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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清晨，信丰县金盆山林场护林员王爱

武像往常一样，认真巡山护林。他所在的林场森林

经营面积 15.82 万亩，各工区、各科室以及护林员已

层层签订森林防灭火责任状，实行防火分片责任包

干制度，严防森林火灾。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受强寒潮影响，近期全省

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森林火情虽有一定程度缓解，

但结合今冬明春后期气象条件看，全省森林防火形

势仍不可掉以轻心。各地还需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新一轮森林防火重点期。

预计今年冬季全省降水偏少

今 年 我 省 旱 情 严 重 ，自 7 月 12 日 以 来 ，重 度

干 旱 持 续 了 一 百 多 天 ，成 为 全 国 干 旱 最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一 。 全 省 平 均 降 水 150.3 毫 米 ，为 1961 年 以

来同期最少。89 个县（市、区）无雨日数创历史同

期新高。

结合旱情，我省 9 月 12 日进入森林防火重点期，

较往年提前 20 天，并持续到明年 4 月 30 日。我省印

发了《关于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的通告》，并

向社会公布各级森林防灭火责任人名单，制定了 30
条硬措施。同时，对 5 个火灾较多的设区市和 6 个

重点单位下发督办单，对已发生的火灾一律挂牌督

办 、全 省 通 报 。 10 月 以 来 ，已 有 75 名 市 级 林 长 、

1501 名县级林长开展巡林，乡级、村级林长巡林进

入常态化。

我省加强森林火险的严防严控，注重源头治理

和隐患排查。目前，11 个设区市、95 个县（市、区）发

布禁火令，南昌市新建区、抚州市宜黄县等 24 个县

（市、区）发布封山令。全省 2.2 万余名护林员全员到

岗，要求橙色、红色火险预警区域巡护时长分别不少

于 4 小时、6 小时，加强森林公园、旅游景区、自然保

护区、林农交错区等重点区域管控。10月以来，全省

林业部门共出动无人机、直升机 1795 架次，巡护森

林 2112.02 万亩，查处违规用火 1092 起；排查林区输

配 电 设 施 存 在 隐 患 线 路 898.64 公 里 ，完 成 治 理

561.53公里；重要部位、设施周边开设防火线 2123.81
公里。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综合气象条件研判，

今年冬季我省整体降水同比仍然偏少，同时农事、旅

游、生产生活用火等各类火源因素叠加，全省森林防

火形势依然严峻。

“人防”“技防”“物防”多方发力

当前，全省各地“人防”“技防”“物防”多方发力，

实现森林防火新突破。

南昌市积极推动科技防火，整合省市县三级 31
套双光谱视频监控和 3 套超远程烟雾探测系统，建

立森林防火监测预警管理平台。市县乡村四级管理

人员通过“江西森林防火APP”实现 24小时森林火灾

联动防控。监控设备分布在重点林区，一旦温度异

常升高，平台自动报警并推送至各级管理人员“江西

森林防火 APP”，提高火情处置效率。今年已监测到

违规野外用火 69起。

宜春市实行网格化管理，共划分管护网格 2009
个，细化网格片区 8672 个，配置基层网格监管员、督

导员、片管员、巡护员、协助员，将防火责任划分到山

头地块和具体责任人。逐一落实村组管理责任人、

亲属监护责任人，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理。

“作为山岳型景区，今年我们设立摄像头 81 个，

且每个路段都有保洁和综合人员 12 小时巡查，‘技

防’加‘人防’确保无死角。”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景区入口还设立了打火机

暂管箱，山顶修建了 8 个蓄水池，火险高地段建设生

物防火林带阻隔火情。

明月山生态公益林场将森林防灭火半专业队的

管理经费列入年度预算，每年筛选 20 名优秀护林

员、职工组成森林防灭火半专业队，建设防火物资储

备库、值班室、训练场，配备人员防护装备及风力灭

火机、油锯等设施。要求护林员对责任山场地形地

貌、树种分布、林区道路、水源位置熟记于心，并有针

对性地经常开展扑火队伍演练。

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干部职工连续

两个多月不休假，每日携带小喇叭进村入户，播放防

火语音；投入资金 1170 万元，对景区道路及两旁 2 米

内的枯枝落叶等易燃物开展专项清除。

许多地方还积极推广“防火码”。进山人员扫一

扫森林草原“防火码”微信小程序，手机号码及进出

时间、地点等信息在防火管护人员后端程序上就能

一目了然，实现管理全链条、火因可追溯，提升基层

防火管护人员工作效率。

根据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数据，我省火源点多面

广，加之传统用火习俗根深蒂固，干旱天气下火情防

不胜防。专家建议，各地应加强林火阻隔系统、防火

线、林火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加强无人机巡护，实现

“人防”“技防”“物防”多向发力。只有这样，才利于

早期火情被发现、处置和阻隔。

面对新一轮森林防火重点期，我省多方发力——

确保森林火情“打早打小打了”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碧玉

“我们现在来到的红军广场，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阅

兵的地方。”在瑞金城北的叶坪革命旧址群，讲解员习惯先

把游客带到红军阅兵旧址参观。

91 年前，根据党中央“动员一切力量准备一苏大会的

开幕”和“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举行一部分红军的阅兵

式”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隆重举行阅兵典礼，选址叶坪村。

1931 年 11 月 7 日，古朴的瑞金城处处洋溢着热闹的气

氛。在叶坪村，用竹木搭建的检阅台上，横梁上悬挂着一

块巨幅红布，红布上“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校

阅台”17 个大字引人注目，检阅台两侧竖立着中国工农红

军军旗。四周的树枝上，则早早挂满了大红灯笼。天还没

亮，周围数千名群众就手擎火把向这里赶来。

除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有 600 余人，有

的来自中央苏区及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等苏区的

红军部队，有的来自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

国海员总工会等。他们站立在检阅台两侧，整个会场井

然有序。

6 时 30 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等领导

人和红军将领健步进入会场。7 时整，大会执行主席、红军

总司令朱德发出号令：“阅兵开始！”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一队队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扛

着缴获的各式武器，精神抖擞、步伐矫健；一列列赤卫队和

少先队员身着列宁装，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健步行进。在

红旗引领下，他们分四路纵队，高喊“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

万岁！”整齐地通过检阅台。

毛泽东、朱德等在总参谋长叶剑英的陪同下，骑马检阅了受阅部队。他

们频频向这支来之不易的人民武装挥手致意。

“红军万岁！”“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共产党万岁！”广场上的群众也情不

自禁地高呼起来。

此次阅兵，是我军历史上的首次阅兵。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重修检阅台，将原来的竹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1934 年 10 月，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后，检阅台被国民党军拆毁。1955 年，包括检阅台在内的红军

广场按原貌恢复重建；1961年，红军广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穿越 91载，红军广场上的嘹亮军号声并未远去。

为加强对红军广场的保护利用，如今，瑞金市实施革命遗址安防工程，强

化火灾、洪涝风险辨识与管控。今年 11 月，红军广场所在的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叶坪旧址管理处入选全国 119 消防先进集体。此外，该市还组建

红色宣讲员、红色小导游队伍讲好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阅兵故事，并创新建立

“数字化+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通过数字化技术对红军广场进行全景式、

立体式、延伸式展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初冬的一天上午，上课铃响，乐平市镇桥镇金山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端坐

在教室里，安静地等待数学老师夏云辉的到来。走完从一楼到三楼的 36 个

台阶，夏云辉需要 3分钟。

1988 年，20 岁的夏云辉成为镇桥镇徐家小学一名乡村教师。那时，农村

学校条件简陋，师资紧缺，一名老师要教好几门课程，夏云辉却乐此不疲，不

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意外改变了夏云辉的生活轨迹。1989 年 9 月 12 日，

正在上课的夏云辉突然昏倒在地，后被诊断为脑动脉血管阻塞。手术后，夏

云辉醒了过来，却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右手右脚都无法动弹。通过身体康

复锻炼，夏云辉的右腿慢慢有了知觉，可以下地缓慢行走，但仍然半边手脚麻

木、行动不便。

割舍不了三尺讲台，夏云辉强烈要求重返学校。镇桥镇教办考虑到他的

身体状况，将他安排在离家较近的金山小学，这所乡村小学成为他人生旅程

的新起点。重新回到课堂，对夏云辉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由于还在康复

期，夏云辉的口齿不像以前那样利索，说话有时含糊不清。为了尽快恢复表

达能力，他每天对着镜子练习说话；右手不利索，就练左手板书。经过两年的

努力，他的左手板书也非常漂亮。

“只有站在讲台上，我才觉得自己是有用的。”夏云辉告诉记者。

“夏老师非常认真负责，我们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没有给他安排太多的

课，可是他主动要求给他排上。”镇桥镇教办负责人说。

从家里到学校，虽然只有 500 多米，正常人 5 分钟就能走到，但夏云辉要

走 20分钟。为了不耽误教学，夏云辉中午索性不回家，由妻子送饭到学校。

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一张张可爱的脸庞，是支撑这位残疾教师在乡

村学校坚守下去的动力。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夏云辉在课堂上不断

丰富教学形式，穿插着讲故事、唱歌，非常受学生欢迎。他所带的班级，成绩

年年名列镇桥镇小学前茅。

学生夏汉威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今年研究生毕业，师生之间保持着密切联

系；学生夏建霞今年成为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后，第一时间向夏云辉报告了这个

消息；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夏永红，入职第一天向夏云辉发来感恩短信……

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走出山村，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夏云辉非常欣

慰。30 多年来，他坚守在这所乡村学校，挥洒汗水，甘当人梯，为乡村孩子的

求学之路点亮希望之灯。

三尺讲台 无悔坚守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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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南昌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爱国路校区获得“2022 年度全国青少

年禁毒知识竞赛东湖区优胜单位”称号。在 2022 年度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

竞赛活动中，学校组织学生积极参与，踊跃答题，取得了参赛率、及格率、满分

率、平均分、综合得分等“六个 100”的好成绩。 通讯员 吴筱霞摄

针对当前复杂的疫情形势，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近日印发了《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方案》，推进相关工作。12 月 6 日，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主任医师郭世成针

对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热点问题进行了

解答。

重症预防效果显著

根据临床研究，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导致

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病例的风险是 30 岁以下人群

的数十倍，“尤其是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新冠病

毒感染导致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的高危人群。”

老年人较少出门，但与其接触的探访人员

和照顾人员都有可能感染病毒，也存在感染病

毒的风险。老年人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

有效降低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危重症和

死亡的风险，除了保护自身外，也能间接保护家

人、亲朋好友。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仍是主动免疫的有效措

施。“据研究，60 岁以上老年人全程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后预防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的保护率为 60%
至 82%，完成加强针疫苗接种后保护率可达 95%
以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使老年人群患重

症、危重症或死亡的风险大大下降，因此老年人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获益是最大的。诚恳呼吁

广大老年朋友们尽快行动起来，积极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为自己的健康护航。”

老年人是高风险人群

有 基 础 病 的 老 年 人 能 否 接 种 新 冠 病 毒 疫

苗？“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

后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的高风险人群。若当前

身体健康状况稳定，或通过服用药物病情控制

稳定的患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是可以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的。”专家提醒，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包

括格林巴利综合征、横贯性脊髓炎、脱髓鞘病等

疾病的老年人，在病情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

应暂缓接种；如老年人正处于慢性疾病急性发

作期，或正处于感染性疾病发热阶段，也应暂缓

接种；对既往接种其他疫苗发生过严重过敏反

应的如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等，应禁忌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

未完成第一针接种的老年人，应该如何安

排下一步接种？已完成全程接种的老年人，应

该如何加强免疫？对此专家表示，未完成第一

针接种的老年人，可到就近的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门诊，经过健康状况评估后，如适合接种，应

尽快接种第一针新冠病毒疫苗，并按接种门诊

预约完成后续剂次接种。若已完成全程接种，

并距离上一针接种时间满 3 个月的老年人，可实

施加强剂次接种。

早 一 分 接 种 ，多 一 份 安 心 。 专 家 建 议 ，在

尊 重 个 人 意 愿 的 前 提 下 ，让 老 年 人 做 到 应 接

尽接。

接种服务安全周到

为方便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全省各地

均采取设立临时接种点、巡回接种、设立老年人

绿色通道等方式为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提

供便利。对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各地均选派

诊疗和接种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组建小分队，携

带接种后观察期间所需的常用设备和药品，提供

上门接种服务。

为做好老年人接种后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监测和处置工作，各接种点也将按照有驻点

医务人员值守、有急救设备药品保障、有 120 救

护车转运患者、有转运渠道和救治绿色通道的

要求做好医疗保障。接种过程中，除严格按预

防接种工作规范的要求操作外，工作人员也会

认真、细致对老年人做好解释，关注老年人的身

体状况，耐心回答老年人的询问，尽量消除老年

人接种的顾虑，确保老年人接种安全。

哪些途径能查询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地址、

工作时间、咨询电话等相关信息？专家解答，群

众可通过当地疾控中心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

号，查询本地接种门诊具体地址和咨询电话，也

可咨询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或电话咨询 12320 了

解相关信息。

针对当前复杂的疫情形势，疾控专家提醒：

老年人接种疫苗 应接尽接
倪可心

体验感更好 安全又有效
——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在南昌接种首日见闻

倪可心

12 月 7 日，南昌市各区部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正

式开始接种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吸入式新冠病

毒疫苗究竟有什么感觉？当日下午，笔者来到南昌市第

一批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省人民医院红谷

滩院区实地体验。

“您好，请出示身份证，并填写吸入用重组新型冠

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接种知情同意书。”在门诊一

楼预防接种室工作人员的悉心引导下，笔者很快便完

成了接种登记。预防接种室护士李晶介绍，吸入式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过程分四步：接过医务人员配制好的

雾化杯；接种前深呼一口气；口含雾化杯吸嘴，在 15 秒

内缓慢吸入雾化杯中的气体直至杯中无雾；憋气至少 5
秒钟。

“目前我院已完成了 130 多名受种者的接种。不少

受种者体验后表示，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相较传统注射

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方式更加新颖，体验感更好。”据

该院预防接种室负责人介绍，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主要针对 18岁以上，且已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基础针次接

种的人群，无须预约，来院即可接种。“接种吸入式新冠

病毒疫苗与肌注式新冠病毒疫苗一样，需留下观察 30分

钟，一周内不建议剧烈运动，尽量不要饮酒，建议清淡饮

食，不吃辛辣刺激或者易过敏的食物。”李晶护士提醒。

“吸入式、注射式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均

能得到保证，群众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接种。”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主任医师郭世成表示。

12 月 7 日，南昌市正式启动第一批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是用雾化吸入专用设备进行接种，让雾化的新冠病毒疫苗微小颗粒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从而

激发人体的黏膜免疫、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的一种接种方式。图为市民在南昌市经开区蛟桥医

院接种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 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