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今天，

吉林省通化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通告称，自今日 1时
起，将通化市东昌区全域调整为高

风险地区。

另外，据央视新闻消息，自今
日 7时起，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

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报讯 据央视新闻消息，19

日，北京新增 7例本地确诊病例，其
中，大兴 6例、顺义 1例。北京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出，
大兴区突发局部聚集性疫情，形势

严峻。北京市大兴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发布从严

从快从紧抓好疫情防控措施，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和症状排查，全区所

有人员原则上禁止离京，如需出
京，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

持 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新华社北京今?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 20 日通报，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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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03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15例（上海 4例，广东
3 例，浙江 2 例，四川 2 例，陕西 2

例，天津 1例，福建 1例），本土病例

88例（吉林 46例，河北 19例，黑龙
江 16例，北京 7例）；无新增死亡病

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 58例（境外输入 15例）；当日

转为确诊病例 39例（无境外输入）。

昨新增?土确诊88例 北京大兴：所有人员原则上禁止离京

吉林通化：东昌区全域调整为高风险

    ?报讯（记者 左妍）近期，国

内疫情所呈现的特点为我们敲响了
警钟。在上海乡村，疫情防控的弦仍

旧不能松。年关将至，为了过个平安
吉祥年，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请阿

拉村民朋友们做到以下“七不”防控
措施：

● 亲朋邻里·不扎堆 减少串门
频率，保持 1?以上社交距离。不参
加麻将打牌、 扎堆聊天等聚集性活

动。电话和网络同样能交流情感，更

安全、方便和快捷。

● 红白喜事·不大办 特殊时
期，建议红白喜事从简，避免集中聚

餐。无论在饭店还是在家，二人以上
合餐时，都应使用公筷公勺。

● 常备口罩·不忘戴 随身携
带口罩， 在密闭空间内、 人群密集

区、需要与他人密切接触时，及时佩

戴。 到医疗机构或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时应全程佩戴口罩。 戴口罩前和
脱口罩后都要清洗双手。

● 洗手通风·不大意 勤洗手
是预防传染病简便有效的措施；用

流动水+洗手液/?皂，按照七步洗
手法规范洗手， 每次不少于 20秒。

经常开窗通风，每日至少 2次，每次

30 ?钟以上， 以形成空气对流为

佳；开窗的同时注意保暖。

● 合理用厕·不随意 注意厕

所清洁卫生。便后及时冲水，冲水时
盖上马桶盖。便后牢记要洗手。严禁

随意倾倒或直接排放粪污。 尽量不
使用便桶， 不将便桶放在河道等水

体中冲洗。

● 禽畜宰杀·不沾手 避免宰

杀禽畜。宰杀时应戴手套，不要用手
直接接触。 接触生鲜食材前后要洗

手，避免用脏手揉摸眼口鼻。不要在
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的肉制品，防

止溅洒污染。

● 咳嗽发热·不忍耐 主动做

好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健康监测。 若

出现可疑症状（如发热、咳嗽、呼吸
困难等），应戴上口罩，及时到就近

医院的发热门诊就医。

阿拉村民，疫情防控请做好“七不”

乡关何处 金雷

    据新华社北京 1 ? 19

?电 继 29省份倡议“就地
过年”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等 7 部门近日印发通
知，将于 1月 21日至 3月底

在全国开展“迎新春送温暖、
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鼓励引

导农民工等务工人员春节期

间安心留在就业地。

在外务工的你，这个不一
样的春节，为了你的“小家”和

我们“大家”，安心留下可好？
45岁的叶国栋，是杭州

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
名装配工人。往年都要返回

老家农村过年的他，今年和

妻子商量，打算春节留在杭
州。“回家‘年味’肯定更足，

但路上还是有风险，万一要
隔离更划不来。毕竟有健康，

才有团圆。”叶国栋说。
“出门有风险，钱包还会

扁；过年留公司，亲情不会

减。”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
控形势，越来越多在外务工

者像叶国栋一样选择留下。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

京、上海、广东、浙江、河南等
29省份陆续发出“春节期间

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一些

地方针对外来工推出了免费
邮寄年货、减免?区门票、发

放购物券等多项鼓励政策。
用工大省广东，各级人社部

门早早发出“致务工朋友们
的信”，建议大家“过节不回家，把

平安捎回家”。各级工会计划投入
至少 2600万元，向留下的工友们

赠送 18万份以上慰问年货或新春
网购券。广东肇庆除提供外地务工

人员每人 300元补贴外，还将送出

消费券、A?区游览券、免

费电影票、免费技能培训

等“暖心大礼包”。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1月 21日至 3月底专

项行动期间，将鼓励企业发
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

落实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适当

提高补贴标准，支持中高风

险地区、重点行业，引导企
业不裁员少裁员。

按照专项行动安排，
各地还将组织多种形式的

“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
动，餐饮商超、医疗卫生、

治安消防等服务供应不断
线，让务工人员留在就业

地安心过春节。为鼓励员
工“就地过年”，各大企业

使出浑身解数。“我们给所
有员工准备了超市购物

卡，将在节前、节后派发过
年红包、开工红包。大年初

二还会给留下过年的员工
发放年货。”杭州东华链条

集团管理部副总经理刘冬
根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劝

家政工留在上海比往年容
易，公司会奖励所有留守

员工 200元，干活多的最
高奖励 1000元。”上海家

事佳家庭服务公司董事长

李娜说。据记者了解，有的
家政公司鼓励员工“五一”

假期再回家，届时报销返乡车票。

在保障好就地过年之外，部分地区
也正在细化措施方案，全力帮助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安
心、舒心过好年，让在外务工人员

减少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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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庚子年小年夜的剧本有些

相像，上午接到指令，匆匆收拾行
李，下午出发。只不过这次多了个

步骤———接种新冠疫苗第二针。作
为上海援鄂首位逆行者被大家熟知

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国家新冠肺炎危重症临

床救治专家组专家、国家联防联控
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钟鸣又出

征了，这次的目的地，是吉林。

昨天下午 2时许，钟鸣现身中
山医院体检中心的临时接种点。量

体温、接受健康告知，接种时衬衫
的袖子捋起来不方便，护士赶忙搭

了把手。“第二针几乎没有什么感
觉。”钟鸣笑着说。

他刚结束了在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的值班。前一晚，他得

知在武汉的战友已经有人驰援长
春，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昨天上午，电话铃声“如期而
至”。“和去年支援武汉还是有很大

不一样。”钟鸣说，此次前往吉林，
他将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提

供支援。“当时去武汉，心里有很多
未知，不知道面临什么情况。这次

去吉林，心里非常清楚要面对什
么，从专业来说对疾病非常了解，

也很明确自己的任务。”
收拾行李差不多用了半小时，

和家人吃了中饭。又一次临近春节

前出发，家人有不舍也有担心。女

儿还在上学，不知道爸爸又要远行
的消息，没法像去年那样抱着爸爸

说“我们等你回家”。尽管牛年的春
节也可能无法与家人一起度过，但

钟鸣说，这对于医生护士来说，是
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有了近一年的抗疫经验，钟鸣

对自身防护已经很有信心，他要做
的就是尽自己努力将医疗工作做

好。“在武汉的经验非常宝贵，我们
有很多危重病人的救治经历，无论

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宝贵的财富。
在‘上海堡垒’里，我们也形成了上

海方案。”这一次，钟鸣的“行囊”里
多了“底气”。他告诉记者，《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已经很成熟
了，医生彼此间也无需过多磨合。

犹记得，去年 1月 23日，农历
小年夜，钟鸣上午 10时 30分接到

指令，下午 4时出发，驰援武汉疫
情最严重的金银潭医院，因此被称

为上海的“最早逆行者”。他坚守了
整整 75天，带领团队平均每日工

作十多个小时。

当天武汉已经封城，钟鸣买高
铁票坐到麻城北，再由一辆小车接

至武汉。和另一位专家抵达住地
时，已是深夜。“重症医学就是危难

时刻最需要医疗救助的学科。”从
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的使命。金

银潭医院是武汉最早救治新冠肺

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是疫情中的
“风暴眼”。这里 ICU收治的都是最

危重的病人，钟鸣带领团队收治的
是重症中的重症。疫情最初，病毒

的狡猾和捉摸不透，让有着近 20

年危重症治疗经验的他也有些“措

手不及”，过去积累的经验和方法

似乎难以奏效，但钟鸣是一个不会
被打倒的人。他不断尝试新的救治

手段，密切关注病人的每一分钟，
逐渐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也渐渐

摸清了一些规律。他在实践中探索
发现，要避免疾病进入加速阶段，

治疗关口须前移，不能等到疾病不
可逆转时再去补救。

“如果时光能够重来，我仍然
愿意背上背包，踏上那列开往武汉

的列车。”钟鸣曾这样吐露心声。这
一次接到指令，他同样义无反顾。

据悉，钟鸣是今年中山医院派
出的第二位驰援外地支援抗疫的

专家。1月 6日，该院感染管理科
副科长高晓东启程前往河北石家

庄参与新冠救治工作。
一个医生最牵挂的，永远是病

人。临出发，钟鸣又一次进到 ICU，
和医生沟通了病人的情况。“一支

成熟的团队，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
离开而改变。”

本报记者 郜阳 左妍

这一次，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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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近年关，大城市的打工族回

不回老家过年， 成了一桩心事。 其
实，这桩心事就像一年一次的考试，

考验着身在异乡、身不由己的朋友。

小周来自重庆，现在上海西区

从事空调维修。笔者问起今年回不
回老家，他叹了口气：回去也是不

小的负担，这里面，不只是交通成

本，更多是人情成本。 小周算了笔
账，春节里，要跑的亲戚家两只手

数不过来，去了东家，总不能不去
西家，且每去一家，都不能空手吧，

按家乡的习俗，老人、小孩还都得
准备红包。 他伸出两根手指，示意

开销至少 2万元。

对一年365天勤勤恳恳打工挣钱

的小周来说， 回老家过年要付出这么
高的人情成本，心里是不太情愿的。去

年因为疫情，他的收入也受到影响。 有
一次他接到预约单去一位外籍居民家

里维修空调， 修完才知道对方正在接
受医学隔离观察， 不得已自己只能也

赶快隔离，这样又少了挣钱的机会。

为避免春运人员流动可能引发
的病毒传播， 今年各地政府均鼓励

打工族留在工作城市过年， 并提供

许多生活上的保障。 小周也有待在

上海的打算，不过，和他一起干活的

表弟却斩钉截铁表示要回家，他觉得
一年辛苦下来，自己带着爱人、孩子

总该回去看看年迈的父母，尽一份孝
心。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保护自己

的安全，他计划开着载货用的面包车
回老家，虽然路上耗时长了点，但这

是目前比较安心的选择。

还有不少年轻人已不习惯回
老家过年的节奏。 小秦来自安徽，

大学毕业后留沪干起策展，她说每
逢春节，在大城市每天上了发条的

节奏， 回到老家却突然散漫下来，

一日只做三件事： 吃饭， 喝酒，打

牌，而这样过完新年，自己又得花
很大力气调整回工作的节奏，有时

真感到一种身心俱疲的无奈。 今
年，她打算告诉家里人，考虑到防

疫安全，就留在上海过年了，等以
后再找时间回去看望他们。

年关，乡关；人伦，人情……疫
情背景下，今年的春节对许多身在

异乡的打工族和他们家乡的亲人
来说，都是特殊的时节。 相信留在

城市的他们能过好这个年，也希望
他们留在老家的父母、亲戚能理解

孩子的选择。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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