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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联控在行动

守护环境安全  保障群众健康
——市生态环境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纪实

王菁

陈仓区慕仪镇：

干群携手筑防线
本报记者 马庆昆  

“请出示您的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

“让我们看一下您的健康码、行

程码……”

连日来，陈仓区慕仪镇在辖区 11

个行政村设置交通巡查口 16个，由党

员干部和当地群众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每天 24小时在岗查验过往车辆司

机及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与 48小时

内核酸检测报告，全面排查重点地区

返回人员，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在严守防控卡点的同时，干部下

沉村组防控一线，摸排和管理重点人

群，做好人员登记、网格管理、健康监

测、防护宣传等工作，确保群众的安

全健康。

镇上的利民合作社动员并带动

实惠合作社、万亩田合作社、华民合

作社、第四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组成

志愿服务队，出动消杀车，对全镇

行政村的重点部位进行集中联合消

杀，消杀点位 345 个、道路 286 条、

面积 53 万平方米，筑起了全镇疫情

防控的安全屏障。

核酸检测采样医务人员何荣：

虽然很累，但心里很暖
本报记者 郑晔

双手消毒、撕开包装、取出棉

签、采样、样品密封……这套动作，

在近5个小时里，她重复了600余次。

这是 3月 13日早，记者在金台区新

维巷社区十万大山小区采样点，看

到医务工作者何荣的工作节奏。

上午 11 时，小区

采样进入尾声时，何

荣才有机会直起腰，

手撑着桌子歇一会

儿。何荣是麟游县医

院的工作人员，近日

被抽调到市区助力疫

情防控工作。3 月 12 日，接到主城

区全员核酸检测的工作任务后，她

和同事赵蕊早早就做好了准备。3

月13日凌晨4时，她俩赶到集合地点

领取物资，6时到达十万大山小区开

始采样。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的

配合下，她俩一个采样、一个采集个

人信息，在近5个小时里，做完647位

居民的核酸采样。其间，她俩没吃一

口饭，没喝一口水。尽管工作很辛苦，

可是何荣说，能为大家做点事，很高

兴！特别是听到居民发自内心的一

句“谢谢”，觉得很温暖！

新维巷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静

说，他们社区无物业独栋居民楼较

多，社区提前规划，把辖区小区划

分成 5 个点位，从 12 日晚就挨家

挨户通知，保证宣传到户。仅用一

上午时间，社区 2200 多名居民的

核酸采样工作基本完成。“谢谢医

务工作者、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王静说。

陇县东南镇纸沟村：

脱贫户请缨战疫
李小玮 崔瑶

3 月 11 日清晨，黑色的天幕徐

徐退去，陇县东南镇纸沟村渐渐披

上了晨曦。

“赶紧走，这一周忙活的！防疫

人手还是不够。”纸沟村党支部书记

高治成边跑边说。这句话刚好被打

扫村庄卫生的脱贫户杨建康听到

了，他忙说：“支书，人不够我可以，

我来！”

杨建康今年 46 岁，家中只有

他和常年多病的老母亲生活，无儿

无女。1 月的疫情防控，有他的身

影，3 月疫情再次来袭，他继续找

到村干部，主动请缨担任村级疫情

防控志愿者。维护秩序、打扫卫生、

村口执勤、入户登记、劝返来客……

杨建康每天早上 8 时提早上岗，下

午 6时还不离岗。“叔，你别生气，现

在不能出去，有啥你说，我们给你

买。”“婶子，赶紧回去，不要在外面

坐着闲聊了。”“爷，你要的盐给你放

门口了。”这几天，村子里总是穿梭

着他忙碌奔跑的身影，回荡着他嘘

寒问暖的声音。

“当年村上帮我脱贫，现在我

出力回馈，做这些不算什么。”杨建

康说。

志愿红致敬抗疫现场每一抹

金台区：

236个废弃口罩收集桶上岗
本报讯 3 月 14日，

金台区在城区重要路段

投放了 236 个废弃口罩

收集桶，方便群众投放

和回收，预防疾病传播。

近日，金台区垃圾

管理服务中心紧急启动

生活垃圾清运应急预案，

严格做好全区公共点位、

居民小区生活垃圾的消

杀、收运工作。在城区重

要路段的环卫设施点、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出入

口摆放了废弃口罩收集

桶（见右图），并安排专人、专车专项

消杀收集，避免二次污染。区上实行

收集前垃圾桶统一清洗，倾倒后清运

车辆全面消杀，全区生活垃圾做到规

范清运，日产日清，日清运生活垃圾

360 余吨。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日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蔓

延我市。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面对极其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市生态环境系统闻令而动、迅

速反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积极

发挥行业优势，认真履行岗位职

责，全力做好本职工作，坚决筑牢

疫情防控防线，切实保障广大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实际行动

诠释“生态人”的担当和使命。

提高站位   迅速安排部署
我市发生疫情后，市生态环境

局按照省、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从严从细落实“防输入、防

扩散、防外溢”的防控措施，第一

时间印发疫情防控期间环境监管

执法和医疗废物环境监管等紧急

通知，要求各分局密切监测群众

饮用水安全，加大对污水处理设

施检查力度，严防出现二次污染。

对已出现疫情的县区，要求各分

局主动指导医疗废物、医疗废水

和城镇污水处理单位采取特别措

施，严格分类收集、暂存、转运、处

置管理，并通过现场帮扶和微信、

电话指导等方式，督促各相关医

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污水

处理单位、隔离留观点等单位，全

力做好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及时无

害化处置、医疗废水消毒处理及

医疗废物、医疗废水、生活污水的

管理工作。要求全市生态环境系

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

做好各项防控工作的同时，切实

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

加强联动   规范医废处置
涉疫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

运、处置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

疫情发生后，为应对突发疫情可能

导致的医疗废物处理能力不足问

题，市生态环境局提前谋划，立即

启动选定好的 2 处水泥窑医疗废

物应急处置点，对医疗废物进行及

时处理。同时，主动加强与市城管

执法局、市卫健委及相关县区政府

的协作配合，动态掌握全市医疗废

物收运情况，科学有效地进行趋势

预判，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

运、处置等环节采取全流程闭环监

管，全面提高全市医疗废物收集、

转运、处置能力，切实做到涉疫医

疗废物“日产日清”，其他医疗废物

48 小时内安全处置。

据了解，从 3 月 7 日至 3 月 15

日，全市收集医疗废物 162 吨，处

置 158 吨。

突出重点  加强环境监管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医疗

机构、核酸检测点、医疗废物医

疗废水处理厂……这些都是生态

环境部门日常监管的重点领域。

为切实做好疫情期间水质监测及

设备运行维护保障工作，市生态

环境局组织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工

作人员前往医院、城镇污水处理

厂、隔离点等地，进行出水余氯监

测及设施设备检查工作，对不符

合要求的责令其尽快整改，坚决

阻断以污水为载体的疫情传播途

径。据统计，3 月 7 日至 3 月 15

日，市县共组织监督性监测 30 家

次，调度医院、隔离点等自行监测

数据 124 家次。同时，还组织执

法人员对全市范围医疗机构、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隔离点及

污水处理单位等重点场所进行全

面检查和督导帮扶，督促医疗机

构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维护管理，

强化疫情防控期间废水的消毒处

理，避免二次污染的发生。3 月 7

日至 3 月 15 日，共出动执法人员

415 人次，检查医院 59 家次、医疗

废物处置单位 2 家次、集中隔离

点位 75 家次、城镇污水处理厂 19

家次。通过执法检查，强化企业的

主体责任落实，促进医疗废物规

范处置。

围绕中心  强化服务保障
市生态环境系统在坚持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常态化工

作也从未“落下”，各单位工作人

员通过网络办公、远程指导等方

式，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各项

工作。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每日

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市气象局

加强线上会商研判，及时发布当

日空气质量预测，提出管控措施，

并坚持小时预警，及时排查整治。

同时，针对 3 月 11 日晚的雷雨大

风和 13 日至 15 日的沙尘天气，

及时发布防治措施，指导县区精

准施策。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加

强涉疫机构及污水处理厂外排废

水的消杀情况及余氯监测指标监

控，阻断以污水为载体的疫情传

播途径。目前，全市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环境形势安全稳定。

此外，市生态环境局还以疫情

防控为中心，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

部署，从系统相关单位抽调 10名党

员干部下沉服务一线，在渭滨区姜

谭路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同时，全面排查局机关 52名党员干

部基本情况，做好疫情防控储备工

作力量的安排部署。各县区分局、直

属单位也积极主动按照县域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下沉社区、镇村开展志

愿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生态环

境系统已有 329 人下沉一线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为全力以赴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何荣给居民做核酸采样

工作人员在凤县医院准备对废水进行监测 工作人员在扶风县百合污水处理厂检查生活污水紫外线消毒情况

工作人员在社区配合医护人员做核酸采样

党报记者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