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郸城 ：《巡察工作实务手册》为巡察工作精准“导航”
���本报讯 “《巡察工作实务手册》太好

了，真是一本巡察百科全书，我第一次参
加巡察心里难免紧张，有了这本书，心里
就有底气了。”参加十三届郸城县委第一
轮巡察工作培训会的宋信彬说。

《巡察工作实务手册》，是郸城县委
巡察办为帮助巡察干部全面系统学习和

理解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察的重
要决策部署， 熟练掌握和运用巡察工作
内容和方式方法， 在认真总结十二届县
委巡察工作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借鉴省市及兄弟县市区巡察机构、权

威媒体巡察经验， 收集整理相关文件、制
度、政策解读、经验交流等汇编而成的。

该《手册》分为《制度文件类》《流程
文书类》《实践探索类》三个篇章。 涉及
条例规定、制度规范、巡察重点内容、方
法技巧等方面， 对巡察工作分阶段、分
层次、分类别进行指导，确保巡察工作
从巡察准备、了解、报告、反馈、移交、整
改六个环节都有据可循、有疑可考。

“乡村振兴是个新名词，在巡察时
要围绕哪些重点工作开展、如何准确把
握政治巡察站位，有了这本 《手册 》，我

们开展巡察工作，就有了‘指南针’。 ”第
四巡察组组员薛雨说。

“《手册》流程文书类从巡察准备环
节到巡察归档环节， 用七大环节 30 个
文书模板， 详细列出巡察工作主要内
容、工作方式、工作程序以及问题线索
处理、巡察反馈、线索移交、整改归档等
要求和注意事项，并制作巡察各类情况
报告、材料交接、反馈意见等文书模板，
为一线巡察干部提供根本遵循。 以后再
也不为报告格式不规范发愁了。 ”第二
巡察组联络员王超会说。

“既有政策理论指导 ，也有实务操
作指南，紧贴基层实际，管用实用，2021
年以来， 巡察工作共移交问题线索 62
件，反馈事项 257 项，发放立行立改通知
35 项。 根据工作需要和实践经验，以后
我们将紧盯巡视巡察形势和任务的发

展变化，适时更新、修订、完善《巡察工
作实务手册》， 进一步细化巡察各环节
工作内容，理顺巡察体制机制 ，让其真
正成为巡察业务的活教材，为巡察监督
提质增效 。 ” 该县巡察办主任赵天位
说。 （王宁宁 赵洪宇) ②19

沈丘：网格里面暖意浓
������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普
学伟）“片纸写不尽心里的感激，千言万
语汇一句，深深感谢你们无私的付出和
守护，感谢你们不顾个人安危筑起了一
道道屏障。 ”太康县 72 岁的群众皮素兰
在隔离期间，被沈丘工作人员无微不至
的关怀所感动，于近日亲笔写了一封感
谢信交给了曾经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
在支援太康县抗击疫情期间，沈丘县启
用集中隔离点 19 个， 接纳太康需要隔
离的群众 622 人。为确保太康被隔离人
员的有序管理和日常生活，沈丘县在隔
离点创新使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做到了
科学管理、精准管理、规范运作，赢得了
他们的信任和感谢。

物品短缺 及时赠送

3 月 28 日，沈丘县陆续接到太康县
转移来的被隔离群众，由于大部分人员
由封控区转入， 感染风险极高。 如何做
好有效隔离，沈丘县创新模式在隔离点
实行网格化管理。 按照隔离点所处区域
位置、房间规模、隔离人员性质、管理难
易程度等，分别明确县处级领导干部、县
隔离管控专班、县医疗集团分包任务，形
成大网格。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县隔离
管控专班专人、医疗集团总医院副院长、
隔离点现场负责人，分别担任网格长，责
任到人，任务明确。 在此基础上，再把隔
离点、内部工作人员、楼层、房间四者有
机划分形成小网格。 隔离点的医务、感
控、消杀等部门人员分别担任网格员，使
每个楼层、每个房间、每个隔离人员的管
理等都有具体人员分包负责。

4 月 3 日 3 时 30 分，太康县第一批
隔离人员到达沈丘隔离房间。 隔离期
间，隔离点里的网格员按照要求，每天
多次上门走访排查。 4 月 3 日，网格员
在走访时得知， 一位 81 岁的老人患有
高血压，身边缺少降压药。 网格员及时
把这一情况向指挥部汇报，很快，沈丘
有关部门为老人送来了血压表、降压药
以及部分日常用品。 4 月 4 日，网格员
邵倩倩得知一位叫孔某某的妇女带着

两个婴儿，由于来得匆忙，忘记了携带
婴儿奶粉、纸尿裤、小孩衣服等物品，立
即将情况向有关人员进行反馈。沈丘县
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爱心人士连夜为她

送来了奶粉、衣服、纸尿裤、玩具、零食
等，那名妇女接到物品时激动得哽咽着
说不出话来。

独立居住 防止交叉感染

为防止交叉感染，沈丘县按照有关

要求，做到每个隔离房间独立、卫生间
独立，规范设置“三区两通道”、医疗废
弃物暂存点，防疫和应急物资到位。 将
密接、次密接、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人
员、境外返回人员、确诊病例出院康复
人员及其他经研判需隔离管控的人员，
按照风险高低类别不同落实分类管理。
网格员坚持每天早晚 2 次对隔离人员
进行健康监测， 掌握隔离人员身体状
况，对隔离人员规范采样，及时收样、及
时检测、及时反馈结果，做好对隔离人
员的安全防范，确保隔离点不发生内部
交叉感染。

体贴周到 爱心一片

75 岁的周凤莲老人因为手术身上
带着胆囊引流管，因为疫情突发，没有
及时去医院拔除。 在沈丘隔离点，医护
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 及时向上级反
映，经医生全面检查后，及时将老人身
上的引流管拔出，并为老人进行包扎，
每天查看询问病情，更换纱布，老人的
伤口慢慢愈合了， 老人激动地抹着眼
泪说道：“你们做得真周到。 ”沈丘接受
的太康隔离人员中，有百岁老人，有襁
褓中的婴儿， 更有多名生活无法自理
人员。 人员特殊，情况复杂，使得隔离
管理服务难度增大。 沈丘县根据隔离
人员的实际情况， 在认真落实集中隔
离政策的同时，做好关心关爱、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等个性化服务。 对心理
恐慌人员，及时调派心理医生、心理咨
询师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消除他们
异地隔离的陌生感、压力感；加大后勤
保障力度， 向被隔离人员及时发放生
活用品，提供药品、书籍、文具等物品，
保障网络、电视畅通；针对老人、儿童，
调整饮食结构，做到饮食多样化，每天
提供有鸡蛋、 牛奶、 水果等食品和饮
料， 对糖尿病人提供以杂粮为主食的
饭菜 ，对患有慢性病 、基础病的人员 ，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为其免费提供必
备药品，发现新的病人及时进行处置。
在沈丘汉庭酒店隔离点， 一名 80 多岁
的老人突发心衰，因发现及时、诊治及
时，转危为安。

隔离点里的网格化管理，使网格员
在及时发现和消除了安全隐患的同时，
还与被隔离人员拉近了感情，他们的真
心真情换来了太康隔离人员的声声感

谢，换来了“沈太一家，同‘周’共济”的
由衷赞誉，换来了隔离不隔爱、暖人更
暖心的沈丘温度。 ②19

核酸检测实验室里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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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慢慢愈合了， 老人激动地抹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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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 ，对患有慢性病 、基础病的人员 ，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为其免费提供必
备药品，发现新的病人及时进行处置。
在沈丘汉庭酒店隔离点， 一名 80 多岁
的老人突发心衰，因发现及时、诊治及
时，转危为安。

隔离点里的网格化管理，使网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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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 501名“医战士”大爱护佑太康取得全面胜利
������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 ”3 月 22 日太康县发现疫
情，市委、市政府坚决扛牢疫情防控政治
责任，坚决扛住新一轮疫情冲击，全力守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
市统一行动，风雨同“周”、护佑健“康”。

共“郸”风雨，支援太康。 一声号令，
义不容辞，白衣执甲，生命至上。 501 人，
这是郸城县接到市里的指令后，组建的
一支支援太康抗疫的庞大“医战队”。 一
切听指挥，“疫”线写担当，全面完成任
务，取得圆满胜利！ 这是他们汗水湿透
又焐干、泪水流出又咽下，用大爱在银
城大地写下的宏伟篇章。

医共体，是郸城县抗疫大军的王牌力
量。 特别是在这次支援太康县抗疫的进
程中， 县卫健委统领以县人民医院牵头
的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以县中医院
牵头的第二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以县中
心医院牵头的第三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以县妇幼保健院牵头的第四医疗健康服

务集团，充分发挥医共体县乡村一体化、
全县医疗系统“一家人”、公立医院“公益
性”的优势，一再抽调精兵强将上一线，攻
坚克难，不讲条件，以完成任务为最终目
标，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镜头。

大忠与大孝之间的抉择

“我写字给你，你别打电话，我想哭，
我妈病了，很重，在呼吸科，麻烦您去关
照一下。 ”4 月 3 日凌晨 5 时 40 分，郸城
县第一医健集团县人民医院口腔科医

师刘宏梅从太康抗疫一线向科主任尚

保杰发来求助消息。 简短几句话，却字
字含泪、字字锥心。

“妈，女儿不孝。 您就在我工作的医
院，我却没能在病床前照顾您 ，没能见
您最后一面。 ”然而，刘宏梅的孝心没能
挽留住母亲的生命，当日下午 ，她的母
亲与世长辞。 刘宏梅面向郸城方向跪在
太康县工作一线，向母亲道别。

3月 31日凌晨， 刘宏梅作为郸城县
人民医院支援太康第二梯队抗疫队员，
星夜奔赴太康抗疫一线。 临行前，刘宏梅
有些不放心， 母亲宽慰她：“我现在好了，
你放心吧，只要医院需要，你尽管去吧。 ”

然而她前脚刚走，第二天母亲旧病
复发，入住郸城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监护室。 此时，刘宏梅已经身
穿防护服， 在太康县开始了抗疫工作。
母亲就住在自己工作的医院，本来可以
守在病床前照护。 自己是一名医生，使
命使然，刘宏梅选择了尽忠 ，只能无奈
地委托科主任前往探视。

4 月 3 日中午， 结束一上午的任务
后，队员们在太康县城郊乡政府大院里
集合，刘宏梅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给家里
打电话，一边打电话一边泣不成声。 同
事们看到后前去宽慰，这才知道她母亲
病情加重，快不行了。 领队张淼淼将此
事汇报给当地领导，领导准许她停止当
前的工作， 在隔离宾馆隔离 14 天后回
家。 然而，刘宏梅考虑后，坚决表示继续
工作，直到完成任务。

母亲病重住院却不能在床前尽孝，

这是作为儿女的最大的愧疚，然而身处
异地，重任在肩，她只能将这份愧疚和
挂念深藏在心底。 穿上防护服，戴好护
目镜，她毅然走上工作岗位。

4 月 3 日 16 时许，母亲辞世的噩耗
传来，刘宏梅长跪不起。 她想再给母亲
说几句话、 她想再给母亲熬一碗粥、她
想再给母亲梳一梳头、她想再听母亲絮
叨些家长里短……可现在，她只能对着
手机里母亲的照片流泪。

日记里全是披星戴月战疫魔

“3 月 31 日凌晨 2 点 ，我们中医院
医务人员接到紧急支援太康的任务 ，3
点整我们第一批火速集结 55 人奔赴太
康。 陈艳护士长带领的核酸采集队每天
凌晨 5 点从郸城备好物资出发，加班加
点已是常态。 ”以县中医院牵头的第二
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援太医疗队队员在

备忘录和日记本里留下的只言片语也

都是星夜兼程。
“3 月 31 日，支援第一天，凌晨 2 点

多出发去太康，忙了一天。第二天凌晨 1
点多才结束任务到达郸城住下，第三天
又是凌晨 3 点多出发去太康，好像还没
躺下又起来了，没时间去吃早餐 ，就在
车上喝矿泉水、吃方便面补充体力。 由
于采样任务繁重，当地物资缺乏 ，有时
早上每人吃一个馒头就开始了一天的

采样工作。 原来，站在原地不动采样被
累坏，在这里又增加了爬楼梯 、单膝下
跪为小朋友采集核酸样本……4 月 12
日，‘90 后’ 黄文艳是中暑晕倒的……”
黄文艳在毛庄镇公租房开展采样工作

时，忽然感觉天旋地转，队友立即帮她
脱下不透风的防护服，她的衣服 、裤子
早已被汗水浸湿。 队友让她先坐在阴凉
的地方休息一会儿，给她递水、扇风。 逐
渐恢复的黄文艳居然认为自己拖了大

家的后腿， 还一再表示可以继续轮岗。
其实，有谁知道？ 她的两个孩子一直在
生病，每天只有在忙完后，她才有空给

家人联系，询问孩子的病情。
“27号夜里突然接到通知，情况有变，

我们刚回到郸城的隔离酒店， 来不及休
息， 又迅速组织 30名人员立即返回 （太
康）。 ”第二梯队队长高蕊的日记本里，简
短的几句话流露出的是紧迫的战情。

“22 天 115 人参战，35 轮全员、28 轮
重点区域和人群核酸采集，2027 人（次）
出征，330506 人次的检测量……” 这些
数字的背后，是郸城县中医院医护人员
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是他们扛起
责任，同时间赛跑、与病毒战斗，用大爱
之心和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的 “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
展示了郸城县中医院医护人员乐善有

恒、大爱无疆的良好形象。
“廉颇”未老，胜利归来

田霞在郸城县第三医疗健康服务

集团县中心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已 20
多个年头。 多年来，她在工作中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是大家公认的榜样。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接到援太
任务后，50 多岁的田霞第一个报名。 县
中心医院的白衣天使们跟着她苦中作

乐，积极准备防疫物资，尽力尽力为抗
击疫情贡献力量。 在工作中，你根本看
不出田霞的年龄，她好像是一台永远不
知疲倦的工作机器。

田霞有一项过人的能力，那就是过
目不忘。 全院几百个护士，她能叫出所
有人的名字，对大多数人的脾气 、性格
都有所了解。 支援过程中，大家都是“大
白”，但是她不看背后的名字，也能从体
态、嗓音等方面判断出是不是县中心医
院的人，是不是她的队员。 她的一声呼
唤，饱含着对队员无限的爱 ，让白衣战
士感到温暖。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为了减少队员
对家中亲人的思念， 她组织大家合影；
坐车返程时，看到大家疲惫 ，她组织大
家唱歌……田霞用实际行动告诉县中

心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年龄从来不是理
由，奋斗终身不息。

核酸样本“火线快递班”
前线采集忙不停，后方送检慢不得！疫

情防控路上，有一群平凡又特殊的“运输英
雄”———核酸样本转运工作者。郸城县第四
医疗健康服务集团的两名年轻小伙子郭帅

岭、赵峰就是这支队伍中的队员。
“上岗前 ，每一名核酸样本转运人

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感控培训，转运流程
极为严格甚至是严苛， 必须专人专车，
转运车辆驾驶室与车厢必须密封隔离，
每辆专车必须配备 1 名专职驾驶员和 1
名具备相应资格的医生，全程必须二级
防护，核酸样本转运箱必须使用符合病
毒 样 本 转 运 的 生 物 安 全 转 运 箱

(UN2814)。 ”接受记者采访时，郭帅岭用
了一大串的“必须”。 为了确保核酸检测
的规范性和时效性，核酸采样后 ，样本
需按照规定路线和时限要求及时转运

至实验室，转运人员与样本接收人员严
格无缝交接，并做好相关登记记录。 核
酸样本转运完成后，还要及时对转运车
辆、设备等进行严格的终末消毒 ，规范
处理使用过的防护用品。 这一整套流程
下来，工作至深夜是他们的常态。

“第一趟不熟悉路，一个半小时才到。
现在，我的脑子里有太康全域地图，一个
小时就能到太康。”赵峰说，这 22天来，他
的车灯几乎没有熄过， 因为每一次出征
都是凌晨， 每一次把样本送回医院都是
深夜。 他们累了就坐在车上打会儿盹，饿
了就趁工作间隙随便塞两口饭。 尽管天
气炎热、口干舌燥，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不
喝水，只为跑出核酸样本转运“加速度”。

“核酸检测的速度，是疫情防控取得
胜利的重要环节。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赵峰坚定地说。

如今，任务完成，英雄凯旋，他们守
护了这个绚烂的春天，春天灿烂的花儿
为他们绽放。 ②7

记者 徐松 文/图

�———周口市人民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室援太康工作纪实

����周口市人民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室，从
3 月 23 日支援太康标本检测以来，已经
连续 20 多天日夜运转、灯火通明。

3 月 23 日这一天， 很多人的计划发
生改变，周口市人民医院核酸检测实验
室的王慧芳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一名军
嫂，这一天她本来要继续休因支援安阳
核酸检测而没有休完的探亲假，接到任
务后她毅然退票，留下来协助检验科主
任王桂兰做支援太康的全民检测任务。

“事发突然，王主任和我，还有同事
孙欣欣连夜研究对策，让实验室尽快高
效运转起来。 ”王慧芳告诉记者。经商讨

后他们迅速制订出优化全民核酸检测

流程方案，很快就抽调出人员组建标本
接收组、试剂配备组、核酸检测组和信
息处理组。

当记者问为何工作分配效率这么

高？ 王桂兰答道：“因为平时都像家人一
样，我很了解他们。 ”谈起每名成员的特
点，王桂兰滔滔不绝：孟凡莉、赵盼盼、于
小艳逻辑思维能力强， 思路清晰做事情
忙而不乱， 她们负责接收支援太康的大
批量标本并负责统计太康检测数据；付
静稳重踏实， 干工作有条不紊， 排管编
号；李果雅适合当“小管家”，负责汇总数

据；查雅静责任心强、操作手法娴熟，负
责配试剂；张俞、李雪婷、陈洁很踏实，适
合做数据整理；田清新性格活泼可爱，在
门口接零散标本， 总能让送标本的工作
人员开心而归；还有梁爽，工作积极、任
劳任怨，这次主动报名来支援……

核酸实验室每天 24 小时轮转，三班
倒，采取“机器不停人不歇”的模式，每天
处理大量院内院外标本。 太康全民核酸
检测以来， 实验室承接了大量来自高速
卡点、 隔离酒店、 封控小区等的检测标
本。4个小组全员奋战连续 20天，共检测
标本 28924 管、343297 人次（其中太康标

本 17582管、266431人次）。
王慧芳说：“我们王主任从太康疫情

开始到今天二十多天没有休息了，天天守
在实验室协调调度，大家心疼她让她休息
一天，她说等疫情结束了再好好休息。 ”

核酸检测要在负压实验室内进行，
实验室成员全程穿着防护服，时间长了
头昏脑涨，一个班检测下来 ，防护服里
全都是汗，脸上是口罩的压痕 ，手上是
医用手套闷出的褶皱。 大家尽职尽责，
进实验室前不喝水，在实验室里不上厕
所，手头的检测工作不完成不交班。

王桂兰对记者说：“疫情当前， 医者
当逆风而上， 实验室就是我们的战场，
这是我们核酸检测人的责任和担当。 ”

现在，太康已连续数天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0”新增。 周口市人民医院核酸
检测实验室经过短短一天的休整后，周
口中心城区全员检测开始了，实验室的
“无名英雄” 们又投入到新一轮的战斗
之中。

大爱与责任同在 支援与监督同行

�������陡然袭来的疫情，给太康按下了“暂
停键”。 一位位“逆行者”却以加速冲锋的
姿态，与时间赛跑、同疫情较量，这其中就
有许多纪检监察干部的身影，驻市总工会
纪检监察组组长吕灏就是其中一位。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3 月 30 日晚，
驻市总工会纪检监察组组长吕灏接到

市委组织部通知 ，31 日上午立刻赶往
太康。

冲锋“疫”线 彰显党员本色
疫情就是命令，岗位就是战场；困难

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3月 31日
19时左右，吕灏到达太康县城关镇北街
社区。 华灯初上的小镇街道，巡逻车、警
车、救护车、物资运输车穿行不息。 吕灏
一刻不停奔赴城关镇北街社区防疫指挥

部找到这里的负责同志， 迅速摸清城关
镇北街社区的基本情况： 城关镇北街社
区位于县城老城区， 现有人口 1988人，
其中，封控区 25户 73人，管控区 768 户
1915人， 确诊病例的 1户 2人系夫妻关
系。 深入了解情况后，他发现，社区防疫
工作中存在不少难点和薄弱环节。

工作千头万绪，从哪入手？那一夜，
吕灏尽管彻夜未眠，但他的思路却越来
越清晰。

第二天一早，吕灏和组员穿上防护
服，进入封控区内了解群众情况，听取
封控区内群众意见建议。他深知封控管
控不能松懈，服务保障也不能停止。 只
有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回应好、解决
好，才能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因此，
面对疫情带来的各种新情况、 新问题，
他用心、用情处理。 他了解到封控区内
物资急缺，立即向上级汇报，协调市总
工会向太康县总工会拨付 5 万元防疫
专项经费，协调市红十字会向北街社区
捐赠米面油、蔬菜、水果等急需生活物
资 2 吨左右。 老房子没有电梯，吕灏拎
着蔬菜包一层一层地跑，当看到孩子拿
到蔬菜包后欢呼雀跃，当看到空巢老人
接过物资后眼角泛起的泪光，当听到群
众一声又一声的“谢谢”，吕灏从这个平
凡又不平凡的瞬间，感受到自己与人民

群众的强烈共鸣。
逆境前行 勇担职责使命

夺取疫情防控斗争全面胜利，是对
广大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既考验敢
于斗争的勇气， 又考验善于斗争的本
领。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有没有亮
出最鲜明的态度、 采取最有力的行动、
落实最务实的举措，党员干部有没有履
职到位，都是影响战“疫”效果的关键问
题 。 “宁可十防九空 ， 绝不可失防万
一。 ” “阻断病毒传播链，以快制快尤为
关键。 ”“坚持就是胜利。 ”在疫情指挥
部，吕灏通过不断与当地县处级分包领
导和党委负责人沟通研判，优化工作思
路，克服厌战思想，形成工作合力，逐步
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他说：“越是风
疾雨骤，越需要我们同心同德、同力同
向，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用坚韧
和行动守护我们的家。 ”

“人员配备情况怎么样？ ”“物资保
障充足吗？ ”“有没有严格落实核酸检测
的要求？ ”“大家值守辛苦了，有什么问
题或困难，及时告诉我们，我们会第一
时间进行落实反馈。 ”吕灏每天都要提
醒叮嘱工作人员注意事项。

进社区、走访菜市、现场查看、入户
询问， 逐条逐项督导检查防疫物资保
障、核酸检测流程、垃圾消毒转运、回应
群众需求……吕灏每天在自己的工作
日志上密密匝匝地记录着工作的日常。

“采 、送 、检 、报流程更顺畅了 。 ”
核酸检测医护这样说 。 “我们能吃上
蔬菜水果了 。 ” 封控区居民这样说 。
“工作思路更清晰了 ， 干劲越来越足
了，必胜信念更加坚定了！ ”封控区干
部这样说 。

“知责任者 ，大丈夫之始也 ；行责
任者，大丈夫之终也。 ”吕灏非常喜欢
这样一句话。 他说，作为一名干部要明
白责任所在， 担负起党和人民交付的
使命 ，面对突发情况 ，要临危不惧 ，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 敢于攻坚克难， 以
“愚公移山 ”的精神夺取战 “疫 ”的胜
利。 ②19

———驻市总工会纪检监察组组长吕灏的抗疫日常

记者 黄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