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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
面细致、深入浅出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深入人心，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的磅礴力量。

12月2日，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委宣
讲团成员、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务办公
室主任冯庆忠与吉林农业大学师生相约

“云”端，以网络直播形式作党的二十大精神
专题辅导报告。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冯庆忠
从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深刻把
握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
革、深刻把握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的历史责任等7个方面，对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阐
释，引导广大师生在全面学习、
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到扎扎
实实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去，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
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推动
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力量。

长春市南关区探索宣讲新模式，以线上
“微宣讲”的方式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
动。“90后”基层宣讲员于宗泽精心录制“历
史公嗨课”微视频，以每期3分钟左右的时长
从历史角度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传
递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视频里，我
用大家习惯听、喜欢听的东北话，以‘小故事’
说‘大形势’、以‘家常嗑’讲‘大道理’，这种形
式很受大家欢迎，每期浏览量达千余人，还经
常有观众在评论区讨论互动。”于宗泽表示，

微宣讲形式灵活、篇幅短小，方便群众有效利
用碎片化时间及时“充电”，“目前刚刚推送5
期，我会继续努力，制作推送更多高水准的微
视频，把党的二十大精神送进千家万户。”

延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宣讲形
式，采取“云课堂”的方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延吉落地生根。连日来，延吉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先后组织230名“百姓名嘴”宣讲
员，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依托新媒体平台和
各镇、街道社区微信公众号，小区居民微信群
等载体，以“直播+录播”的形式为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好声音”
送到每一位听众心坎里。“宣讲通俗易懂，非常
接地气。”坐在炕头上听宣讲，延吉市朝阳川镇
柳新村村民张明子感慨地说：“这几年，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医、教育、环境
卫生越来越好。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的小日子一定会过得越来越红火。”

记者手记：

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连日来，一场
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在白山松水间
接续开展，深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欢迎。

“宣讲结合实际，既有理论解释，又有政
策解读，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性。”

“听了宣讲，我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
解更加深刻了，身上的干劲儿也更足了。”

……
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犹如浩荡的东风，吹进吉林儿女
的心田，凝聚起接续奋斗的澎湃动力。大家
纷纷表示，要切实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勇于担当、迎难而
上、实干笃行，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吉林精彩篇章。

吉林日报记者 李娜 王雨

居家隔离期间
也要做好个人防护

冬日傍晚，伴着瑟瑟寒风，记者走进省教
育厅采访民生项目落地情况。临近年终岁
末，大部分工作都进入收尾阶段，时间紧、任
务重，很多处室的同志都主动加班加点地工
作。

提起教育系统即将收尾的工作，年初确
立的几件民生实事尤其令人关注。2022年
即将过去，这些项目落实得如何呢？带着疑
问，记者深入采访，寻找答案。

吸音棚板的吊顶、塑胶地板、全向拾音
器、功放音箱、定向麦克、互动电视、常态化录
播系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样一
套一应俱全的录播设备会出现在安图县松江
镇三道中心学校的教室里。

今年上半年，省教育厅相继出台了《吉林
省“互联网+教育”双优试点校信息化建设民
生实事工作方案》《吉林省“互联网+教育”结
对帮扶校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出，
支持学校完善信息化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
通过互联网建立优质城镇学校和乡村薄弱学
校结对帮扶机制，实现城乡教学教研一体化、
优质服务共享化、帮扶工作精准化，缩小城乡
教育数字差距，努力让乡村学校加快跟上教
育现代化步伐，推动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眼下，通过互联网，“同一个课堂，两间教
室；同一位老师，两个地点”，这样的网络“专
递课堂”已经成为结对帮扶学校间教学的常
态。截至目前，全省有60对120所学校参与
了此项目。工作人员介绍，预计到“十四五”
末期，将有约850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实现

结对帮扶，并且力争实现脱贫
县、重点帮扶县百人以上学校全
覆盖，培育出能在全省教育信息

化建设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若干地区及
一批学校。

“互联网+教育”结对帮扶校建设项目的
实施，不仅为教学资源薄弱、开不齐开不足开
不好国家规定课程的学校带来了生机和活
力，更带动了校际之间的教学交流与研讨，提
升了整体的教育教学水平。

对此，磐石市烟筒山镇中心小学校副校
长邸强深有体会。“作为‘双优试点校’结对中
被帮扶的学校，在磐石市实验小学的帮扶下，
不仅让我们的学生享受到跟城里孩子一样的
教学内容，同时通过‘双师课堂’、集体备课等
形式，也实现了城乡线上同步教研，有效提升
了教师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更为青年教师提
供了‘走近名师’‘跟岗名师’的机会，为学校
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不仅要为乡村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
源，还要让乡村孩子拥有一个温暖整洁的学
习环境。

眼下正值采暖期，前郭县的几所学校的
教室内温暖如春，走廊里空气清新，曾经因生
火炉、烧锅炉取暖而随处堆放的煤灰不见了，
冒着滚滚浓烟的大烟囱也“歇业”了。

这一切，都得益于省教育厅落实的民生
实事——电清洁取暖项目。2022年，在省财
政厅、省能源局的配合支持下，全省有9个县
市27万平方米取暖面积实现了“煤改电”，仅
前郭县就改造了11所学校、1.78万平方米，受
益师生达2040人。

前郭县教育局后勤保障负责人说：“自从
安装了电采暖，一按遥控器，教室里几组电暖

气自动调节温度，省事，没有了原来的乌烟瘴
气，学习环境变好了，老师和学生们都特别高
兴，家长们也满意，校园电清洁取暖改造项目
是真正‘暖心窝’的民生工程。”

民生实事就是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揪
心事，让群众安心、舒心。今年以来，省教育
厅还在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实施了中小
学校教室照明改造工程，依托国培计划、省培
计划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培训，为100
所普通中小学校心理辅导室购置设备。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工作放到了更
加重要的位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始
终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想
百姓之所想、解百姓之所愁，让教育真正增进
民生福祉，在新时代赶考路上团结奋斗，书写
让人民满意让党放心的合格教育答卷。”

“眼下，我们相关处室正在紧锣密鼓谋划
明年的民生实事，关乎民生的实事没有终点，
我们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谋
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工作人员话语坚
定。

记者手记：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为教
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实地采访中，记者被
工作人员饱满的工作热情深深打动，他们用
责任心、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让一件件人民
群众密切关注的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这是推
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的有力举措。可以说，一张张民生实事的“项
目单”就是教育工作的“成绩单”，只有用心用
情用力，才能书写得更有温度、更加精彩。

吉林日报记者李开宇李文瑶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遍白山松水
全省各地多种形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让教育更有温度
——省教育厅积极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在当前疫情形势下，对于居家隔离人员都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省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
医师翟前前提示，居家隔离期间也要做好个人
防护，需要认真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居家隔离人员最好单独居住。如果条
件不允许，应选择通风较好的房间作为隔离室，
保持相对独立。

二是隔离房间内应当配备体温计、纸巾、口
罩、一次性手套、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
产品及带盖的垃圾桶。隔离房间门外放置桌
凳，作为非接触式传递物品的交接处。

三是非单独居住者，其日常生活、用餐尽量
限制在隔离房间内，共同居住者尽量不进入隔
离房间。尽量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必须
接触时保持1米以上距离，规范佩戴口罩。共同
居住者与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直接接触，或离
开其居住空间后，在准备食物、饭前便后、戴手
套前、脱手套后都要进行双手清洁及消毒。

四是居家隔离人员不要与家庭内其他成员
共用生活用品，餐具使用后应当清洗和消毒，也
要做好卫生间、浴室等共享区域的通风和消
毒。保持家居通风，每天尽量开门窗通风，不能
自然通风的用排气扇等机械通风。居家隔离人
员隔离期间用过的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以及
其他生活垃圾装入塑料垃圾袋，放置到专用垃
圾桶，每天清理、消毒，扎紧塑料垃圾袋口，交给
社区人员处理。

五是居家隔离人员应当每天早、晚各进行
一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并将监测结果
主动报告至社区管理人员。

六是居家隔离期间，如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时，社区管
理人员应当及时报告，按规定将其转至定点医
疗机构排查诊治，实行闭环管理。

吉林日报记者李开宇

疫情期间如何做好心理调适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有些人可能会出现

一些心理问题，例如睡不好、焦虑、恐慌、担心被
感染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心理调适呢？

首先，保持正常生活规律。即使宅居在家，
也要保持良好的生活节奏和习惯，这样不仅可
增强自身抵抗力，也有利于睡眠。在家时，要注
意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卧室环境应当安静、舒
适、温度适宜。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不要边玩
手机边睡觉、开灯睡觉、喝酒助眠等。睡前1小
时，尽量不看负面信息，避免睡前因紧张、恐惧
等不良情绪引起失眠。

其次，充实生活内容，合理安排疫情期间的
生活、工作计划。通过听音乐、体育锻炼等，充
实生活，放松身心，让心态慢慢平稳下来。同
时，保持与亲友、同事的联络，彼此支持。定时
看官方报道，了解疫情信息，不要轻信谣言，要
相信科学的力量，坚定抗击疫情的信心。

第三，按照科学手段，做好有效防护，出门
戴口罩、注意个人卫生、避免集体聚会。疫情期
间注意监测体温、察觉症状，一旦有异常情况及
时就医。如果持续心情不好、紧张不安，始终难
以自我缓解或失眠严重时，可以拨打心理热线
或通过网络咨询，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吉林日报记者毕雪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随着奥密克
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
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当前，重症高风险、普通人群怎么
做好健康防护？如何看待用药需求？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贵
强作出专业解答。

1. 问：哪些人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
他们该怎么办？

答：重症高风险人群主要有三类：60岁
以上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基础性
疾病的患者，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对他
们来说，最有效的保护就是接种疫苗。

没打疫苗的人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
可能意识不足，还有人因为自己有基础性
疾病，不敢接种；部分老年人担心接种不方
便。如果感染新冠病毒，有基础疾病的老
年人容易发展为重症甚至导致死亡。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出台办法，要求进一
步提高大家对疫苗接种的认识，加快推进
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医务人员应科学判定接种禁忌，比如
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如
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急性感染性疾病
处于发热阶段暂缓接种。正在进行化疗的
肿瘤患者、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患者、冠心病
患者心梗发作、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病
处于进展期等暂缓接种。积极接种疫苗，
也是为自己的健康护航。

2.问：当前，个人做好健康防护还要注
意什么？

答：对于普通人群，要做到勤洗手、外
出时戴好口罩、常通风、不聚集。均衡营
养，适当休息，合理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要按照医嘱坚持用
药。气温骤降等恶劣天气时，慢性呼吸疾

病患者尽量减少外出。
如果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等不适，做

好健康监测。如果重症高风险人群出现持
续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等情况，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避免疾病加重。

3.问：冬季是呼吸道病毒高发季节，要
不要储备相应药品？

答：我国治疗呼吸道感染的药物有充
足储备。家里可以适当储备一些解热镇痛
的日常药物，但没有必要去抢购、囤积。

经过近三年的抗疫，我国医疗卫生和
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当前，奥密克戎
病毒致病力在减弱。万一感染了奥密克戎
变异株，一部分人会出现发热、咳嗽、咽喉
痛等症状，使用一些对症支持的药物包括
中药就可以。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
使用已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小分子药
物，要遵照医生指导。

重症高风险、普通人群怎么做好健康防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