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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
来，即墨区段泊岚镇坚持一岗多职、一
专多能，充分发挥机关干部冲锋带头作
用，广泛调动各级党员干部力量，通过
组建疫情防控“五支队伍”构筑联防联
控严密防线，实现了多方参与、全民动
员，建立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
格局，掌握了疫情防控主动权，为进一
步保证复工复产企业能够顺利持续生
产，段泊岚镇成立了多支调研队伍深入
企业，汇总梳理企业难题，各部门联合
充分挖掘本土潜力，及时答疑解困，为
企业持续生产保驾护航。

“五支队伍”齐发力构筑
战疫严密防线

包村“指导员”队伍冲锋在前，筑牢
基层防控堡垒。由70名机关干部和10
名包村第一书记组成疫情防控包村指
导队，每天对所包村庄的防控情况进行
督导，引导群众不聚会、不串门、不走
亲、不访友，红事暂办、白事简办，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成为村庄疫情防控
“大管家”。
信息“情报员”队伍全面摸排，织密

疫情排查网络。充分发挥网格员在基层
工作中人熟、地熟、事熟的独特优势，成
立由全镇142名网格员组成的人员信息
摸排情报队，建立“乡镇-社区-网格员”
三级信息摸排体系。

企业“服务员”队伍搭桥建梁，有力
助推复工复产。组建了10支由镇经发办
牵头、各社区工作人员参与的企业服务
队，助力全镇287家企业复工复产。严把
返岗人员排查关，建立企业返岗员工花
名册，协助返岗员工完成“守卫墨城”小程
序个人信息登记，做到“一人一档”。为增
强防疫力量，全镇70村共223名志愿者积
极响应镇党委、政府号召，成立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队，争当防疫后援军。其中，“代
办帮买组”主动公布个人电话，根据村民
日常需要，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生活物
资，减少人员外出和聚集。

立足服务挖掘本土资源，
助力企业顺利持续生产

企业复工复产后，段泊岚镇成立了

多支调研队伍，汇总梳理企业难题，为企
业持续生产保驾护航。调研过程中，拓埠
工业制造的负责人提出最缺女包装工这
一用工难题，段泊岚镇便民服务中心立刻
与企业对接，并很快解决难题。
段泊岚镇便民服务中心打破之前

以企业为单位发布综合招聘信息的模
式，而是将企业的招聘信息逐条梳理，
按招聘需求划分招聘对象类别，再利用
镇原有招聘工作群直接进行“点对点”
招聘，让用工单位和求职者直接建立沟
通；对招聘职位分时段单独推送，发布
的招聘信息条理清晰，求职者浏览更加
一目了然，大大提升了效率。
了解到复工后部分职工常吃泡面，

菜品单一，段泊岚镇工作人员又为丰富
“饭盒”开始忙活。在企业复工复产之
初，最难的是防控物资的购买，段泊岚
镇经发办早早就想到了企业的难处，通

过向镇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前申请，帮助
企业购买了30000多个口罩以及大量
防护服和消毒用品；调研中，除了用工、
用餐方面的困难外，企业咨询最多的是
保险退费相关政策，调研组中劳保所的
工作人员现场给出答复，同时在企业微
信群中及时转发上级政策，解答企业的
疑惑。

打造新样板，推动全域全
面高质量发展

2020年段泊岚镇将围绕区委“园区
建设突破年”要求，结合“8+4”重点功能
区布局定位，按照“工农并重、文旅融
合、多点发力、重点突破”的总体思路，
聚力突破新型园区建设、乡村振兴、民
生保障三项工程，开创全域全面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段泊岚镇将突破新型园区建设，聚

力打造汽车产业链配套集聚区；突破产
业振兴关键，聚力打造柳韵果香乡村振
兴示范样板，打造大沽河流域现代农业
示范区，加快沽河生态农旅康养小镇建
设；打造现代畜牧养殖示范区和休闲观
光农业长廊，集中成片发展车厘子、奇
异果、火龙果等优质水果采摘基地，逐
步引进休闲农庄、特色民宿、自驾露营
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构建一品一景、
一村一韵的魅力休闲观光农业长廊。同
时，段泊岚镇还将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模
式，建设占地200亩的新材料新能源产
业园，打造国有资本参与园区建设新样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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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晚7时，在青岛大学医学部
组织下，一场特殊的思想教育政治课在线
上开展。青大附院援鄂医疗队带队专家，
青岛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教授牛海涛、于
文成、魏丽丽，以直播的方式，为青岛大学
的学生们讲述了在武汉一线支援时发生
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师生代表共计522人
聆听了这次特殊的思政课，学生们对“医
者仁心”四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即使在前线，医教研也要同时开展，
自己原先钻研的课题也要继续做好做细，
不能回到青岛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来一场 '
内涵型 '的复工复产。”青大附院援鄂医疗
队队长、青岛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长牛
海涛说。青大附院143名援鄂医疗队队员
在前线战疫及后方休整期间，“内涵型”复
工复产成果显著，共撰写文章90篇，申报
课题5项，参编COVID-19国内外专家共
识 4项；申报专利 37项，参编国家教材 1
项，进行远程网络国内外学术交流 12场
次，为学生开展云课堂42场次。

中西医结合共同战疫

疫情发生以来，海慈派出30名医护人
员支援武汉，他们所在的光谷院区收治的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病情危重，常常合并多
器官功能衰竭和多种并发症，对医护人员
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武汉开
展医疗救治工作已有40多天，医护人员在
精心治疗的同时，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病区无一例死亡病例，无一例新冠肺
炎转化成危重症病例。

海慈医护人员在中医药辨证论治基
础上，给予患者穴位按摩、耳穴压豆等中
医特色疗法，根据患者自身情况制定个性
化中医护理方案，主动向患者普及中医护
理的相关知识，对于患者入院、出院有针
对性地进行全面健康指导，帮助患者更多
地了解自身康复情况。护理人员结合康复
经验，针对脑卒中后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充
分评估病情，制定个体化短期康复训练计
划，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黄冈烙在了后方亲友心中

在青岛市中心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
家属等待的队伍中，看到女儿出现在视线
里，青岛市中心医院援鄂队员辛兆红的母
亲抑制不住泪水。等候的家人中，有小到7
岁的小孩，上到67岁的老人。
主管护师辛兆红的母亲已经67岁，而

辛兆红1986年出生。“考虑到自己是单身，
没有太重的家庭负担，我便第一时间报名
去了湖北。”辛兆红说，老母亲内心纵然有
万千挂念，但还是“深明大义”地支持她。辛
兆红奔赴前线后，老母亲没有一刻把心真正
落地过，为了不打扰她在前线的工作，即使
再担心，老母亲也只能忍着，等女儿主动报
平安，分享前线的消息。有时女儿太忙，等不
到电话，她便自己守在电视机前面，只要看
到有关于“黄冈”的字眼，便颤颤巍巍地靠上
前，希望尽可能多地知晓有关女儿前线工作
的“一点一滴”。黄冈这个名字，已经深刻地
烙在了后方亲友的心中。

驰援湖北，一夜成军链
接

疫情就是命令，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自除夕夜开始，至2月15日止，青岛累计派出5
批医疗队驰援湖北抗疫一线。
1月24日，适值除夕夜，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医生秦文接到国家卫健委调令，跋涉13个
小时抵达武汉市肺科医院，作为国家卫健委
院感防控专家组成员，她也是第一个到达武
汉的青岛医务人员。到达武汉后，她在做好武
汉市肺科医院的感控管理工作的同时，还先
后参与到武汉多家定点医院的院感改造工作
中，并对十余支医疗队的上千名援鄂医护人
员进行了防护培训。
1月25日，正月初一，青岛市第一批援鄂
医疗队（青岛市市立医院8人）集结出征，参加
山东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湖北省
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编入省医疗队
重症医疗组和普通医疗组开展工作。
1月28日，正月初四，青岛市第二批援鄂
医疗队（青岛市中心医院12人）集结出征，参
加山东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湖北
省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编入省医疗
队重症医疗组和普通医疗组开展工作。
1月30日，正月初六，青岛市第三批援鄂
医疗队（青岛思达心脏医院5人、青岛颐生健
中西医结合骨伤医院4人）集结出征，这也是

全国首支非公立医疗机构援鄂医疗队，进驻
武汉市汉阳医院，编入急诊科、发热门诊、院
感科、呼吸科三病区、呼吸ICU重症病区开展
工作。
2月2日，正月初九，青岛市第四批援鄂医
疗队（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0人）集结出征，参
加山东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湖北
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编入省医疗队中法新城院区开展工作。
2月9日，青岛市第五批援鄂医疗队（青岛
一队：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32人；青岛二队：青
岛市市立医院48人、青岛市中医医院30人、青
岛市第八人民医院16人、青岛市第六人民医
院12人、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26人）集结出
征，264名医务人员组成山东省第七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进驻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整建制接管光谷院区E1
病区9楼、10楼重症病房。
2月15日，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宋富
成出征，作为省第三批疾控工作人员编入省
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进驻湖北省黄冈市团
风县，开展病毒消杀工作；青岛盈海综合门诊
部李世莉，作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援鄂医疗队
队员，进驻武汉商职医院，负责新冠肺炎患者
超生诊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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