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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2月6日，重庆
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市场供应保障工作视频
调度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市
场供应保障工作。会议指出，各区县、部门
要在确保生产供应体系科学持续正常运
转上下功夫，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并主
要抓好物资生产、销售、流通等环节。

首先，要抓好生产环节，保障生活必需
品供给。各区县、部门要加大蔬菜、水果、
生猪等“菜篮子”产品的生产，及时组织采
收上市，确保疫情期间“菜篮子”充足；要有

序组织粮油、蛋糕、牛奶、方便面等食品加
工企业复工复产；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要尽快安排饲料、屠宰、种畜禽、化肥等
农资生产企业开工，避免种植养殖企业“断
粮”影响生产。

其次，重庆要做好产销对接工作，加强
货源组织。重庆各商贸企业要加强与生产
企业、基地、供货商对接，加大订单，抢抓货
源；各超市、便利店等零售企业要增加生活
必需品补架、补货频次，防止出现空架现
象。各区县、部门也要协助商贸企业拓展

货源，加大市外、境外采购力度，探索建立
方便面等易储食品及南瓜、土豆等耐储果
蔬临时储备制度，丰富生活必需品储备。

有了充足的市场供应，还需要畅通物
资运输通道。会议强调，重庆要开辟绿色
通道，为疫情应急物资和蔬菜、食品、畜产
品等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车辆办理通行手
续，确保这些物资运得出生产一线；交通部
门要优先保障应急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
行，对相关车辆“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
还要确保境外物资入境畅通，海关要优化

疫情防护物资入境流程，缩短通关时间，确
保防护物资能在第一时间分拨到需要的地
方。

会议还提到，重庆各区县、部门要抓好
销售环节，维护市场正常运转。市、区县两
级商务部门要确保生活超市、农贸市场、医
药商店、加油站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营业场所能正常运营。同时，要发挥电子
商务作用，推动生活必需品网购，开拓网络
订餐、送餐服务，为市民提供“无接触配送”
服务。

重庆疫情防控市场供应保障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

保障物资正常生产销售流通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2月6日，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疫
情期间主城区老年人公交免费
卡暂停使用的通告》（简称《通
告》），明确规定：为了老年人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从2020年
2月8日起，主城区老年人公交
免费卡暂停使用，直到我市突发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结
束时恢复。

《通告》称，当前，我市疫情
进入复杂期，防控处在关键期，
老年人是此次疫情传播的易感
染群体，不宜与密集人群接触，
不出行就是最好的保护。

《通告》指出，近日，社会对
疫情期间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
的问题比较关注，特别是早高
峰，老年人搭乘公交车的比例超
过25%，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非常担忧，认为应当倡导老年人

尽可能减少出行，包括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以降低由于人员密集
带来的感染风险。

在此期间，老年群体在公共
交通出行上遇到困难，可以向重
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反映。联系电话，公交：
16866666；轨 道 ：68002222。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将认真听取意见，积极
采取措施，共同做好老年人安全
出行工作。

同时，《通告》呼吁进一步落
实社区和家庭责任，社区工作者
应关注老年人疫情防护工作，提
供相关服务，加强宣传引导，劝
导老年人减少出行。家庭应承
担老年人安全防护主体责任，家
庭其他成员多承担需要出行的
家庭事务，劝导老年人减少出
行，让老年人安心在家、健康生
活。

2月8日起

主城区老年人公交免费卡暂停使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2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分别从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市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获悉，重庆出版
集团和多家数字出版企业通过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数字资源
的方式，丰富公众的居家精神
文化生活。

“自疫情爆发以来，重庆出
版集团通过打造形式多样的线
上作品来服务社会。”重庆出版
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集团所
属天健互联网公司制作的《协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和
《防控口袋书——新型冠状病毒
社区（村）防控行动指南》两本实
用防疫手册，陆续在学习强国重
庆频道“农家书屋”栏目、微信小
程序“渝书坊商城”等平台发布，
受到读者喜爱。

为保障学生们停课不停
学，重庆出版集团将旗下今日

教育杂志社“今日教育传媒”公
众号平台上原有的线上收费作
文课程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
目前已上线3季课程，集结市内
多名中考名师，在线教授学生
如何写好考场作文，深受广大
学生的喜爱。

同时，记者从重庆市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获悉，为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该单
位联合旗下的多家数字出版企
业免费开放数字资源。“目前开
放的数字资源主要由重庆大学
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课堂内外、维普资讯等数字出版
单位提供，涵盖教育资源、阅读
资源、医药资讯等类别，包括中
小学在线、格林阅读、小鹅通等
多个平台。”重庆市音像与数字
出版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市民
既可免费学习相关课程，还可在
线学习亲子课程等。

重庆出版集团推出数字图书服务抗疫
多家数字出版单位免费开放数字资源

“要在家里，不要串门哈，也不要
到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出门记得戴好
口罩。”“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要
保持乐观。”……近日，黔江区人大机
关驻阿蓬江镇青杠村第一书记王绍
全再次来到青杠村，为当地群众免费
发放口罩的同时，一遍又一遍不厌其
烦地嘱咐着村民。

疫情来袭，王绍全时刻记挂着村
里的贫困百姓，更在获得防疫物资的
第一时间，把口罩发到每个人手中。

“决不能让贫困户、困难群众因
无钱、无渠道购买防疫物品而感染，
要让每一位贫困群众都感受到关怀
和温暖。”王绍全的这种认知正在黔
江成为一种共识。

“防控疫情是一场阻击战，也
是一场全民战。”在黔江区相关负
责人看来，在这一场防控阻击战
中，需更全面地贯彻“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用心用情关注帮助贫困群众，干部
群众一条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才能真正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

访民情
身先士卒服务
解难不“落”一人

“现在这个疫情形势很严峻，知
道你们最近没办法出门，寻思着来
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助。”在黑
溪镇光明村贫困户陶显碧家中，

“第一书记”张绍淦耐心地和她交
谈，叮嘱道：“要做好自我防护，不
要出门，有什么困难就及时通过电
话反馈给我们。”

疫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张绍淦
就放弃了与家人团聚，匆匆赶到村里
和村民站在了一起。如今，每天和村
支两委班子一起，挨家挨户摸排，询
问村民困难，详细登记返乡人员信
息，防止村民病毒感染，以及疫情蔓
延扩散。

“第一书记是共产党员，更应该
牢记‘第一’二字，在任何战斗和困难
面前都应该担当第一。”张绍淦说，关
键时刻，只有党员干部愿意冲在前，
老百姓才有主心骨。

而随着疫情越发严峻，像张绍淦
一样，彭禄波、简兴田、谢红军等“第
一书记”，早已驻扎在各个村（社区），
坚守防疫“第一线”。

将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有
机结合，筑起战“疫”防线，这是黔江
打造基层防疫堡垒的实践。自疫情
发生以来，该区第一时间就建立了由
全区统筹，乡镇安排，村社自治的全
面防控体系，全覆盖无死角防控疫
情。特别是针对贫困地区，在扶贫过
程中和村民、贫困户建立了浓厚感情
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更是成

为了主力。
由他们带着党员干部入户排

查，极大提升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效
率和质量，上门贴身服务，了解村民
困难，更增强了贫困村社战胜疫情
的信心。

解民忧
精准实施帮扶
扶持不“落”一人

春节，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因为
疫情，今年的春节少了些许闹热，但
得益于脱贫政策，金溪镇平溪村村
民邱朝学一家，这个节日依然过得
暖心。“现在的政策好，什么都不
愁。”邱朝学说，这个新年不仅收到
了慰问金，还收到了防疫物资保障
金。

“脱贫攻坚讲究‘精准’，疫情防
控同样也离不开‘精准’，精准脱贫
对象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薄弱环
节，保证他们能获得足够的防疫保
障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

黔江区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始终不忘关心关注贫困户的生
产生活保障。

为此，该区在进行贫困户常态化

走访慰问，详细了解贫困户的生活状

况和实际困难，并向每户宣传防疫知

识，科学进行防控，鼓励他们树立防
疫抗疫信心的同时，还拿出“实招
儿”，真金白银对全区建卡贫困户进
行扶持，以实际行动切实为贫困户送
去“防疫的保障、生活的便利、安全的
防护”。

“全区建卡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
为50元/人，由贫困户自行安排生产
生活。”黔江区扶贫办主任郭兴春说，
越是特殊时期，越要关注好贫困户，
确保他们吃穿等基本生活保障和防
疫措施的落实。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区已累计向

建卡贫困人口38362人兑现扶持资

金191.81万元。并组织社会各界捐
赠口罩3000个，即将分发到全区30
个乡镇街道，主要用于建卡贫困群众
紧急外出需求。

慰民心
倾力保障民生
兜底不“落”一人

而一个都不能少，不只是针对贫
困户的战“疫”，对于低保户、老人、特
困人群等对象的救助及安全防控工
作，也不能落下一人。

“党的政策好，特别是最近拿到
手的增发生活困难保障金让我们
家减轻了不少经济压力。”近日，居
住在黔江区舟白街道廉租房“石城
乐居”的谢彩云老人激动地说。

据了解，今年80岁的谢彩云老
人，是冯家街道柏腊村人，长期患
病。其儿子、媳妇均为肢体三级残
疾，还有3个上学的小孙子。由于他
们一家进城多年，全靠儿子在城里做
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生活。但自从疫
情爆发以后，儿子的收入几乎全部断
了，生活压力很大。现在有了增发的
生活困难保障金，才让她家过了一
个温暖的春节。

保障民生兜底，类似谢彩云老人
一样获益的群众还有不少。“我们已
经对全区在册低保对象增发生活困
难保障金，每人每月50元，由区民政
局负责通过打卡方式发放至对象个
人账户。”据黔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抗击疫情期间，民政局将
全力做好全区民政服务机构集中供
养的老人、低保户等对象的安全防控
工作。目前，已为全区城乡低保对象
9942 户 20158 人，其中城市低保
3350户6197人，农村低保对象6592
户13961人，发放扶持资金100.79万
元。

同时，整合防疫物资向全区22家
养老服务机构发放口罩1100个，调
度扶持资金向乡镇街道划拨临时困
难救助资金100万元。

向困难群众发放扶持资金向困难群众发放扶持资金292292..66万元万元

战“疫”与扶贫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黔江

区人大机关驻阿蓬江镇青杠村“第一书记”王绍全（右）给群众免费发口罩 农户消毒中 防疫服务进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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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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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6日，重庆迎来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的好
消息。经市、区两级医疗救治专家评估，有
9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治
愈出院。

这9名患者中，有5名患者从重庆市
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简称市公卫中心）
出院，其中3名来自主城区，也是重庆主城
首批治愈出院的患者。另外，有4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在重庆三峡
中心医院治愈出院。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24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
出院。

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市公卫中
心副主任严晓峰介绍，在住院医治期间，
这5名患者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
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
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
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 1 天）。出院患者
不仅自身不携带病毒，而且对新型冠状病
毒有一定抵抗力。不过，严晓峰也建议，
患者出院后要做好防护，继续佩戴口罩，

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因为现在是流感
多发的季节。

严晓峰表示，市公卫中心还对患者在
医院穿的衣物，以及使用过的手机、箱包等
物品进行了消毒处理，以确保出院患者随
身所带物品绝对安全。

此外，2月 6日下午，经医护人员精
心诊治和护理，4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确诊患者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治愈
出院。本次出院的患者为3名女性和1
名男性，其中2人是开州人，1人是云阳

人，1人是城口人。4人分别于1月29日
和 1月 30 日转入重庆三峡中心医院诊
疗。

（记者 陈钧 栗园园 彭瑜 通讯
员 周志华 何洪泽）

本报湖北电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 杨骏）2月6日，孝感市中心医院5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康复出院。
5名患者均为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接手后
治愈。

据了解，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主要由
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三院、重庆市肿瘤医
院、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急救中心等医院混编，接手孝感市
中心医院两个病区的诊治。这5名患者均
达到出院标准，经过专家组协同会诊，同意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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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又有9名患者包括主城3人
昨日出院

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治愈5名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