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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 抗击疫情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护士贾晓阳，是河南第一
批支援湖北应对疫情医疗队队
员，她在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隔
离病区负责消毒工作。

来武汉的这几天，她的心
情非常沉重，有时甚至难过得
掉眼泪，因为她工作的内容不
仅仅是对所在楼层每一间病房
进行消毒，对使用过的隔离衣、
护目镜等进行消毒，还有对患
者的遗体进行消毒包裹。

贾晓阳还记得自己送走的
第一个患者，是一位 70 多岁的
老奶奶。她忍着心痛为老奶奶
擦拭身体，用专用的袋子将遗
体包裹，在袋子外面标明姓名、
性别和年龄，让逝者有尊严地
离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在30
分钟内完成，这对于一名年仅

26岁的女孩来说是一项颇具挑
战的工作。但贾晓阳完成得很
出色，这与她曾经的军营生活
有很大关系。

贾晓阳大学期间应征入
伍，在山西大同经历了两年军
旅生涯，之后回到学校继续完
成学业，毕业后在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消毒工作是阻击病毒传播
的重要手段，贾晓阳感到自己
充满了干劲儿，每天 12 个小时
的工作也不觉得辛苦。

贾晓阳坦言：“面对死亡，说
一点儿都不恐惧那是假的，但我
曾经是军人，两年的部队生活锻
炼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身
体。国家有难，我必须挺身而
出，虽是不一样的战场，却是一
样的战斗！”

不一样的战场
一样的战斗

本报记者 尚慧彬 通讯员 宋鹏翀

河南医疗队员
分组进入隔离病区

医生感叹“值了！加油武汉！”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吴 迪 肖婧菁

2月3日10时，河南省第二
批支援湖北应对疫情医疗队的
部分骨干队员抵达定点援助医
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当晚，他们就要
进入隔离病区，开始收治患者。

20 时，第一组 12 名医务人
员到达医院；21 时，8 名确诊患
者正式就诊。从 2 月 4 日 9 时
起，河南医疗队的队员们将分
组陆续进入隔离病区，每组工
作时长为6小时左右。

来自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的队员师延刚是第一组走进
隔离病区的医务人员之一。

“2月3日抵达医院后，我了
解到我们工作的病区是新开的
病区，当晚就要收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师
延刚说，当时心情有些激动，也
有一些紧张，进入病区前把诊
疗方案和防护服穿脱流程在脑
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稳
定了情绪。

随着第一个患者进入病
区，身为医生的师延刚和同组
其他队员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
作：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开医

嘱、对症治疗、书写病历……
一位女性患者得知师延刚

是来自河南的医生，不住地说
“谢谢，谢谢”！她还用随身带
的纸笔记下师延刚的名字。

6个小时忙碌下来，师延刚
的防护服里全是汗。他正在逐
步习惯“嗓子痒了不敢大声咳
嗽、困了不敢张大嘴打哈欠、眼
睛里进汗了不能揉、后背痒了
不能挠”的诊疗方式。

“深夜里，我看到一个个患
者安稳地躺在病床上，一切不
适都烟消云散了。”2月4日凌晨
3时，师延刚与下一班队员们对
已入院的26个新患者进行了详
细交接班。当师延刚完成20分
钟严格的脱防护服操作后，他
在内心深处狠狠地喊了一声：

“值了！加油武汉！”
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是武汉市新
开放的、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定点
隔离院区。此次，河南第二批
医疗队医疗组、护理组，协助国
家医疗队等负责一个病区、50
张床位的治疗管理工作。

自疫情发生以来，焦作观康医院积极为抗击疫情奉献爱心，每天灌装100余瓶消毒液免费送给居
民，目前已免费发放消毒液1000多瓶，受到居民好评。 王正勋 王中贺/摄

本报讯（记者李 季）2月2日上午，开封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日调
度，研判调度、跟进部署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落实防控
措施，严守防控关口，确保疫情防控扎实有效。

开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要求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排查和防控措施，综合运
用大数据等手段开展精准排查，增加高铁站、火车站、
小区及各个卡点的排查人员和力量，坚决控制传染
源；落实最严格的疫情监测检测和隔离措施，确保消
除隐患；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下沉到防控工作
一线，落实好防控措施，疏导群众情绪，照顾群众生
活；加强定点医院和后备医院建设，坚持“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将确诊病例
集中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统筹全市医疗资源，不断
完善诊疗方案；加强专家组专业指导，规范医疗机构
就诊流程，提高医疗救治效果；全力保障医疗防控物资
供应；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发
布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加强社会管理，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公
共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开封：
严守防控关口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刘 群）2月2日，“洛阳火神山
医院”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开元院区（洛阳市传染病医
院）动工开建，工期为7天。

隶属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 属 医 院 的 洛 阳 市 传 染 病 医
院，是洛阳市市级定点救治医
院，也是洛阳市范围内承担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
例隔离的医院。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在这里确诊，

在这里治疗，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在这里为全市人民的健康
而保驾护航。本着“宁可备而
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指导思
想，洛阳市决定在此建立“火神
山医院”。

洛阳：7天内建成“火神山医院”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杨基伟 刘允贤）日前，周口
市结合本市疫情防控工作实际，
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中的实验室生物安全
工作。

周口市要求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及相关机构开展新型
冠状病毒标本采集、运送、存储
和检测等活动，严格按照《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

管理规定》及《新型冠状病毒实
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进
行。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周口市
指导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填报《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或样本运输审批申请
表》，申请办理“准运证书”，按规
定要求落实运输样本条件。

周口市要求各检测机构对
毒株、样本的保管和废弃物的管
理、实验操作失误和意外事件的
处理，要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

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
版）》执行；各单位要完善实验室
生物安全备案制度，加强内部管
理，严格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河南省
人间传染的一级、二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及实验活动备案管理办
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生
物安全属地化管理的通知》和生
物安全实验室备案现场技术审
核标准，加快推进实验室生物安
全备案工作，同时做好现场审核
材料的存档工作。

周口：严把实验室生物安全关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
讯员张成刚）2月1日上午，新乡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听取当
前新乡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
报，安排下一步工作。

新乡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即
日起实行指挥部日例会制度，
及时研判疫情发展变化态势，

研究解决紧迫问题；加强宣传
引导和科普教育，大力宣传居
家隔离人员注意事项，并加强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避免家庭
聚集性感染的发生；做好严防
严控工作，持续做好高速公路
上下站口、高铁站、火车站、干
道 等 重 点 关 键 部 位 的 道 路 管
控、车辆检测、人员体温检测等
工作，并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适

时调整扩大管控范围，严防输
入性风险发生；科学评估公共
交通运营对疫情防控的影响，
做到既要科学防控，又要兼顾
民生，同时严格做好在运线路
车辆消杀、司乘人员防护等工
作；强化防控物资保障，积极组
织相关企业开展生产，科学调
运储备物资，确保满足疫情防
控需求。

新乡：全力保障患者安全

本报讯 2月2日下午，焦作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介绍
焦作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情况，
并就下一步疫情控制的举措回答了记者提问。

下一步，焦作市将组织专家队伍对疫情的发展进行研
究，结合学生返校、城市返工等人员流动的新情况，做好疫
情发展趋势研判，制定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和针对性的防
控预案，力争使防控工作更加有序、高效；按照“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的总体防控策略，充分发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和
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启动更加全面细致的排查工作，
真正摸清底数，绝不漏掉一人；通告全市各学校、企业、行
政单位等做好防控工作，提前筹划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按
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统
筹、管理、使用好各级专家；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注
重中西医结合，完善救治方案，实施精准治疗；日夜奋战在
防控疫情的第一线，出现了很多感人事迹，要深挖宣传先
进典型，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精神动力。

（王正勋 侯林峰）

焦作：
继续加大防控力度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樊新生）近日，南阳市
根据人口大市、与湖北接壤、从武汉返乡人员较多等特殊
情况，念好“堵、查、控、治、备、宣”六字真诀，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多措并举，积极抗击疫情。

南阳市委、市政府科学研判形势，果断采取措施，
及时关闭往返湖北省的高速、客运班线和航班，所有
城际、省际客运全面停运，设立防控检疫检查点 5477
个，与湖北交界的 128 条交通干道、县乡路全部切断；
把从湖北尤其是武汉返乡人员作为排查重点，发挥基
层党组织作用，以村组、社区等为单元，逐人排查、逐
人比对，落地找人；管控重点人群，确诊疑似病例集中
治疗，密切接触者严格隔离，发热患者在发热门诊观
察治疗，10 日内有武汉、湖北旅居经历的，以乡村集中
隔离为主，其他有武汉、湖北旅居经历的居家隔离观
察；在力量配备上，全市设置 37 个发热门诊，做好预
检分诊，安排 13 家定点医院集中收治病例；发挥南阳
中医药资源优势，成立中医药专家团队，发动中医药
企业，为救治和预防工作提供支撑；坚持思想、物资、
方案全方位准备，在现有基础上，准备 2080 间病房（床
位），确定 9 家定点救治医院和 13 家后备定点医院；及
时公布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机构联系电话，印发防控宣
传知识手册 20 万册，设置宣传栏、宣传条幅、电子屏
滚 动 标 语 口 号 8.5 万 余 条（块），发 送 防 控 提 醒 短 信
3360 多万条次。

南阳：
织牢疫情防控网

2 月 3 日下午，河南第一批
支援湖北应对疫情医疗队队
员、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刘晓静，一
口气为15位患者做了咽拭子采
集。

在防控疫情的最前线为患
者采集咽拭子，被称为“最危险
的工作”之一。刘晓静，这位看
上去有些瘦弱的主治医师，主
动承担了这一重任。

咽拭子细菌培养能分离出
致病菌，是检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的重要手段。

在临床上，采集患者咽拭

子时，需要用压舌板压住患者
的舌头，叮嘱患者张口发“啊”
音，从而暴露咽喉部位，然后用
培养管内的消毒长棉签以灵敏
而轻柔的动作擦拭患者两侧腭
弓和咽、扁桃体上的分泌物。
在这一过程中，患者极容易做
出咳嗽、打喷嚏等应激动作，从
而造成飞沫喷发而出。在这样
的情景下，工作的危险性可想
而知。

刘晓静说：“我们来到武
汉，就是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无
论哪个岗位需要我们，我们都
会义无反顾地顶上去！”

时时面临危险
她仍主动担起重任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彭永强 王高帅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陈 静 徐世杰）2月2日，信
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重症患者监护病区正式启用，目
前已收治两名气管插管、呼吸机
辅助通气的重症患者。

据介绍，信阳市中心医院对
此次组建重症患者监护病区高

度重视，在第一时间进行周密部
署，商讨人员调配、监护病区布
局、设备配置、救治流程等各个
环节的事宜，要求在最短时间内
进行组建，并投入使用，保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患
者得到及时救治。

信阳市中心医院严格按照

重症监护病区的建设要求，指导
改建市传染病医院的重症患者
监护病房，并送去呼吸机6台、床
旁血滤机 1 台、人工心肺机 1 台
及其他急救设备，价值约 500 万
元。在短短的时间内，信阳市完
成了重症患者监护病区的改建
工作。

信阳：重症监护病区投入使用
本报讯 （通 讯 员 姚

鑫 李武宣）2 月 2 日上午，
三门峡武强中医院院长李
武强一行将 2100 剂防疫中
药送到三门峡市环境卫生
管理处，支援奋战在城市保
洁一线的环卫工人。

据了解，三门峡武强中
医院参照《河南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
方案》中的“成人中药预防处
方二”，第一时间安排车辆前

往禹州采购药材，组织药剂
人员日夜不停地按方配药，
确保这些防疫中药能够尽早
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目前，三门峡武强中医
院已经多方筹措了口罩、手
套和消毒液等防护物资，支
援一线环卫工人做好个人
防护。下一步，三门峡武强
中医院将继续干好本职工
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门峡武强中医院

捐赠2100剂中药

本报综合消息 两日内，郑
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发布
第8号、第9号通告，要求进一步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遏
制疫情扩散。

依据第 8 号通告要求，郑州
市各发热门诊对于无法明确排
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
能的发热患者，或者检测结果为

“双阴”、但临床症状符合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条件的患者
一律实行隔离治疗观察。

即日起，郑州市新增确诊、疑

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的密切接触者，一律由各开发区、
县（市、区）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第8号通告发布前已实施居
家隔离观察人员，本着自愿原则，
经本人同意后纳入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隔离观察时间连续计算。

与此同时，郑州市进一步落
实居家隔离观察措施。自省内
返回驻地的居家隔离观察 7 天，
从省外重点疫区返回驻地的居
家隔离观察14天，观察期自返回
驻地当天算起。居家隔离观察
对象应服从社区管理，对不服从

管理的人员将依照相关规定强
制进行集中隔离。

依据第 9 号通告，郑州市对
全市行政区域内的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居民小区（村）实行闭
环管理，原则上保留一个出入口，
可视情况设置应急通道并安排值
守；居民小区（村）原则上不允许
访客进入，常住、租住、暂住人员
凭相关证明在本小区（村）出入口
防控检查服务点备案后，凭证出
入；外卖、快递等配送人员与接收
人电话联系后，可在目的地检查
服务点进行无接触取送。

郑州：
从外地返回驻地需要居家隔离

省内7天、省外14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