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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是第32个爱国卫生月。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预防优
先，打造健康环境，为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奠定坚实基础，市爱卫办、市文
明办、市教体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
局、市城管委、市农业农村局、市卫健委、
市总工会、团市委和市妇联联合开展以

“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爱国卫生
月活动，印发《关于开展第32个爱国卫生
月活动 为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
战营造良好环境的通知》，并向全市广大
市民朋友发出《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
国卫生运动的倡议书》，旨在通过多部门
协作、动员全社会参与，积极巩固防疫成
果，共建共享健康生活。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伟
大创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历史证明
对民族生命和健康发挥着铠盾作用。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爱国卫生运动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又如何继承和发扬爱
国卫生优良传统？相信我们的老一辈们仍
然记忆犹新，让我们一起跟随历史的记忆
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一、爱国卫生运动起源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
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就已经开展了群众
性卫生运动，号召广大群众举行防疫卫生
运动，执行防疫条例，预防各种瘟疫发生，
保障群众的健康。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
区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
卫生运动，消灭疾病；1941年陕甘宁边区
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
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察哈

尔省发生肺鼠疫，直接威胁平津安全。
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在毛泽东主席
亲自领导下，周恩来总理召集中央防疫
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防
疫工作，在苏联医疗队的协助下，迅速扑
灭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传染病疫情。

1952年2月，美国飞机多次侵入我国
丹东、抚顺等地播撒带有病毒、细菌的昆
虫，悍然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当年3
月14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
会，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3月 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
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划
定不同地区的疫区等级，对疫区进行卫
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
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
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并向人民进行
防疫宣传，既要提高群众的警惕，又要避
免引起恐慌。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要在
专家指导下科学地进行防疫工作，建立
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在发现疫情的地
区实行局部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几
个月后，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卫
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被确
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
主席为该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
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
的细菌战争”。人民群众把这项伟大的
运动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

二、爱国卫生运动发展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发出《关于
1953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决定
1953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并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级爱国卫生机
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爱国卫
生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卫生大突击和
卫生大检查，并将爱国卫生和除“四害”纳
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标志
着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了国家的中长
期发展规划。

195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
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爱国卫生运动再掀
高潮。这次运动规模浩大，全国6亿人民参
与其中。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下，广大
群众积极参加，有效降低了蚊、蝇、鼠、蟑等
病媒生物密度，显著减少了鼠疫、疟疾、乙型
脑炎等疾病的发生和流行。许多城乡清除
了大量的垃圾、污物，面貌焕然一新。

三、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恢复

1976年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转
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也
开始恢复。1978年 4月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并下发了《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的通知》,全面恢复爱国卫生运
动。先后开展了除“四害”、“五讲四美三热
爱”、卫生城镇创建、厕所革命等一系列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把“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
保护人民健康”写入国家根本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1988年8月
11日，中央爱卫会更名为全国爱卫会，作
为国务院议事机构，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
级政府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
划，切实加强领导，使卫生条件的改善与卫
生水平的提高与四化建设同步发展，全国
爱卫会第八次扩大会议确定，自1989年
起，每年4月份为爱国卫生月。

四、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爱国卫
生运动，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提
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十九大报告中，
爱国卫生得到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
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从人居环境改善、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
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
别是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提
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爱国卫生运动是人类卫生发展史上的
一项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突破了发展中
国家无法实行的高投入、高技术的医学模
式，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
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通过有效的社会
组织将中国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
群众的福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
康绩效。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新中国的卫
生奇迹”。2017年7月5日下午，世界卫生组
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
奖”，对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就做出表彰。

回顾我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峥嵘岁月可
以发现，在当前国际疫情形势复杂的情况
下，广泛动员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
众深入持久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做实做细
做好环境卫生整治、病媒生物防制和科普
宣传等重点工作，是我们能够早日战胜新
冠肺炎的强大基础。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公
民，我们更应责无旁贷地继承和发扬爱国
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到全民爱
国卫生运动的热潮中来，以实际行动清洁
家园，革除不良卫生陋习，自觉养成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享幸
福生活打下坚实的全民健康基础。

（市爱卫会供稿）

防疫有我，爱卫同行

南山街道线上线下
齐发力倡导文明祭扫

宁国讯 清明节临近，为巩固疫情防控持续向
好形势，近期，宁国市南山街道线上线下齐发力，宣
传倡导清明期间文明祭扫，避免森林火灾等隐患，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南山街道早发动、早宣传、早行动，广大党员干
部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宣传殡葬改革相关政策，号召
大家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尽量不返乡祭
扫，少去现场祭扫，最大限度降低出行和人员聚集
带来的疫情传染风险；倡导采用绿色环保的鲜花祭
奠等方式，严格遵守严禁野外用火的有关规定，在
清明祭扫过程中坚决不带火源上山，不焚烧纸钱香
烛，不燃放烟花爆竹，严防森林火灾和各类安全事
故的发生；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孝老”
的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推进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新风；倡导“网上祭祀”“网上祭英烈”
等方式，引导群众用更加健康、文明的祭祀方式来
表达对亲人的哀思。 （吴正刚）

4月2日，广德市卢村乡唐流村
万寿堂在安静庄重的氛围中完成了
一场特殊的祭祀活动，因疫情影响群
众无法到实地祭扫，身穿红马甲的唐
流村工作人员代表这些群众献上鲜
花，庄严肃穆地三鞠躬。

此前，唐流村有不少村民到村部
询问清明节祭扫事宜，在得知为避免
人员聚集万寿堂清明节期间不对外
开放后，大家纷纷表示理解。村民们
的深明大义，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感动
的同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经过商
讨，村里决定免费为有需求的村民代

理祭扫。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但伴随清明节临近，人员潜
在聚集、流动使疫情传播风险陡增，
卢村乡通过免费“代理祭扫”、线上直
播重温红色记忆、文明祭扫缅怀先烈
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倡导绿色、简约、
文明的祭扫新风尚。

“卢村乡红色文化纪念馆坐落在
唐流村桃花山下，下面请大家跟随我
的步伐走进纪念馆……”4月2日，唐
流村红色文化纪念馆的讲解员化身
主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文
化探寻之旅。生动的讲解和有趣的
问题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大家纷纷
留言参与到互动中，不少观众表示这
场直播既有趣又很好地宣传了爱国
主义红色文化，期待“最美卢村”的下

一次直播。
卢村乡在疫情期间将红色文化

活动“搬迁”到网络世界是一次全新
的探索与尝试。

高庙村牛山曾是革命烈士杨根
思师长同国民党74师血战的战场，
杨根思师长最后壮烈牺牲，在此建有
新四军革命烈士墓地一座。4月2日
上午，高庙村组织志愿者代表在牛山
革命烈士墓前敬献花圈，肃立默哀，
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表达对革命烈士
崇高的敬意。

随后，志愿者还开展了文明祭扫
活动，大家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比崇
敬和怀念之情，认真清扫了烈士墓周
围的落叶、垃圾和杂物，通过这种方
式倡导文明祭扫新风，树立文明祭祀
观念，传播现代文明风尚。

卢村乡：别样清明一样情
■金黎雪

宣州讯 近年来，宣州区溪口镇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着力推进文明村
镇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三治融合”
治理，积极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切
实加强志愿服务管理升级，全面落实
文化惠民工程，以乡风文明为引领，
跑出精神文明建设“加速度”。

以“一约四会”推进移风易俗。
各村（社区）及时调整移风易俗领导
组和“四会”组织，及时修订出具备本
村特色的《村规民约》。加大“好婆
婆、好媳妇”“好邻居”“最美家庭”
等评选活动，深入挖掘、精心整理、
合理评定、积极推报“好人”。开展
道德讲堂和好人交流会，充分发挥
优秀党员、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
各类典型带动、示范引领作用，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打造文明乡风，将文明乡风培
育融入“三生”各个方面，进一步规
范群众行为，积极革除陈规陋习，
弘扬时代新风，倡导良好风尚，注
重提振群众的精神面貌，展现群众
的文明行为。

以志愿服务联通最后一公里。
镇村均成立了理论宣讲、法律服务、
卫生健康、文化服务、科技科普、教育
体育等志愿服务队，推进移风易俗、
助力疫情防控、服务脱贫攻坚、维护
碧水蓝天、法援弱势群体……无处不
在的“红马夹”成了山乡一道靓丽风
景线。由退休教师、退休村干部等

“五老”人员，以及热心村民20余人
自发成立的“友谊永久娱乐团”志愿
服务队，他们走村入户，行走在田间
地头、村口广场积极宣传卫生健康知

识、传播志愿服务理念，与村民同乐
共舞，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活跃
了乡村“大舞台”。

以文化惠民补给精神“加油
站”。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因地制宜统筹打造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室）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基地、文化服
务中心），加强法治公园（广场）、体
育广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组织
开展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送文
化下乡”和文明实践活动，支持群众
性文艺节目的开展，积极为广大文
艺爱好者提供音箱、场地、电源等各
项服务，不断补给群众的“精神油
箱”，满足人民群众在发展过程中日
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周燕）

溪口镇以乡风文明领跑精神文明

郎溪讯 日前，郎溪县毕桥司
法所在毕桥镇灯塔村开展以“文明
祭扫 法治同行”为主题的清明期
间防疫法治教育活动，结合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营造绿色、安全、文明
的祭扫环境。

活动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向
村民发放防疫手册、《清明安全祭
扫倡议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张
贴相关通告，引导群众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同
时，向村民、群众宣传了纵火罪、失

火罪等法律法规，倡导村民、群众
摒弃祭扫旧俗，选择文明祭扫方
式，切实履行预防火灾、报告火警
的义务，共同维护公共安全。活动
中，共发放相关宣传资料50余份。

（靳立芸）

毕桥镇开展清明法治宣传活动

广德市监局开展
文明祭扫倡议活动

广德讯 为缅怀革命先烈、树立文明祭祀新风，
日前，广德市市场监管局在该市农贸市场开展文明
祭扫倡议活动。

该局志愿者向市场内的经营户和消费者发放
《文明祭扫倡议书》，号召大家通过举办家庭追思
会、撰写缅怀文章、种植花草树木和网上祭祀等方
式来怀念逝者、寄托哀思，并积极弘扬孝老爱亲传
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新观念。期间，该局志愿者
还手把手现场指导市民如何在指定网站进行云祭
扫、致敬英烈。 (熊婉婷)

4月1日上午，广德市柏垫镇同心村组织志愿者们
一起动手制作本地美食“蒿子馍馍”，送给村中孤寡老
人，让他们足不出户品尝传统时令佳品，感受节日氛
围。据了解，“邻里圆桌会”是同心村的特色志愿服务项
目，每逢佳节，志愿者们都会为村里的困难家庭、孤寡老
人制作各种时令美食。徐泽俊 特约记者 郑世媛 摄

4月1日，宁国市汪溪街道举行“以声传情祭英烈，
诵读诗文传文明”清明诗文朗诵会。朗诵会上，机关工
作人员、村干部朗诵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清明情思
——献给烈士》《缅怀先烈现代诗歌》《囚歌》等诗歌和散
文，辖区小朋友们也积极参与，声情并茂地追忆祖辈的
艰辛，缅怀先辈的功德，赢得阵阵掌声。 何心怡 摄

健康科普专栏

（上接第一版）通过基层就业服务站点等线下平台，将
岗位信息送到贫困劳动者手中。将批准扶贫车间复
工复产权限下放到乡镇，配备扶贫车间“人社服务专
员”，实行车间包保制度，帮助解决原材料供应不足、
物流不畅等突出困难。

细化量化疫情期间就业帮扶措施。出台《宣城市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政策实施细则》、《关
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援企稳岗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疫情防控期间新
增就业岗位的扶贫车间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对复工
复产扶贫车间给予复工复产补助，对小微企业吸纳贫
困劳动者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对贫困劳动者到公益
性岗位就业及外出转移就业分别给予相应补助，对符
合失业保险返还条件的扶贫车间开通绿色通道，方便
受理和拨付。 （骆颜 本报记者 谭艺莹）

（上接第一版）
在广德市，一支每天骑着电瓶车走街串巷进行摸

排、宣传的队伍，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骑兵网格员”。
一天早上，不到5点，广德市新航镇路东社区的网

格员张往成接到一个电话后，立马从床上蹦了下来，跳
上电瓶车连忙赶往刚从浙江台州返广的人员家中。在
联系村医为他们进行体温等检查，仔细核对行程等信
息，通知他们做好隔离后，张往成又和村干部及网格员
一起开展巡查、宣传活动。为了防止夜里村民聚集聚
餐，网格员和村干部还成立了夜间巡逻队，对聚会进行
驱散。“看到广德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一直是0，我
们再辛苦都值得！”张往成介绍，疫情期间，新杭镇网格
员还在各小区等人口集中地段发放宣传单页3万余
份，配合公安部门依法打击一起售卖假口罩案件，有力
地保障了人民的财产安全。

精心：密织防护网
“村里不让我们随意进出了，车子也不能随意出入

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怎么办？”
郎溪县独山村网格员岑圆在走访中，了解到村民

的烦恼后，立即建立了一个“代购”微信群。每天晚上
七点至八点期间，需要代购的村民在群里发送信息，第
二天她便会拎着大包小包，把大家需要的东西买好，并
送货上门。“守护好我的‘格子’，为大家提供好服务，才
能让大伙安安心心居家隔离。大伙心往一处想了，肯
定能尽早打赢疫情阻击战。”岑圆信心满满地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展防疫宣传、做好排查登记、
提供服务的同时，网格员们还积极参与群众身边的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近日，泾县丁家桥镇网格员肖全勇和张尚平收到
郭某反映其父的工伤赔偿纠纷。得知信息后，他们二
人立即展开情况调查，在详细沟通和调处后。郭某父
亲的公司答应赔偿医疗费等2.3万元。“人缘和地缘熟
悉，矛盾自然容易化解。”肖全勇感言，矛盾和纠纷没
了，自然为凝聚全社会力量战胜疫情尽了一份力。

精细：全面保复工
随着疫情形势趋于稳定，我市各地迎来复工复产

潮。网格员的脚步也从街头巷尾走进了各个即将或已
经复工的企业、田间……

了解到宣城宏大混凝土有限公司和晨钟农业用工
难的问题后，宣州区向阳街道网格员朱婷，一边在网络
上帮企业发布招工信息，一边积极对接辖区人员的就
业需求。不到一周时间，就为这两家企业招收了不少
一线员工，为企业如期复工复产提供了人员保障。

“您好，现在不管您是外出还是返乡，都需要注册
安康码，凭绿码通行。”眼下，旌德县兴隆镇网格员程国
安，每天帮助村民们注册安康码，并协助他们办理申报
证明和返岗人员居住证明，帮助村民尽快返岗工作。

同时，随着芜黄高速项目旌德段复工复产，网格员
们与芜黄高速项目部紧密沟通，主动上门统计外地返
旌工作人员，建立台账，做好返旌人员定点隔离等工
作。目前，该县网格员们深入该县35家企业单位场所
上门指导88人次，指导整改防控问题87个，给予指导
意见95条。

“这里要放置洗手液和一次性纸巾，方便工人洗
手，食堂、卫生间每天两次消毒，分时段领取盒饭，采摘
时分区作业，采摘称重时也要分时段，一定要做到人员
不聚集……”在郎溪县凌笪乡菊萍茶叶种植家庭农场
的茶园里，网格员正在手把手指导茶叶种植大户做好
春茶采摘期间的防疫工作。

目前，该乡抽调了59名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担任茶
叶种植户防疫指导员，到全乡30亩以上的65个茶叶
种植大户开展防疫指导，协助茶叶种植大户严把用工
审核关、做好防疫物资准备、人员运输等工作。“有了专
业指导，我们采茶安全、高效，切实做到了春茶采摘生
产和疫情防控两不误！”茶叶大户夏宗福有感而发。

小网格编织战疫“大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