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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为

推动防控知识家喻户晓，宣威市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足街道（社

区）、村实际，以小喇叭、录制疫

情防控知识的方式进行流动宣传，

让久违的喇叭声响彻市区的大街

小巷。

“即日起，所有省外入宣返宣

人员，必须于抵达宣威后24小时内

主动报告个人有关情况，请大家积

极配合我们，认真报告个人健康状

况、出行信息……”这样的广播，

每天8点、12点和18点3个时段播

放，每个时段播放30分钟。疫情防

控中，宣威市各基层党组织的支部

书记、党员志愿服务队每天依托全

市10432个喇叭和随身携带的移动

小喇叭，播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最新进展和各种防治方法、村民防控的注

意事项。

“广播天天在说疫情的事，在这之

前，我还没想到疫情这么严重，现在，我

的店也不开啦，暂时就在家里隔离。自我

隔离就是对国家最好的支持，我坚决不给

国家添乱。”在城区开店的小顾，原本打

算正月初六开店，在认真听取疫情防控的

有关宣传后，认识到疫情的严峻，决定推

迟开店。

除了广播以外，宣威市还通过抖音短

视频、移动小喇叭、电子显示屏、发放宣

传画册、建立微信党群连心群推送信息等

多种方式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广大群

众正确认识疫情，坚信疫情可防、可控、

可治，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宣威市委组织部 毕幸崇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禄丰县第一时间下发通知，

全县104支驻村扶贫工作队360名队员全员出动，全身心

投入到抗疫最前沿。

“作战式”响应，舍我其谁当“卫兵”。驻村工作

队第一时间响应党委、政府号召，主动放弃休假返回驻

村岗位，全员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很多驻村工作队员

主动申请在条件艰苦的卡点24小时开展应急值守工作，

当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守卫者。

“地毯式”排查，走村入户当“喇叭”。驻村队

员走村入户开展疫情排查工作，重点对外出务工返乡人

员、学生等群体开展“地毯式”排查。同时，充当移动

“小喇叭”，将疫情防控知识传达到千家万户。

“多角色”应对，防疫前沿当“第一”。驻村队员

都是多面手，哪里需要哪里冲，他们在书写宣传标语时

是“书法家”、在劝阻群众取消喜宴时是“调解员”、

在后勤保障工作中是“炊事员”、在开展疫情监测时是

“监测员”。

禄丰县委组织部 陆晓菊 

江城县 | 筑起边境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江城县通过建立基层党组织联防联控机制，筑起了

边境一线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统筹力量，建联合工作组。江城县在国门党建一

体化的基础上，边境一线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实行

“战时措施”，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构建“大党

委”，以基层党组织、党员为主体，建立了边境一线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并成立了4个边境镇疫情防控联合专项

工作组，统筹调动辖区“红色力量”，组建25支由边境

镇、村干部、边防民警、界务员、医护人员、边民等组

成的疫情“党员先锋队”。

认真巡查，重点防控。开展边境一线排查巡逻等志

愿活动，每天共同对中老、中越边境一线进行巡查、排

查，劝阻境外人员上门串亲，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边界流

动人员检测登记、重点关口体温监测、公共活动场所和

边境村寨排查、边境通道巡逻等工作，广泛宣传科学防

疫知识，增强边民自我防护意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最大限度阻断疫情传播渠道。

实时跟踪，信息互通。联合工作组相互核实补充边

界流动人员信息，实时动态跟踪相互通报，扎实抓好重

点车辆、重点人群的监测、劝返、防控工作，坚决防止

疫情输入扩散。同时，坚持每日分析研判，做好沟通对

接，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

联防体系。

江城县委组织部 白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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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县 | 扶贫工作队战“疫”显身手

宣威市海岱镇鲁河村党员宣讲疫情防控知识

众志成城  团结奋进  抗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