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4 责任编辑：张文强 版式策划：杨杰 制图：王涛 2021年11月7日 星期日 要闻要闻

□见习记者 马芳

这个特殊的秋天，额济纳旗的疫
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内
蒙古文艺工作者的心。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我区文艺工
作者把对疫情的关切之情化作创作激
情，他们积极行动，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强
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独特作用，凝聚
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音乐、绘画、诗歌、书法、剪纸、快
板……各艺术门类抗疫主题作品纷纷
涌现。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化解群众
心头疑虑，讴歌白衣战士，一件件文艺
作品生动讲述着抗疫一线的感人事
迹，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团结一心、共
克时艰的精神风貌。

“我的家乡额济纳突发疫情，让我
非常牵挂，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帮助额
济纳战胜疫情。加油额济纳，加油内
蒙古！”歌唱家德德玛发布视频，为家
乡额济纳加油鼓劲。

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乌兰牧
骑联合创作歌曲《加油阿拉善》，正如

歌词中写到的“众志成城前方自有希
望，驱散黑暗终将迎来初升的太阳，加
油阿拉善，阿拉善加油……”，文艺工
作者用歌声传递温暖与信心，为爱发
声，以歌抗疫。

“戴口罩、戴口罩，人人学会戴口
罩……”青年歌手乌兰图雅演唱的《口
罩歌》，以简单易懂的歌词和欢快动感
的旋律，倡导大众科学佩戴口罩，让人
印象深刻。更有编舞老师为这首歌专
门编排了健身舞蹈，既能科学有效地
锻炼身体，又能疏解情绪。

疫情当前，一封倡议书，引发层层
联动。10 月 28 日，自治区文联发出

“凝聚文艺力量，携手抗击疫情”的倡
议书，倡议我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
防控，筑牢个人健康防线；积极作为，
有序参与志愿服务；发挥所长，加强舆
论引导工作。我区各级文联、各文艺
家协会响应号召，迅速行动，聚焦讲好
内蒙古抗疫故事，借助网络平台开展
线上抗疫题材文艺创作，一大批有温
度、接地气的文艺作品新鲜出炉，用文
艺的方式开展宣传、提振信心、传递真
情、助力抗疫。

用文学照亮生活，让文字温润心
灵。我区的作家们以文学创作积极投
入抗疫，创作了许多主题鲜明、音韵铿
锵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用文字的
力量鼓舞人心。

“抗疫在基层，令来应与征。不分
寒暑走，何计报酬增。父母疏关爱，
夫儿自煮蒸。白衣蓝帐处，热血又潮
升。”一首诗词《基层防疫人》，讴歌了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者。“身处前沿
阵地，亲眼目睹许多热血沸腾的场面
和令人泪目的温暖瞬间。文字，何尝
不是抗疫的武器。脱下防护服，在短
暂歇息之余，提笔为战疫，注入绵薄之
力。”阿拉善盟作家协会的彭桂芸在
《为了最美的蓝天》题记中这样写道。

每一行文字，都能带给我们温暖；
每一幅画面，都透出坚定的力量。

一线医护人员坚毅的眼神、夜幕
下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各方驰援阿拉
善的场景……一幕幕感人瞬间转化成
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作品，我区书画家
的创作激情被迅速点燃，纷纷执笔赋
彩，为逆行者画像，描绘抗疫、防疫一
线涌现出的典型事迹和难忘时刻。《最

可爱的人》《守护平安》《坚守》《驼奶油
饼送温情》等美术作品，《负重前行》
《祈福》《大爱无疆》等书法作品，《回
家》《和谐家园》等剪纸作品，各类形式
多样又充满创作者深情与温暖的文艺
精品先后产生，并通过“内蒙古文艺”

“阿拉善文学艺术”等公众号展出，受
到全区人民的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阿拉善盟文联已征集
抗疫主题文艺作品百余件，用文艺凝
聚战胜疫情的不竭力量；呼和浩特市
文联的摄影家用镜头记录抗疫中的基
层工作人员、志愿者、核酸检测现场，
用摄影作品记录温暖抗疫瞬间；巴彦
淖尔市文艺工作者创作歌曲《大爱无
疆》、顺口溜《抗疫你我他》等作品致敬
医护人员，还将基层卫生院长疫情防
控期间的一天，拍摄成了微视频，记录
基层疫情防控的点点滴滴。

用画笔定格感动、用歌声鼓舞人
心、用诗歌凝聚力量，内蒙古文艺工作
者主动作为、各展所长。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他们生动诠释着以艺
战疫的责任担当，奏响众志成城的时
代交响。

以文艺之光凝聚抗疫力量
——我区文艺工作者诠释以艺战疫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 陈春艳

不知不觉，秋已尽，额济纳胡杨的
落叶被雪花覆盖。

原本“风景这边独好”的额济纳，
被突如其来的疫情笼罩。

包头市公安局党委向直属侦查二
分局下达驰援额济纳的紧急命令后，
分局党委委员胡特利根巴特尔第一时
间响应号召，主动请战。他在电话里
向妻子简单交代完家里的事后，从单
位带了两身衣服，就义无反顾地带队
奔赴抗疫一线。

“大哥，咱爸没了！”10月27日，包
头市公安局驰援突击队抵达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的第一天，胡特利根巴特尔
就接到了弟弟从通辽老家打来的电
话。

短短几个字，犹如晴天霹雳，击中
了胡特利根巴特尔内心最脆弱的地
方。

胡特利根巴特尔沉默数秒，颤抖
着开口：“啊，你说什么？什么时候？
怎么没的？”他脑海中浮现出父亲无数
过往的画面，撕心裂肺的痛楚、无法言
语的悲伤淹没了这个刚毅的男人，眼
泪夺眶而出。

挂断电话，胡特利根巴特尔感觉
空气凝固，一时无所适从。稍稍平复
后，他再次拨通了弟弟的电话：“老弟，
我这边有紧急任务，长话短说，咱爸的
后事就拜托你了，替哥尽这最后的孝
心。我现在就给你嫂子打电话，让她
赶紧去通辽。我走不了，我也不能走，
我这个儿子不孝啊！”话音未落，他再
度哽咽。

随后，胡特利根巴特尔拨通了妻

子的电话，尽量压抑着情绪，叮嘱她开
车注意安全，然后再次联系弟弟，安顿
后事的细节。

那一夜，他一宿未眠，望着天花
板，回想着父亲的点点滴滴。那一夜，
他辗转反侧，无数次点起香烟，却又默
默掐灭……

父亲去世的事情，胡特利根巴特
尔只是简单地向包头市公安局带队领
导作了汇报，并嘱咐队员不要声张，随
后便默默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作为分局领队，我的任务就是把
19位兄弟安全带回包头。”这句话从启
程开始，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

在抗疫一线，哪里有任务，哪里就
有他的身影。他与大家一起穿上防护
衣，挨家挨户上门排查、登记，同时不
忘叮嘱队友注意个人防护，帮助大家
协调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他是带

队领导，更是无微不至的老大哥。”一
位队员说。

胡特利根巴特尔已经两年没有回
通辽老家与父母团聚了，原想等这次
任务结束后，带着妻子回老家过年，万
万没想到突然间竟与父亲天人永隔。

白天，他玩命工作，压制自己的悲
痛。晚上，队友们休息了，他悄悄翻看
相册，回忆与父亲及家人在一起的时
光。

忠孝难两全。尽管心中充满对父
亲的愧疚、对母亲的思念，胡特利根巴
特尔依然劝慰自己，父亲的离世已无
法挽回，但是疫情一定能被战胜，阴霾
必将散去。疫情当前，每个人都很难，
但是再难，身为一名人民警察也绝不
能退缩！

舍小家为大家，他用警察蓝装点
大漠戈壁，用大爱守护胡杨小镇。

像胡杨一样守护这片热土

本报 11 月 6日讯 （记者 张
璐）11月5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总工
会获悉，本轮疫情发生后，呼和浩特市
总工会积极组织全市各级工会慰问核
酸检测点、一线防疫工作人员，并主
动承担起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共
安排专项资金 758万元用于疫情防

控工作。其中，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引
导资金403万元，各旗县区工会匹配
资金 355万元。在第二次重点区域
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开始后，呼和浩
特市总工会向21个出入城卡口一线
民警、医务工作者等500多名防疫工
作人员送去总价约40万元的防疫物
资及食品。

呼和浩特市总工会
安排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本报 11 月 6日讯 （记者 赵
曦）11月6日，自治区团委、内蒙古青
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为奋战在呼和
浩特市和额济纳旗疫情防控一线的医
护人员、青年志愿者、青年志愿服务组
织捐赠物资、保险近9120万元。

捐赠物资不仅有防护服、面罩、
口罩、消毒液，还有米面油等，总价值
近50万元；还为一线重点防护区志愿
者赠送9070万元保额的专属保险。

当日，呼和浩特市消费帮扶示范
服务中心还捐赠价值5万元的防疫物
资。

爱心企业为抗疫一线捐物资赠保险

本报呼和浩特11月6日讯 （记
者 王雅静）记者从11月6日举行的
呼和浩特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上获悉，呼和浩
特市已连续14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呼和浩特市
共报告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例疑似病例。10月31日，对报告疑
似病例予以排除；11月4日，1例确诊
病例治愈出院。现有2例本土确诊病
例，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接受治
疗，病情平稳。截至11月 6日，呼和
浩特市已连续14日无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本轮疫情，呼和浩特市累计排查
密接人员 998 人、次密接人员 2899
人，截至11月 6日，已全部解除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已于10月27日完成
本次疫情3个确诊病例样本的病毒基
因测序，结果显示，本次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为21A-德尔塔毒株。

核酸检测方面，呼和浩特市根据
第二轮核酸检测结果，结合国家、自
治区专家组意见，于11月 5日 12时

至 20时，再次组织对重点区域人群
（包括新城区华侨新村小区居民、金川
开发区碧水蓝山小区居民、内蒙古妇
幼保健院院内隔离的全体人员）、与确
诊病例活动轨迹时空重合人群、确诊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人员、重
点行业人群（包括进口冷链食品从业
和一线监管人员、农贸和集贸市场从
业人员、医疗机构医务和工作人员等
15类人员）开展了核酸检测。截至11
月6日12时，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八版）》，经属地和市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组织自查和评估，11月
6 日6时，呼和浩特市解除对新城区
华侨新村、金川开发区碧水蓝山小
区、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封闭管理。
解封后小区出入口实行 24 小时值
守，居民凭证出入，并严格落实查证、
测温、验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小区
内文体活动室等公共场所继续暂停
开放。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解
除隔离封控后，按照医疗机构疫情防
控要求重启诊疗工作。

呼和浩特市解除3地封闭管理

本报 11 月 6 日讯 （记者 杨
婷）为助力额济纳旗疫情防控，内蒙古
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日前积极组织开
展支援额济纳旗疫情防控物资筹集工
作。11月4日，第二批防疫物资顺利
装车后日夜兼程发往额济纳旗。

本批防疫物资包括一次性医用外
科口罩、KN95口罩、医用防护服、医用
防水隔离衣及药品、消毒剂等共7.2万
件，总价合计26.4万余元。

据了解，内蒙古公益事业发展基
金会于10月 26日发起了“支援额济
纳旗抗击疫情”线上筹款项目，已于
10月30日将筹集到的第一批防控物
资及时送往了额济纳旗。

7.2万件抗疫物资
驰援额济纳

本报 11 月 6日讯 （记者 薛
来）记者从自治区供销社了解到，疫
情发生后，阿拉善盟供销合作社迅速
响应，充分发挥工作职能，用心用情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阿拉善盟供销合作社先后 4次
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要求全盟
供销系统不举办大型会议、培训等
活动，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安排部署党员干部深入抗疫
一线，核酸检测、消毒消杀、值班值
守、宣传服务，在包联小区，每一个

疫情防控环节，都有他们坚守的身
影，社属企业还向包联社区疫情防
控值班点捐赠牛奶、方便面等生活
物资，向盟红十字会捐赠了价值
28680元的生活物资。

为保障全国各地抗疫物资进入
阿拉善盟得到有效管理，按照阿拉善
盟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要求，盟
供销合作社积极发挥“应急仓”“储备
库”功能，提供2000平方米物资储备
库和50吨冷库，用于储备抗疫救援
物资，助力疫情防控。

阿拉善盟供销合作社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阿拉善11月6日电 （见习
记者 王坤 记者 王磊）11 月 4
日，阿拉善盟盟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韩
伟新介绍了额济纳旗疫情防控“清零行
动”以来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密接、次密
接和部分重点人群隔离转运工作。

据介绍，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内蒙古工作组的指导下，额济纳旗
及时开展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密接、次密
接和部分重点人群隔离转运工作，切实
做到应隔尽隔、应转尽转，为斩断疫情
传播蔓延链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额济纳旗采取了系列措施落实
隔离点管理要求，不断提升各隔离点
工作质量，确保人员闭环管理、隔离
环境安全、工作高效运转。

加强隔离场所的扩源增量，切实
做到应隔尽隔。建立“底数摸排、统
一集中、分流调配”的工作机制，充分
利用闲置宾馆和留置游客转运后腾
出的场所空间，及时开展隔离点征备

用和经营业主安置工作，迅速组建由
干部、医护、公安和志愿者组成的工
作专班，加快场所改造进度，确保确
诊病例密接者应隔必隔、动态清零。

加强隔离场所的改造提升，切实
做到规范管理。努力克服前期物资准
备不足、符合隔离标准的场所有限等困
难，制定了隔离场所建设管理办法，派
出专家进驻各点进行指导培训，并每天
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向各点工作人员
培训隔离点制度、工作流程、防疫防护
等内容，日志式、清单化记录工作数据，
有效提升防护能力和管理水平。

加强隔离人员的身心关怀，切实
做到安心隔离。精准做好隔离人员
和工作人员“基本信息、健康监测、物
资配备”同步管理。关注隔离人员身
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特别是基础病长
期服药的患者，由专家团队及时提供
线上问诊、电话心理辅导和药品配
备，满足群众正常诊疗需求。

额济纳旗全面推进“清零行动”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安寅
东）记者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获悉，11月 1日起，满洲里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上调防疫风险等级，调整勤
务模式，新增6项闭环管控措施，全面
强化闭环管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为防止出现整建制隔离情况，该
站针对直接接触境外人员的高风险
执勤岗位，采取“N+14”勤务模式，即
连续在执勤隔离点独立作战N天后，
进入专门隔离点隔离14天，再进行正
常勤务轮转，实行“执勤现场——隔
离地点”全流程闭环管理。为减少交
叉感染风险，该站根据人员流动、工
作职能、工作性质，将当前3个口岸现
场及国门管理区划分为26个区域。

为强化公路口岸甩挂作业区域
管理，该站全流程无死角监控作业区
域，加派巡逻车实施不间断巡查；未
按规定穿着防护服及佩戴防护装具
的相关从业人员，不得进入甩挂作业
区域进行驳接工作。

在铁路口岸，该站重点加强与责
任单位的协作配合，明确“谁主管，谁
负责”原则，并共享数据信息，坚决堵
塞铁路口岸限定区域边界至铁路到
发场之间沿线发生车窗抛物、走私夹
带、司乘人员私自下车等隐患漏洞。

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本报阿拉善11月 6日电 （见习
记者 王坤 记者 王磊）11月5日，
记者从阿拉善盟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额济纳旗将在严格落实防控
主体责任、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在保
持社区干净、社会面干净的基础上，采取
差异化策略，分区分级、分类分时，灵活
调整、动态管理，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
序，全力保障群众日常就医需求，统筹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点工作。

继续实行区域管控措施。保持居
民小区网格化管理和包联单位值班值
守不变，加强小区出入人员管理，严格
执行一口出入，落实好消毒、登记、测
温等疫情防控措施，坚决杜绝人员非

必要流动和聚集。
全力保障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尽

快完成旗医院分区及医疗设施改造，在
做好感染防控工作基础上，逐步开放各
类医疗机构和药店，满足群众日常就医
需求。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加强医疗
机构“退烧止咳抗病毒”类药品登记排
查反馈，严格规范和细化发热病人工作
流程，确保全流程闭环管理。

认真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紧盯老
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全面畅通
运输通道，多方面组织货源，加大补货
备货力度，确保蔬菜、肉蛋奶、粮油等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给和物价平稳，努
力让人民群众放心、宽心、安心。

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
强对疫情防控的指导和监督，抓紧抓
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
作，严格落实“人物同防”要求，对重点
区域继续严格落实相应隔离管理措
施。同时，将根据疫情情况，逐步取消
道路通行限制，逐步恢复线下为民服
务，严格落实公共场所扫码、戴口罩、测
体温等防控措施，确保不出问题。待疫
情得到全面控制后，将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有力有序
推动商户、企业复工复产和重大项目建
设，严格内部防控和安全防范，加强服
务指导和日常监管，坚决守护好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额济纳旗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1月5日，呼和浩特市市民正在公交车上用车载测温仪测量体温。为加强公交系统疫情防控力度，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
开始为运营的公交车辆安装无接触式车载测温仪。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冯雪
玉 见习记者 梅刚）11月 6日，自
治区卫健委发布通报，截至11月6日
12时，内蒙古自治区新增治愈出院本
土确诊病例21例，累计67例；现有本
土确诊病例117例，其中，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1例，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

市 10例，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1
例，阿拉善盟额济纳旗105例；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6例。所有确诊病例均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出院病例
均在指定场所进行隔离管理和健康
状况监测，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
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我区累计治愈本土确诊病例67例
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17例

车载测温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