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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作为长寿区农村劳务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袁万利，
心头可以说是焦虑万分。他很清楚，
每个农民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支撑
着一个家庭的生计，他们少打一天工
就少挣一天钱。如果说一个农民工背
后站着的是一个家庭，那么袁万利背
后站着的却是无数个农民工家庭。他
同样在追问怎么办？

第一时间摸清底数
加大宣传力度

一边战“疫”，一边组织农民工返
岗复工，上级的决策部署终于让袁万
利看到前行的方向和目标。没有丝毫
犹豫，他把岗位当“战位”，快速投入到
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行动中，结合疫
情实际创新开展工作，带领相关工作
人员力争用最短的时间组织更多的农
民工返岗复工。

为摸清农民工底数，袁万利连续3
天加班加点，在确保真实有效的条件
下制定调查方案，先后组织街镇召开
农民工实名制摸底调查2次。3天超负
荷工作，收获令人欣慰：分类建立了19
万返乡农民工实名制信息台账，全面
准确掌握滞留在家农民工出行动态信
息和就业需求，做到基本信息、技能特
长、就业意愿、培训意愿、就业去向、行
程安排“六个清”。

特殊时期需要特殊手段。针对疫
情，袁万利带领工作人员积极转变思
路，持续开展“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
招聘不停歇”活动，积极推行“网络招
聘、远程面试”，通过区政府网、就业局
微信公众号、就业App以及电话、短信
等线上渠道，引导企业和劳动者实现
双向对接、自动匹配。

对袁万利来讲，过程也许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结果。用他的话说，无论
你流了多少汗，付出多少心血，必须有
一个好的“收成”才行。他带领工作人
员先后组织网络专场招聘会13场、推

送就业岗位信息3000多个、定向发送
就业服务短信 9.6 万余条、热线解答
500余次、张贴宣传海报7000余张，719
名网络求职者实现就业。

精心组织农民工返岗
提供安全保障

如果在正常状态，给农民工搭一
座桥，指一条路，他们往往自己就能走
上就业岗位。但在疫情特殊时期，还
得将农民工“扶上马”“送一程”。针对
每天调查了解的农民工就业意愿，袁
万利及时分类统计，对计划到区外务
工的，争分夺秒发动工作人员核实务
工人员的出行意向做好人数统计。收
到符合组织专车的人数，连夜和区交
通局、区卫生健康委沟通，落实车辆、
驾驶员、车辆消毒、随车医务人员等方
面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工作人
员及时通知务工人员上车时间、地点，
叮嘱携带健康证、身份证等随身物品，
确保万无一失。

贴心的服务，收获的是农民工发
自心底的感激。“前段时间我吃不好
睡不好，心里慌得不得了。我想上
班，但又走不了，急得直跺脚。”一位
农民工深有感触地说，“有工友说可
能要3月中旬才能坐车去上班，大家
有些灰心丧气，没想到接到单位信
息，区里要包车送我们到达打工的
地方。”

按照上级的部署，袁万利和工作
人员为外出的农民工准备了口罩、抽
纸、方便面、矿泉水等物品，确保他们
一路上有吃有喝，还安排专人跟车，如
此贴心周到的服务，又怎能不让农民
工感慨、感动和感激！

正是在以袁万利为代表的工作人
员的努力下，长寿区按照“输出有组
织、健康有检测、承运有防护、到达有
交接、全程可追溯”的要求，目前已安
全保障全区80%的农民工外出务工。
然而，疫情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农民
工在返岗复工的路上，袁万利同样还
在路上。

科学战“疫”
专家解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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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重庆市科协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

本期特邀专家：王导新

最好的特效药
是增强自身抵抗力

本报记者 邓熙越 李彦霏

记者：呼吸疾病有那些共同点需
要引起注意？

王导新：从医护人员的体会来
说，这次病毒与往年普通流感病毒发
生的季节相似，都是在冬季。恰好冬
季的感冒症状一般以发烧、咳嗽为
主，与新冠肺炎的症状相似。这次疫
情发生后，可以通过核酸检测加上肺
部CT和一些确诊病人的临床表现来
帮助我们做好诊断，为病人赢得宝贵
的治疗时间。

从这次新冠肺炎和以往冬季频
发的感冒、流感来看都是一些呼吸系
统疾病，冬季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最

主要病原体是病毒，少数为细菌，而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两者的
传播途径主要通过患者打喷嚏和含
有病毒的飞沫进行空气传播，或经污
染的手或用具进行接触传播。预防
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切断传染途径，
远离已经感染的患者。不得不接触
患者时要注意隔离，戴口罩，加强手
的卫生。同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也是预防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重
要手段。还有一点容易被很多人忽
略的就是要避免双脚着凉，因为双脚

受凉可引起鼻黏膜血管收缩，从而容
易导致感冒。

此外，要注意室内空气的通风换
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换气时间以
10～15分钟为宜，一天2～3次。

记者：疫情之下，如何克服过度
恐慌？

王导新：针对此次新冠肺炎大家
也不必谈虎色变，重庆确诊患者48%
为输入型病例，剩下50%左右几乎都
是因为聚集而传染。从临床上看，这
种二、三代患者表现症状比一代要
轻。目前疫情已经得到较为可观的
控制，大家在陆续复工的同时应注意
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人群聚集。出现
生病症状的患者切忌隐瞒自身身体
健康情况，做到及时就医，早发现、早

治疗。因为即使是普通感冒和一般
的病毒感冒也有可能会拖成肺炎，特
别是之前就有过肺部疾病史、心脏病
史、肿瘤病史、糖尿病史的患者，避免
因就医不及时导致基础疾病的诱发，
加重病情。

记者：对普通群众来讲，如何做到
不让病毒侵入身体？有什么特效药可
以预防吗？

王导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人体
可能随时遇到病毒感冒或其他肺炎等
疾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效
药”——免疫力，包括这次新冠肺炎在
内的所有病毒性疾病，都是通过外界
干扰病毒毒性扩展，但是彻底根治、杀
死病毒都需要人体自身给出的“特效
药”。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适量、合
理地锻炼身体，如散步、打太极拳、做
操或慢跑等，在增强免疫力的同时还
可改善心肺功能。随着免疫力的提升
病原体便不容易入侵身体。

目前，新冠肺炎全国治愈出院率
已达到60%，重庆出院率达到80%左
右。这次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大
多数肺部炎症吸收良好，遗留病灶较
轻，原则上除了年老体弱的患者，一般
恢复较好的患者心肺功能恢复良好。

记者：在治疗新冠肺炎上，是西医
好还是中医有优势？

王导新：在治疗上，现代医学往往
专注于研究细菌致病机制，进而研发出
对应药物以进行高效治疗，中医则在
临床治疗新冠肺炎的过程中掌握病毒
的基本性能后更注重提升自身的防御
水平，使自身在面对病毒侵犯时保持
长期稳定优势。这次中医对新冠病毒
的抑制起到了显著作用，大量中西结
合诊治后的治愈案例说明，将中西医
结合起来，一个治表一个治理，对新冠
肺炎的治疗是有明显疗效的。

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患的治
愈率达到90%，这是一个很好的临床
诊治经验，能够帮助更多患者尽快恢
复健康。

袁万利：为农民工返岗复工尽心尽力
本报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陈琳 田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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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新在巫山会诊第1例新冠肺炎患者。 市人社局供图

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成员，医
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现
任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重庆市呼吸危重症医
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学术带头人等。曾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基金4项，省部级4项，发表论文115
篇，发表SCI论著38篇，多次获奖。

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