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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裴龙翔

本报通讯员 朱彦祺 匡小舟

早上 7 点 30 分，全副武装的检测队员们

已经各就各位，提早接下已经奋战通宵的上

一班队员的接力棒，开始了新冠阻击战中平

凡而又特殊的一天。互相支持的眼神，短暂

却默契的交接，这样的更替对上海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实验室里的每一位

检测队员来说，已经习惯。

疫情反扑，倒春之寒，检测队员们迎难而

上。考验之下，他们用实际行动将抗疫誓言

写在不分昼夜的工作中。面对高频次、多种

类、时间紧、突发性强的检测样本，这支配合

默契、训练有素的队伍做到了高效有序、保质

保量，为疫情的研判提供了科学依据，共筑防

线，固守申城。

身经百战，应对挑战

尽管两年多来已经身经百战、习惯了高

强度检测工作，但 2022 年 3 月这一波的新冠

疫情阻击战，对新冠应急检测队来说还是有

些猛烈。工作任务强度激增，样品来源较以

往也更加多样。高效、快速、准确是这支队伍

的工作作风，而越是在情急之中、紧要关头，

越是要有不容丝毫差错的严谨。

更大的挑战是，由于这波疫情蔓延、涉及

面广，许多社区居民区都进行封锁管控。为

了避免滞留，影响工作，检测队有的成员积极

响应中心和所内的集结号，组成了一支精英

突击队。

大局为先，突击队成员都义无反顾地整

理好行囊，暂别家人，第一时间到岗并无缝连

接投入热火朝天的检测工作中去。

李云逸是实验室的副主任技师，主要负

责核酸检测中 PCR 的工作。虽然家里女儿

还小，丈夫也是市疾控中心一线的“战友”，但

她还是毫不迟疑地加入了突击队。

从早上 8 点多进实验室，一直到夜里 11
点多才走出实验室，10多个小时里，李云逸的

神经始终高度紧绷。“这次的工作任务很重很

急，在女儿教育的细节上还没和她爸爸进行

交接。还好女儿懂事，不需要多操心。”女儿

的自觉，也让李云逸很是宽慰。

组长负责，肩挑重担

应急检测采取的是组长负责制，这也是两

年多来运转成熟并不断完善的模式。队伍人

员被分成两组，白班、夜班轮值，维持实验室 24
小时不间断运作，保证“机不停、人不断”。

肩挑更大责任、劳心劳力的是每班的组

长。检测队员们是一天两班，而当天负责的

组 长 却 需 要 扛 起 24 小 时 不 间 断 执 守 的 重

任。在这 24 小时之内，实验室的每一处细节

都必须照顾周到。作为“领头羊”，组长不仅

值守时间更长，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统筹协调

能力。一方面，要周全地安排好各类标本的

检测流程，见缝插针、紧密衔接，确保实验室

全效运转；另一方面，要整合发挥每班人员

的优势特长，兼顾大家的间歇休息以维持体

力和工作效率。组长还要保证每一份标本

的检测质量以及整个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和

有序运作。

昼夜更替，这里从不熄灯

白天，是采样、送样的集中时段，检测工

作尤其繁重。检测小组要进行当日海关、公

卫中心、血液中心、人员筛查、环境筛查等多

种类、多数量的复核及监测样品。此外，应急

检测样品随时送来，需要随到随做，紧急且送

样时间不固定。

面对这一切，突击队员们齐心协力、精

诚团结，在每次交接班前都早早到岗，穿戴

起防护装备，实现了白班与夜班的无缝衔

接，令已经扎根在实验室的带班组长颇为

欣慰。

晚班要面临的是极需精力和耐心的挑灯

夜战。即便在夜间，一波波的样品也是接踵

而至，常常是队员们刚完成上一波样品检测，

下一波样品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为了最大

限度地缩短检测时间，在两波样品间隔之间，

检测队员就穿着防护服在实验室里等待，几

乎无休无眠。

应急检测队伍队员年龄差距较大，年龄

最大的主任医师张曦已到了退休的年岁，党

支部书记陈敏也已是两鬓斑白。但无论是年

过半百还是 90后，面对这场激烈的持久战，与

病毒“零距离接触”，没有一人退缩。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实验室“机不停、人不断”——

将抗疫誓言写在不分昼夜的工作中

新华社记者 陈聪 强勇

疫情的“倒春寒”，挡不住春天来临的脚

步。在黑龙江抗疫一线，一位位平凡的医护

人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秉持“动态清

零”的政策，为战“疫”胜利的目标携手而行、

并肩作战。

坚持

“今天入户采样一共涉及 9 个社区，采集

要到位，鼻拭子动作要轻柔。”4 月 2 日一早，

哈尔滨市道外区南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多

人的核酸检测小队出发前，中心主任王宇叮

嘱大家。

每天平均两万多步、爬楼 40多层，这是王

宇的抗疫日常“打卡记录”。南直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承担着 400 多位居家隔离人员的入户

核酸采样工作。辖区里有不少老旧小区没有

电梯，穿着防护服的王宇和同事们只能带着

采样工具，一层一层地爬楼梯完成任务。

王宇是众多穿梭在街道楼宇间“大白”的

缩影。为中高风险地区抵返人员、行动不便

人员、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入户核酸采集是他

们的职责。此外，在平时的区域核酸检测中，

他们也都奋战在最前线。

“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继续坚持。”王

宇说。

坚守

敲门、扫码、登记信息……看似一“扫”而

过的背后，藏着社区工作者的辛劳与汗水。

有天刚刚亮时对医疗物资的清点，有身

着防护服在路上的奔波，有一刻不停的电话，

有咬紧牙关爬上去的层层阶梯……哈尔滨市

道外区东原街道办事处北新社区负责人赵洁

琼的抗疫日常，是与数不清的电话和一层层

的楼梯“绑”在一起的。

3 月 30 日夜里，赵洁琼按照当地防疫指

挥部要求给一些小区的临街单元安装围挡、

实施管控措施，一直工作到凌晨。31日，她又

一早起来忙着查看辖区值守和小区封控情

况。中午 12 点半回到社区，还没等她把饭送

到嘴边，电话又响了起来。统计隔离居民所

需物资、安抚居民不安情绪……午饭就这样

被放凉了。下午，她又马不停蹄地做着第二

天区域核酸检测的准备。

虽然很辛苦，但居民的理解和支持，给

了她和同事们信心和底气。“我们的工作就

是为百姓做好服务，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特

殊阶段，更需要我们与辖区居民沟通‘零距

离’，汇聚大家的力量，守好社区的安全门。”

赵洁琼说。

坚定

在社区卡点值守、协助医护人员核酸采

样、运送居民生活物资……哈尔滨市道里区

春雨青年志愿者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纪中军

和志愿者们，从 2020 年开始就奋战在抗疫一

线，这一轮哈尔滨疫情也不例外。

早上不到 7点，纪中军和志愿者们就赶到

了福顺尚景小区。他们当天要协助医护人员

完成小区上千户居民的核酸检测工作。引导

居民登记、扫码、采样，维护秩序，入户排查宣

传……一抹抹跃动的“志愿红”，让很多居家

隔离人员的心安定了下来。

谈起做公益的初衷，纪中军说，在我的成

长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我、温暖我。如今我

向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受助者内心会感到

温暖，这也是坚定我把公益做下去的心愿。

坚信

“献给最可爱的人！为了抗击疫情，辛

苦啦！”

朋友圈里的一句话，配上“抗疫大白”

的黏土作品，让家住哈尔滨市道外区上和

城小区的费琳收获了很多陌生网友的点赞

和热评。

近日，居家隔离的费琳抽出闲暇时间，

以入户做核酸采样的“大白”为灵感，制作

了超萌的黏土人偶，一经晒出便刷爆了朋

友圈。

费琳说，看到自己身边的“大白”从不说

苦和累，感动之余，自己结合平时爱好制作了

人偶，“表白”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抗疫大白”火了，有不少网友想买，都被

费琳拒绝。这些天，费琳还在不停地制作人

偶。“我要把这些‘抗疫大白’送给医护人员，

他们代表着每一个逆行的平凡英雄，值得我

们全部的敬意。”

战“疫”必胜！这是费琳的心声，也是千

千万万为抗疫而战的人们的心声。

（新华社哈尔滨 4月 4日电）

聚微光 战疫情 守护花开
—— 走 近“ 疫 ”线 逆 行 者

本报讯 （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祝盼）记者近日从陕西省教

育厅获悉，陕西今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在普通高中同步实施

新课程、新教材，并将于 2025年全面实施新高考。目前，陕西

省新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按照“3+1+2”模式已报教育部备案，

经教育部评估通过后向全社会公布。

2014年 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这标志着中国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当时提出高

考“3+3”新政策，将上海市、浙江省作为试点，两地 30 多万名

考生成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高中毕业生。之后，经过

不断改革，目前多地实施“3+1+2”模式，即 3 门全国统考科

目+1 门首选科目+2 门再选科目，满分 750 分，总共可产生 12
种组合，“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统考，各科满分 150分，共

计 450 分；“1”指从物理或历史中选择 1 门，单科满分 100 分；

“2”指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选择 2门，单科满分 100
分，共计 200分。

目前，陕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5330 所，在校学生 831.92
万人。面对全国高考综合改革的浪潮，陕西省将 2021年作为

学位建设攻坚年、内涵建设转折年，出台了进一步加强高考综

合改革基础条件保障指导意见。省级层面、教育行政等相关

部门、各市县统筹规划，从组织保障、办学条件、配套政策措施

等 3 个方面补足短板，协调推进，加强提升保障能力。同时，

要求各地市、各高中学校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 2022 年启动

高考综合改革，2025年全面实施新高考。

“3+1+2”，陕西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视频推进会上获悉，青海坚决落实中央“双减”要求，

通过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集中专项整治活动，校外培训

虚火明显降温，培训机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全省 292 所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中有 111 所转型、181 所注销，实现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清零。

针对今年寒假初出现的校外培训机构猖獗、到处散发小

广告的现象，青海省教育厅迅速出手，西宁市政府、市教育局

及各区政府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取缔隐形变异转

入“地下”学科类的“一对一”“一对多”“黑机构”等 98家，查处

“学转非”变相违规开展学科培训机构 55家，培训整治转型不

彻底、整改不到位的校外培训机构 6家，并分别下达取缔通知

书和整改通知书。近日，青海推荐的《六项举措叠加发力在全

国率先实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压减》等 3 个案例被教

育部评为全国“双减”工作优秀案例。

青海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将形成治理常态，巩

固治理成果，严防隐形变异、反弹，通过协调公安、政法、市场

监管、信访等部门，发挥街道和社区的作用，及时发现“小广

告”“黑机构”“一对一”“一对多”等问题，重点核查举报线索，

及时查处“地下”违规学科类培训行为，开设“曝光”平台对典

型问题公开曝光。

目前，青海教育部门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等重

点时段，加大整治力度，联合相关部门对非法开展的学科类校

外培训进行专项治理，持续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倒逼整改问题

多、进度慢的地区按期整改到位，形成全社会参与监管并广泛

支持校外培训治理的良好氛围。

青海实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清零

新华社北京4月 4日电 （记者董瑞丰）记者从国家

卫健委获悉，目前全国已有 15 个省份共计 3.8 万余名医

务人员驰援上海。此外，还调集了 238万管/天的核酸检

测力量作为支援。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介绍，9个省份派

出 1.1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方舱医院医疗队的任务，4个

省份派出 2.3 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核酸采样的任务。另

外，12个省份派出了实验室核酸检测队伍将近 4000人。

上海市 4 日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核酸检测。为此，国

家卫健委从 8个省份调派了 108万管/天的核酸检测力量

支援上海，并协调了上海周边 4个省份，可承接 130万管/
天的核酸检测样本。

全国15省份3.8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上海

4月 4日，小读者在银川市鼓楼新华书
店看书。

清明节假期，宁夏银川市各书店迎来
众多市民前来品书香，度假期，享受阅读带
来的快乐。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清明假期品书香

（上接第 1版）

还原长征场景的“4D+6面”全景影片让北京八中学生平

洛嘉印象深刻：“当红军的队伍蜿蜒在沼泽地，我看到队伍中

一位战士背着一个孩子奋力前行，我一下子身临其境，集体的

力量和不屈的精神给我巨大震撼。影片结束后，我和我的同

学依然沉浸其中，久久不能平静。”

“看着仿真凌空除险作业场景，我理解了为什么红旗渠能

被称为‘世界奇迹’，那是顽强的中国人民用落后的钢钎和小

推车创造的奇迹。”

……

清明节期间，北京八中组织 530 名学生来到党史展览馆

参观。“清明时节组织学生来此缅怀革命先烈，切身感受党领

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先辈们高尚的品格激发

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八中校长王俊成告诉记者，

教育的使命是立德树人，为党为国育人育才。

“参观过程中，班上的同学们和我交流时，我都能感受到

他们心潮澎湃。”历史老师唐晓春说，“很多内容课上都领着学

生背了很多次，但是来参观后，同学们的感受明显不一样。在

这里，学生们能够直观地感受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家日

新月异的变迁，从中汲取力量。”

据党史展览馆工作人员介绍，自开馆开展以来，有 10 万

多名师生来学习感悟党史，总参观人数已破百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自强的民族生生不息！”

“这世间总有一条路，走上去就知道自己永不孤单。”

“愿中华民族的明天更加美好，人民更加幸福，国家更加

繁荣昌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一声声对祖国未来的祝福，快速

填满着馆内新换上的四本留言簿。

馆外，东风吹拂，天清地明，学生们在《旗帜》雕塑前合影

留念，追思中，是无限生机与希望。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抚今追昔，于党史中汲取新的力量

（上接第 1版）

素质上提高。大庆油田为产业工人立身

成才搭建舞台、畅通通道：建立了一个完善的

现代化员工培训体系，一条从初级工到中国

石油技能专家的八级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一

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激励

机制，一个群众性创新创效集成共享信息平

台，一批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权益上维护。“职工说了算、职工作评判、

职工来答卷”，广大职工为改革纳真言、献良

策、把好脉，画出职工对改革的最大同心圆。

从关注职工心理健康到解决职工实际困难，

再到丰富职工业余生活，职工的每一项权益，

都是企业关注的焦点。

代代传承红色血脉

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这也是几代大庆人赓续传承

的红色血脉。

近年来，大庆油田持续开展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再学习再教育再实践，在油田内外开

展“石油魂”宣讲 750 多场，观众超 300 万人

次。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已成为工业战线上的

精神殿堂。

“一面红旗红一点，五面红旗红一片，百

面红旗迎风展，红遍松辽大平原。”大庆油田

薪火相传，英模辈出。铁人王进喜、“人民楷

模”“改革先锋”“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大庆

新铁人”李新民……以“三代铁人”为代表的

劳模典型来自职工群众，成长于大庆油田这

片沃土。榜样引领，凝聚起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磅礴力量。

在当下的大庆油田，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得到大力弘扬，一批批创新人

才、劳模工匠辐射带动更多人，在各条战线火

热的生产实践中练就真本领，干出漂亮活。

作为“三老四严”优良传统的发源地，第一

采油厂中四采油队始终把继承和发扬传统作

为自身的不懈追求。自 1960年 3月建队至去

年底，油水井资料全准率始终保持 100%，25.54
万张报表无一涂改，198.08万次巡回检查无一

遗漏，5155万余个生产数据无一差错。

“国际焊王”王召军言传身教，他的徒弟

王天明也在国际焊接大赛中获得冠军，“焊

王”培养出新“焊王”，传承技术，更传承精神。

从 2012 年创立首批劳模创新工作室至

今，大庆油田已建成 19 个油田公司级以上技

能专家工作室、97 个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一大批“油田工匠”“龙江工匠”脱颖而

出。近年来，大庆油田共取得各项技术成果

1308 项，解决生产疑难问题 839 个，推广应用

214个，累计创效近 3亿元。

始终唱响“我为祖国献石油”

“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作为

“共和国长子”的大庆油田，始终唱响“我为祖

国献石油”。

百年基业，从当下开始。

再有几个月就年满 60岁的天然气巡护工

范永臣，按照自己的“生物钟”，吃过午饭，收

拾好必带设备，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二次巡线。

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老范的动作

依旧麻利，不放过任何一个盲区、一处死角。

7年时间，他徒步巡线超过 1.2万公里，相当于

从中国的最北端到最南端走了一个来回，用

脚步守护着气脉安全。

虽然即将退休，但老范说：“只要在岗一

天，我就会把工作做精做细，尽职尽责，不愧

对这一身‘石油红’，为油田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就是大庆石油人——分秒必争、奋力

拼搏。那一个个为油拼搏的身影、那一盏盏

默默坚守的灯火，倾尽全力，清晰可见。

锁定“起步产量”，第一采油厂今年开年就

迅速进入状态，想方设法抢抓生产主动权。今

年截至 2月底，已累计生产原油 101.2万吨，比

计划超产 1万吨，实现了生产“开门红”。

在推进大庆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示范

区建设中，大庆油田 17 个部门和单位的 6000
名职工投身专项劳动竞赛，钢铁 1205 钻井队

打出了 13.77天的钻井周期新纪录。

“走出去”是大庆油田的重要战略举措，

海外业务涉及委内瑞拉、印尼等 56 个国家和

地区，已形成覆盖中东、非洲、中亚、东南亚、

欧美五大区域的格局。120支队伍、上千名职

工远离家乡，默默坚守，以实干为企业赢得发

展空间。

作为大庆油田发展的新区域，广大职工

奋战川渝地区流转区块，4年时间，攻难关、克

难题，在油气勘探多领域获得重大突破，平安

1井、潼深 3井等多口井获高产工业油气流。

……

如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已

在油田大地扎下深根。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

企业，大庆油田在迈向百年油田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上稳步前行。

据新华社南宁4月4日电 （记者陈一帆）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一季度中越班列累计开行 98 列，发运标

箱 2940个，分别同比增长 27.3%、34.1%。

今年以来，广西铁路跨境运输业务发展

迅速。一季度从中国开往越南的中越班列共

计 57 列，同比增长 128%，出口货物以机械设

备、电子类产品为主，“中国造”越来越受东盟

国家欢迎。一季度进口水果运输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截至 4 月 1 日，凭祥铁路口岸共进口

水果 11366吨。

据介绍，目前中越班列承运货物已涵盖

中药材、水果、机械设备等 200多种品类。

一季度中越班列开行列数同比增长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