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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农村地区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农村地区

如何做到“保健康、防重症”？一直在农村生活的人是否

会感染新冠病毒？为何要搞好村内环境卫生？近日发布的

《农村居民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健康教育手册》，针对上述问

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该手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国家卫生

健康委宣传司组织编写、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著。

1. 问：农村地区如何做到“保健康、防重症”？
答：我国农村地域广、人口多、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不

足。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感染带来的影响，更好保

障农村居民健康，各地围绕“保健康、防重症”的目标，

突出重点人群管理，做到医疗救治“关口前移”，其核心

就是“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早转诊”。

“早发现”主要是对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孕产妇、儿

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进行一对一包保联系，每周联系服

务不少于 2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早识别”就是要加强对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

对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比如有些基础病的并发症、新冠

重症风险的苗头和倾向性症状出现以后，要及时识别，及

时给予指导和转诊。

“早干预”就是在基层要配备必要的氧疗设备，如氧

气袋、氧气瓶、制氧机，还要配备便携式血氧仪监测血

氧，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给予吸氧和相应的药物治疗，同

时结合实际及时转诊。

“早转诊”就是发现了需要转诊的患者，要及时转到

上级医院接受治疗。

2. 问：一直在农村生活的人，会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答：人群对新冠病毒普遍易感。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

力强、传播速度快。过年、过节期间及前后，人员流动加

大，返乡人员增多，也会有很多旅游者来往，加上节庆娱

乐、聚餐聚会、走亲访友等人际交流活动，这些都加大了

农村居民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3. 问：赶集、去农贸市场或超市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赶集或前往农贸市场、超市时，应全程佩戴口

罩，咳嗽、打喷嚏时应避开他人且不应摘掉口罩，不随地

吐痰。挑选商品或排队结账时，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社交

距离。注意手卫生，尽量少接触公共设施和物品。及时洗

手或使用手部消毒剂，不要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眼、

鼻。倡导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采购，鼓励线上采

购、上门配送、无接触交易等便利服务。

4. 问：为什么要搞好村内环境卫生？家里没有自来水
怎么洗手？乡亲间如何互助？

答：村内环境卫生与健康密切相关。乱扔垃圾、乱倒

污水、乱堆柴草、禽畜散养，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为各

种传染病的滋生和流行制造了条件，给村民的健康埋下隐

患。应做好环境整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日产日清，垃

圾、污水集中处理；保护好饮用水源，治理排污渠、臭水

塘；家禽、家畜圈养，各家各户要做到庭院及周围环境干

净整洁。

如果家里没有自来水或其他清洁流动水源，可请他人

用水盆、水瓢、水壶等器具盛水，倒在手上形成流动水冲洗。

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主动关心关爱、探视探访邻里，为有需要的乡亲提供

代买生活用品、紧急送医等力所能及的帮助，将富余的治疗药品、口罩、消毒用品

等分享给急需的乡亲。

5. 问：婚丧嫁娶还要简办吗？走亲访友应注意什么？
答：婚丧嫁娶尽量简办，适当控制规模，避免大操大办。疫情比较严重时，要

按照当地疫情防控的规定和要求，减少聚集性活动。

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家庭聚集性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会的规模、人数，缩

短聚会时间。倡导电话、网络问候。

探亲访友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佩戴口罩，注意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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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广大城乡居民朋友：
自 2022 年 7 月以来，我市遭遇了持

续干旱，降水较往年同期明显减少，部

分供水工程水源地水位严重下降或枯竭

断流，导致处于供水管网末端和地势较

高的用水户出现水压降低、水量不足现

象。根据气象部门分析预测，全市有效

降雨过程偏少，干旱仍在持续，供水工

程水源持续短缺，各县 （市、区） 将不

同程度受到影响，供水形势不容乐观。

为更好应对旱情，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

活生产用水，特向全市人民发出节水护

水倡议：

一、增强节水意识，落实节水行

动。广大城乡居民朋友要积极行动起

来，以主人翁的精神和义不容辞的责

任，节约保护我们严重短缺的水资源，

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带头养成节

约用水的良好习惯，争当计划用水的倡

导者、科学用水的推动者、节约用水的

实践者。在每一个生产生活细节中，珍

惜每一滴水、节约每一滴水。提倡洗漱

间隙关闭水龙头，洗衣洗漱合理控制水

量和时间，不用长流水解冻食材，减少

冲淋清洗水量，尽量一水多用、循环利

用，杜绝人在水长流、人走水不停等各

种浪费水的现象，为“抗大旱、抗长

旱”充分作好准备、留足水源空间。

二、强化节水责任，推动共同监督。

全市城乡居民要自觉树牢“节约用水光

荣、浪费用水可耻”的观念，充分认识当

前水资源短缺的紧迫性，强化爱水、惜

水、节水责任。提倡全民参与、共同维

护、共同监督，对发生在身边的用水浪费

现象，敢说敢管、相互监督，及时发现和

制止各种浪费用水、无度用水等不文明行

为，共同保护好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要

坚决避免破坏供水设施、污染水源等违法

违规行为，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水管漏水

等情况，要及时报修，或及时告知村

（居） 委会、乡 （镇、街道） 人民政府

（办事处）、县级水务部门或供水单位采取

措施处理，形成共同关心、共同维护的良

好节水用水环境。

三、加强节水宣传，发挥示范引

领。广大党员干部要身体力行，从自

身、自家做起，充分发挥护水节水模范

带头作用。每一位城乡居民朋友都要带

头做好节约用水的示范和宣传，积极向

身边人宣传爱水、节水、护水知识，把

节约用水的理念延伸到家庭和社会。各

机关事业单位要率先垂范争做节约用水

的示范者，各企业要争做水效领跑者，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各学校要加强节水

教育，强化青少年节水意识，并通过

“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宣传和引领广

大城乡居民树立良好节水意识，养成节

约用水生活习惯，以“爱水、惜水、节

水、护水”的实际行动，齐心协力、携

手并进，为打赢全市城乡抗旱保供水这

场持久战贡献应有的力量。

广大城乡居民朋友，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节约用水是我们应尽的

义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请大家自觉遵

守节约用水规定，共同监督违规违法用

水行为。让我们共同携手、共渡难关、

共克时艰，积极投身到节约用水的实际

行动中来，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

区提供水安全保障。

全市城乡居民朋友，如遇用水问

题，请拨打以下电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县（市、区）

毕节市

七星关区

大方县

黔西市

金沙县

织金县

纳雍县

威宁自治县

赫章县

百里杜鹃管理区

农村供水服务电话

96669
0857-8287088
0857-5251577
0857-4235727
0857-7240619
0857-7622132
0857-3669855
0857-6232644
0857-3223444
0857-4880050

城市（县城）供水服务电话

0857—8223746
0857—5221609
0857—4222608
0857—7241002
0857—7621049
0857—3521626
0857—6228881
0857—3223444
0857—4662066

致全市人民的节约用水倡议书

1 月 31 日下午，百里杜鹃管理区鹏

程街道举行了舞龙巡游活动，迎接元宵

佳节的到来，向群众送去新春祝福，增

添新年喜庆氛围。

当天傍晚，百纳乡街上锣鼓喧天，

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舞狮队、舞

龙队相继从街头舞来，打铁花也随即开

始。霎时间，铁花飞溅、祥龙翻腾，将

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队伍每到一处，当

地群众都会热情迎接。

“舞龙很有年味，大家聚在一起开

开心心过年，祈祷来年风调雨顺。”梁

霞是百纳乡百纳村村民，话音刚落，她

便追向前方的舞龙队伍。

百纳村村民刘欣怡说，每年她都会

跟家人一起到街上参加舞龙活动，感受

新春佳节的热闹氛围，寄托对新一年的

美好期盼。

据悉，百纳乡舞龙活动从正月初九

舞到正月十四，正月十五送龙。

百里杜鹃管理区

祥龙翻腾迎元宵 民俗闹春年味浓
□ 陈金贵 李 华 谢玉江 陈 鹤

小坝子村，是纳雍县阳长镇境内的

一个普通小山村。

“16 岁之前，我从未走出过这个小

山村。在村里上小学、初中，帮着家里

干农活。那时候的我特别期盼过年，过

年时在外打工的大哥会带着糖果和香蕉

回来，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纳雍县

恒大实验小学教师郭勇说，那时，从村

里到镇上赶集，要走 5 公里多的路，来

回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竟然都不觉得

累，可能是对赶集的期待抵消了大部分

的疲劳。

“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家里

实在没钱买年货了，加上我也没有鞋子

穿。母亲便背起家里的几块腊肉，带起

我去赶集。卖了些钱后，母亲带着我挤

在人群中去买了点年货，又给我买了一

双新皮鞋。母亲说，鞋在脚上，路在脚

下，自己得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郭

勇说，尽管后来新鞋子很快就穿坏了，

但母亲的话却一直激励着他走出小山

村，考上大学，最后成了一名人民教

师。

郭勇的命运在变，他背后的小山村

也在变。很多梦想从穿村而过的纳水路

延绵远方。

一辆辆载满粉煤的货车，经纳水路

源源不断地涌入纳雍发电总厂卸煤场。

同时，一辆辆装载固体废弃物的车辆，

也从该电厂驶出。纳雍发电总厂唤醒了

当地沉睡的资源，为小山村带来了新希

望。

同时，很多务工群众在家门口坐上

了前往深圳、广州的大巴车……

“今年放假从县城驱车回家，我发

现纳水路上的弯道和悬崖边均设置了护

栏，路两边的绿化也搞得非常好。”郭

勇说，近几年，村里人基本上都盖起了

新房子，曾经破旧的老房子，永远地留

在了泛黄的照片里。

如今，随着移民搬迁群众的加入，

小坝子村“人气”越来越旺，除了外出

务工，村民们开始因地制宜种植了樱

桃、辣椒、地萝卜等，各种种植养殖合

作社应运而生，甚至连“躺营 Bar 室内

露营”这样似乎大城市才有的新鲜事物

在村里也开了起来。

“以前过年大家就唱唱山歌，现在

过年都是‘村 BA’，或者大家围坐在一

起谈打算话发展，感觉乡亲们的思想观

念确实在变，变得更积极向上更自信满

满了。当然，对于小孩子来说，这几天

小广场上的游乐场最为热闹。”郭勇说。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小坝子村

的乡村振兴之路正越走越宽……

教师郭勇眼中的家乡变化——

乡 村 巨 变 气 象 新
□ 本报记者 龙 华

来源：毕节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右图：1 月 31 日，百里杜鹃管理区

鹏程街道舞龙队在街头巡游。

（上接1版）

聚焦补短强链提质惠民

在贵阳市修文县六屯镇大木村，成

片的油菜苗迎风生长，生机盎然。“以

前土地破碎、耕种难度大，‘巴掌地’

没赚头，现在‘连片田’有盼头。”村

党支部副书记李福贵信心十足地说，

“只要没有极端天气，今年的收成应该

比去年好。”

李福贵的信心来自贵州省大力推进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22 年上半

年 ， 大 木 村 将 89 户 村 民 的 2000 多 块

“ 巴 掌 地 ” 改 造 成 235 块 “ 连 片 田 ”，

耕、种、收效率大幅提升。仅李福贵家

的水稻亩产就提高了 100 多斤，成本少

了一半。

补短板是近年来贵州谋划、推进重

大项目的重点方向之一。贵州省发改委

主任潘大福介绍，此次集中开工的 687

个项目也是坚持把产业投资作为重中之

重，推动产业锻长板补短板；坚持把产

业配套等基础设施作为重要支撑，推动

联网补网强链；坚持把推动融合发展作

为重要抓手，推动城镇品质提升；坚持

把惠民生暖民心作为重要底线，推动公

共服务设施提质升级。

其中，新型工业化项目 250 个、总

投资 2008.93 亿元；旅游产业化项目 62

个、总投资 290.55 亿元；农业现代化项

目 95 个、总投资 292.75 亿元；基础设施

项目 88 个、总投资 312.73 亿元；新型城

镇化项目 157 个、总投资 756.86 亿元；

公共服务设施提质升级项目35个、总投

资105.86亿元。

多举措保障落地见效

记者在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贵州雅

友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看到，新生产线

正在进行调试生产，车间对面的智能化

仓储系统正在加紧施工建设。

“从动工开建到试生产，只用了8 个

月。”公司外联安环事业部总经理唐文

卫说，项目能这么快落地得益于县里提

供的“保姆式”服务。

“ 企 业 提 出 的 问 题 ， 基 本 不 会 隔

夜。”瓮安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梅

介绍，项目落地后，当地政府从各部门

抽派专业人员到园区蹲点办公，企业有

问题在项目现场就能解决。

记者采访发现，以项目为中心提供

周到、高效的服务正成为贵州各级干部

的共识。近日，贵州省还围绕复工复

产、投资增长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 96 项

工作举措，项目化、目标化、责任化落

实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一季度开好局起

好步。

潘大福表示，贵州将以“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劲头，扎实开

展项目建设年活动，推动更多好项目、

大项目落地投产，在扩大有效投资上跑

出加速度，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提供更加有力的

支撑。

·新华社贵阳2月1日电·

（上接1版）
杨思玉口中的黔西黄牛公司，是黔

西市于 2020 年引进贵州黄牛产业集团成

立的，全称为贵州黄牛产业集团黔西市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黔西黄牛公

司”）。黔西黄牛公司是一家以省市县

三级合作共同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驱动公司，主要从事饲料草料种

植，肉牛养殖销售，牛肉制品销售等生

产经营。

自成立以来，黔西黄牛公司利用黔

西市交通便利、良好的生态环境、饲草

料和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肉牛产业，

在黔西市 8 个乡镇建立 9 个养牛场，全

面推进以安格斯为主的优质肉牛育种育

肥，健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生态体系，

示范、引领黔西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联农带农促增收

为让养牛惠及群众，黔西黄牛公司

采 取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养 殖 主 体 ” 方

式，带动农户养牛。

“以公司为核心，合作社带动，不

断培育小规模的养殖主体，在农户购

买牛、饲料和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

帮助农户轻松养牛。”黔西黄牛公司董

事长陈吉安说，农户将肉牛育肥后，

公司以市场价进行回收，保障农户养

牛收益。

“养殖过程中，草料都是向周边农

户收，农户养的牛数量多了，自家人

手不够，还要在周边请工人，解决当

地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陈吉安说，

农户养殖 1 头育肥牛，除去人工、饲草

等成本，每头纯利润在 3000 元左右。

陈 吉 安 介 绍 ， 公 司 有 110 余 名 员

工，每个养牛场都有技术团队，包括

厂长、兽医、饲养员、搅拌师、驾驶

员、厨师，还有黔西市农业农村局派

驻公司的两名技术人员，助企帮扶，

发展规模化养殖。“公司还通过联农带

农的方式，帮助周边有养殖条件和养

牛经验的农户发展肉牛养殖。期间，

公司要提供技术指导、监督管理，带

动农户科学喂养。商品牛、母牛、小

牛犊喂养配方是不一样的，都要进行

分类指导。”

2022 年，黔西黄牛公司通过联农带

农模式带动 355 个合作社养殖肉牛，带

动 17705 户农户发展养牛产业。

在雨朵镇雨明社区宋和平养殖场，

9 栋圈舍整齐排列，到处收拾得井井有

条。“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给牛喂草喂水

和打扫卫生，每个月有四五千元的工

资，比种庄稼划算。”务工群众宋先忠

说。

在甘棠镇同心村的养牛场，饲养员

罗国敏正给肉牛添加料草，查看双胞

胎牛犊的生长情况。她说，因为要照

顾家里的两个孩子，不能外出务工，

就在这里务工挣钱。

多方联动助发展

近年来，黔西市围绕做优做强食用

菌、肉牛、高粱、猕猴桃四大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助力农

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为促进肉牛产业发展，黔西市出台

了 《黔 西 市 肉 牛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方

案》，以贵州黄牛产业集团黔西市有限

责任公司为龙头引领，以农户饲养能

繁母牛和规模养殖育肥肉牛为发展主

线，以种植牧草和人工授精改良贵州

黄牛为着力点，通过政府主导、金融

支持、保险保障、科技支撑等措施，

全面推进肉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市场化发展。

截至 2022 年年底，黔西黄牛公司

牛存栏 8914 头，带动解决劳动力就近

就业 141 人，常年带动发展种植全株玉

米 3 万亩，去年累计出栏销售 7931 头

牛。

启动“加速键”聚焦“高质量”

牛产业兴旺 生活更加“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