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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 抗击疫情

接通韩鹏电话的时候，他刚刚下了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重症监护病房的第一个夜班。

“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到最需要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救治力量的地方去。
来到武汉、来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来到全是危重患者的重症监护病
房，实现了我的愿望，把我们对武汉疫
区同胞的情谊带到了！”电话那头，韩鹏
疲惫的声音中带着自豪。

韩鹏是河南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队员，是安阳地区医院派出的驰援武汉
的精锐力量。同时，韩鹏也是两个孩子
的父亲。韩鹏的妻子张俊青，是安阳地
区医院产房的一名护士。从河南省发

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并启动疫情防
控工作以来，韩鹏和他的妻子没有休息
一天，各自坚守岗位。得知河南省将组
建医疗队支援湖北，韩鹏第一时间报了
名。

韩鹏所在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
院区重症监护病区，是他们到达之
前，临时整修组建的。上岗之前的培
训，韩鹏除了认真理解掌握标准以
外，还细心地把“北京标准”记录、整
理，发回自己所在单位。“我们河南的
疫情防控形势也很严峻，把这些标准
发回医院，供濮阳、安阳的医学同仁
参考，也算是我远在武汉，能为家乡
做的一点儿贡献吧！”

时刻不忘家乡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李玉英

为了科学引导公众开展防控新冠肺炎的预防性消毒，做好车站、交通管制及健康监测
卡点办公场所消毒工作，近日，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
织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专业消毒”防控新冠肺炎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志愿者深入高铁
站、黄河大桥等卡点进行专业消毒。 刘 岩 朱海波 谷增齐/摄

急救转运队里的“抢单王”
本报记者 刘 旸

2月11日20时，负责河南省援鄂医
疗急救转运队车辆调度工作的队员燕
重远，在所有转运队员的联络群里发布
了一条微信：转雷神山，重！

几秒钟内，群内 14 号车组的司
机 沙 润 非 、医 生 罗 垚 几 乎 同 时“ 抢
单”；回复慢了几分钟的 15 号车组，
略显失望。

“来武汉一周了，这样的事情几乎
每天都在上演。”燕重远说，作为郑州市
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调度科科长，他抵达
武汉后，依然负责河南援鄂 21 台转运
车辆的调度工作。

据燕重远介绍，河南省援鄂医疗急
救转运队的所有队员和车辆，已经并入
武汉市急救中心统一指挥调度，按照调
度规则排好值班、备班人员和车辆。由
于转运工作量大、武汉地域面积相对较
大等特点，一些紧急转运工作以临时派

单的形式随机派车出发。
“能打硬仗、勇于担当、党员冲在前

面，是我们队伍的真实写照。”燕重远
说，21 台车组、81 个转运队员，肩负着
快速熟悉武汉市区路况，每日向火神山
医院、雷神山医院转运重症患者的工
作，通常是早上出车、深夜或者凌晨才
能回到驻地休息。

从进入武汉，到融入武汉；从忐
忑不安，到井然有序。连日来，不少
队员写下了相同感受：看遍了武汉凌
晨和深夜的样子，它虽寂静，但并不
清冷。在街道穿梭的救护车，给它注
入了希望。

“我们就是来打硬仗的、就是来吃
苦的，不能给河南人民丢脸，也不能给
河南广大医务工作者丢脸。”河南省援
鄂医疗急救转运队队长、郑州市紧急医
疗救援中心主任乔伍营说。

“别怕，您好了，我们也不走”
本报记者 常 娟

“2 月 8 日下午 6 时进舱，凌晨 3 时
出舱，接诊 211 名发热患者，照顾 308
名患者；2 月 10 日，被编入行政管理
组，负责全舱 1500 多名患者的药品供
应、医疗器材供应、生活物资供应和
床位统计工作、入院接诊工作；每次
进舱，大家都穿上尿不湿、加厚加绒
的秋衣秋裤，再加上手术衣；每次出
舱，大家的手术衣全部湿透，轻轻一
拧，水滴就往下掉……”

2 月 10 日 19 时 35 分，利用工作
间隙，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综合
医学部总护士长周纪妹向记者简短
介绍了他们在江汉方舱医院的工作
状态。

周纪妹说，2 月 8 日晚上因为患者

比较多，且很多患者辗转到方舱医院
时没有吃晚饭，队员们不仅要积极救
治他们，还要联系总台为他们提供盒
饭。在患者排队就诊的时候，一位 60
多岁的老太太看到周纪妹穿的衣服
上写着“郑大一附院”，赶忙问：“妮
儿，你是河南来的？”

周纪妹回答：“是！”老太太忙说：
“我就来走个亲戚，就感染了，看见你们
真好。”老太太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周纪妹赶忙安慰老人：“阿姨，别
怕，您好了，我们也不走。这个医院里
咱河南人挺多的，咱河南派了好几批医
疗队来武汉帮忙。”“中，没事儿你就多
来看看我。”老太太说。

“好的。”周纪妹同意了老太太的要
求。

流动的战斗堡垒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陈 燕

大批量转运患者，对于河南援鄂医
疗急救转运队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
考验。

此刻，在武汉抗疫战场，每一个转
运小组、每一辆急救车都是一座“流动
的战斗堡垒”。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派出了 4
人转运小组，急诊科医生郭华、驾驶
员冉富强是党员，护士张金燕、急救
员蔡志林也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他们四人，都是在抗击疫情前线
冲锋陷阵的“战斗员”。

2月10日上午，转运指令下达。转
运小组 4 名成员简单沟通，预判情况：
此次转运，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真实
情况和大家预判的一致：等待转运的患
者较多，每个人年龄不同，病情轻重也

各不相同，再加上有些患者因为对疾病
恐惧，上车后就大吵大闹、坐立不安。

冉富强身穿防护装备上车后，发现
护目镜里雾气多，视线十分差，通过几
次调整才减少雾气。郭华、张金燕和蔡
志林 3 人在医疗舱内除了根据患者的
病情给予相应的治疗、监测生命体征
外，还要及时给患者做心理疏导，稳定
患者的情绪。

这一天，4名队员吃完早饭就开始
接诊患者，从出发到返回驻地，一刻不
停地奔波，中间不能喝水、不能如厕、不
能吃饭，直到晚上 10 时才结束一天的
工作。连续工作 11 个小时，他们完成
了11名患者的转运任务。

回到驻地，队员们虽然身体疲劳，
但内心坚定而充实。

本报讯 （通讯员弘 扬 于万
兵）2月9日下午，平顶山市政府新闻
办在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平顶山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场新闻发
布会，邀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李自召
和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专家组组长刘宏，
介绍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工作情况。

平顶山市在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医疗救治方面，始终坚持“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
则，统一调配全市医疗资源，确定了7
家定点医院和8家后备医院，成立了
救治专家组和重症专家组，市级组建
了5支救治梯队和后备救治梯队，每
个县（市）均组建救治梯队，每个梯队
都配备优秀的医护人员。为了方便
群众问诊咨询，市卫生健康委“健康
鹰城”微信公众号开通了“免费义诊”

线上咨询服务，群众不出家门就可以
在线咨询权威医生。

李自召说，近几天，虽然该市治
愈出院病例增多，但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还在增加，个别单位和家庭有集
聚现象，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平
顶山市委、市政府正在采取强力有效
的措施，防止疫情传播。平顶山将积
极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措施，控
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

人群。该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
民积极响应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一
系列决策部署。

据刘宏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按照
市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市第一人民
医院组建两支医疗救治队，先后抽调
呼吸专业、感染性疾病专业和重症专
业等57名业务拔尖的医护人员，进驻
市传染病医院隔离病区，与市传染病
医院医护人员一起，全力救治患者。

平顶山通报疫情防控和救治情况

2月10日上午，河南省援鄂第五批医疗队对各
项工作进行了梳理和安排，开展了防护装备使用等
相关培训，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这一天，河南省儿童医院的6名护理人员，为了
更好地投入战斗，将自己长长的秀发变成了平头甚
至光头。

本次河南省儿童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兼临时
党支部书记、肾脏风湿科护士长王蓓说：“2003 年
我曾参与抗击‘非典’疫情，最初选择来到武汉支
援，就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来的，该冲锋的时候就要
毫不犹豫，把头发剪了，戴护士帽、穿隔离防护服
都比较方便、迅速。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
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疫情。”

新生儿内科护士长杨秀秀说：“虽然看着镜子
里自己的光头有些陌生，但一想到为了方便在隔离
病房开展工作，发型什么的就不重要了，轻装上阵
才能更好地与疫情斗争。”

河南省儿童医院6名“娘子军”纷纷表示，能参
与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是她们人生中的“高光时
刻”。

疫情发生后，濮阳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濮阳市油田
总医院，迅速选派 5 名医生、10 名
护士驰援疑似患者集中观察收治
定点医院——濮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承担一个观察隔离病区的医疗
任务。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立即召开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决定以
感染性疾病科为主体，抽调精兵强

将组成医疗队，当晚准备，第二天一
早出发。大家都争着上前线，最终，
宋舒娟和周方圆争到了上前线的

“抗疫通行证”。因为还在哺乳期，
她们立即到妇科门诊开了些回奶
药，准备行装的时候还没忘准备一
个吸奶器。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和
医疗队的队友们一起奔赴定点医
院。

突然断奶、进入隔离病房，作

为孩子刚满 1 岁的“宝妈”，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宋舒娟、周方圆首
先遇到的是涨奶问题。进入隔离
病房一个班要连续工作 8 个小时，
还要加上交接班时间，身穿防护服
没有办法进行吸奶，胸部胀得非常
难受。第二天有了经验，穿防护服
前她们先吸奶，并适当加大了回奶
药的用量。

下班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的

宋舒娟、周方圆会悄悄地掉眼泪。
为了减轻思念孩子的痛苦，她俩和
姐妹们说笑、打趣，讲述彼此的浪漫
故事，直到困意袭来。

队长和护士长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想从科里调来其他人换宋
舒娟和周方圆回去。但是她俩坚
决 不 同 意 ：“ 这 里 的 工 作 需 要 我
们，我们不会影响工作的，请你们
放心！”

带着回奶药上一线
本报记者 陈述明 通讯员 司民权

“领导，我是医生，我能照顾好
自己。您就让我爱人去吧，本来应
该我去的，特殊时期，我不能帮助国
家、帮助患者，心里很过意不去。”这
是河南能源焦煤中央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刘玉玲向医院领导提出的申
请。

刘玉玲是焦作市呼吸医学专
家组成员，她的丈夫黄宝和是河南
能 源 焦 煤 中 央 医 院 神 经 内 科 医

生。疫情发生后，刘玉玲在第一时
间递交请愿书，但医院领导坚决不
同意她上一线，因为她已经怀孕 8
个月了。

申请没有通过，刘玉玲感到非常
遗憾。“老婆，要不我去吧？我虽然不
是专业搞呼吸的，但我也有多年从医
经验，到一线肯定也能帮上忙，只不
过就没办法照顾你了。”黄宝和对妻
子说。黄宝和也是共产党员，疫情发

生后，也在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
“你去吧，我在家能照顾好自己。”刘
玉玲非常支持丈夫。

夫妻二人商量后，黄宝和再次到
医院相关部门说明了情况。随后，黄
宝和作为河南能源焦煤中央医院第
一梯队的工作人员进入发热门诊工
作。

然而在黄宝和工作了一天之后，
该院党委将黄宝和调离出来。“刘玉

玲医生是一位高龄产妇，医院方面综
合考虑还是不建议黄宝和医生继续
在发热门诊工作，所以我们将他调出
来，进行生活隔离。”该院相关工作负
责人说。

黄宝和再三和领导解释家人都
安排好了，妻子很支持他，希望继续
留在发热门诊工作。刘玉玲也专门
找该院领导进行了申请和解释，就有
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夫妻俩的再三申请
□王正勋 侯林峰 付悦慧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刘 群 高晓乐）近日，远程随访
机器人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感染科投入使用。通过网络
远程指挥机器人，会诊专家可以向
主管医生了解患者的情况，并与患
者实时交流。远程随访机器人在
保障患者受到关怀的同时，还避免

了医护人员的被动传染。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是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指定的新冠
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洛阳市唯
一一家省级定点救治医院。随着
疫情的发展，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口罩、防护服、防护目镜等
防护物资告急，医院感染防护消毒

成本大大增加。为了有效地利用
“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缓解突
出矛盾，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医疗服
务模式的转变和优化，河南科技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利用
自身优势，将远程随访机器人投放
至隔离病房。

据 了 解 ，远 程 随 访 机 器 人 一

方面可以实现医院专家对隔离患
者的诊疗、咨询，另一方面也能对
主管医生的诊疗进行指导。患者
还可以通过智能机器人和医院的
专家“面对面”交流，这样既保障
了医生及时观察患者，也避免了
医 护 人 员 与 疑 似 患 者 的 密 切 接
触。

隔离病房有了远程随访机器人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通讯员
王德胜）戴口罩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有
效措施之一，但疫情之下，口罩成了
紧俏货。2月11日，记者从新乡医学
院三全学院获悉，该校一名大四女学
生，自掏腰包购置2000个口罩，免费
送给乡邻。

这名大四女学生叫张艺凡，今年

23岁。作为医学生，张艺凡很清楚佩
戴口罩的重要性。在得知身边很多人
根本就买不到口罩的情况后，她萌生
了购买口罩免费发放的念头。她先是
在网上搜索口罩厂家的电话，一个一
个打过去咨询，但都被告知没有货。
最多的时候，她一天打了30多个厂家
电话，但一无所获。

后来，在张艺凡母亲的朋友吴伟
玲的帮助下，大概用了 4 天时间，一
共筹集了2000个口罩。自1月28日
起，张艺凡每天都以自家的连锁商店
为中心点，免费向过路群众和进店顾
客发放口罩，还在商店门头的电子显
示屏上打出了“免费领口罩”的字样。

“大家要尽量避免外出，勤洗手，

出门戴口罩，用过的口罩不要随意
扔；每天要坚持开窗通风，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要避免用手按电梯；避免
接触、食用野生动物，食用肉类和蛋
类要煮透煮熟。”除了免费送口罩外，
在临床医学专业学习的张艺凡还积
极向身边的人宣传预防新冠肺炎的
注意事项和科学知识。

大学生自购口罩免费送乡邻

“该冲锋的时候
就要毫不犹豫”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王雪燕 谢梦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