，需要补充
完善的，她随时联系各位，前后联动，
保障信息对接。”王亮一边说着，姜晓
峰、李慧一边点头，他们都是来自内蒙
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
作人员。

“组内合作是关键，流调、公安信
息要无缝对接，流调小组长与公安密

切配合，从头到尾，联合响应，一起出
动。”王亮说着举起手机，“所有队员都
要加入总群，及时了解信息，各小组再
建小群。这样，我们内部沟通更高效
顺畅。”

话音刚落，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
举手：“明白，流调小组划定的时间点、
范围很重要，我们可以迅速配合，这样
简单、有效、直接。”“没错，我马上做一
个模板，流调小组填写的时候能更准
确。”王亮说。

这时候，3份资料也已经分发到
全部人员手中，关于流调注意事项，王
亮开始给大家“划重点”。

“这份首次流调核心信息表的基
本信息栏中，受访者的工作单位填写
非常重要，比如在天鹅湖小区建筑队
工作，一定要具体到工地的编号。如

果对方的现住址没有门牌号，我们一
定要填写附近有特色的地标，方便后
续快速找到。家庭同住人员联系方式
是重要密接信息，一定要明确填写。”
王亮继续介绍，“受访者出现症状的具
体时间非常重要，感染者的发现方式
也是核心信息：是主动就诊、全员筛
查、重点人群监测，还是居家隔离、集
中隔离、协查发现，这对我们后续的分
析判断非常重要……”讲解结束后，王
亮对现场流调小组成员提出的疑问，
一一作出解答。

一个小时的培训刚刚结束，内蒙
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范蒙光就召集大家：“今天刚有一个
初筛阳性，4个小时之内完成第一期
的工作。中午一点之前，我在这里等
着大家。”

队员们立即出动。指挥大厅里，
几位协调人员迅速敲打着键盘。

“现在的重点还是通过流调，把
密接者和次密接者及时排查出来，
管理起来。”王亮说，“听说，驰援的
队伍马上就要来了，这样，我们会更
快一些。”

出发前，他们配齐流调“装备”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阿拉

善盟、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相继出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边城小镇额济纳也吹响疫

情阻击的“集结号”。本报记者实地探访额

济纳疫情防控现场，记录并勾勒了当地抗击

疫情的画面。

额济纳 且战且训

流调溯源组专家正在进行人员培训。 本报记者王潇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