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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

2月4日，平顶山市郏县
冢头镇北街村党支部委员、
卫生室乡村医生姚留记，在
疫情防控一线突然晕倒，经
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8岁。

疫情防控期间，姚留记
不畏惧、不退缩，义无反顾

地冲在前面，排查重点疫区
返乡人员，为居家隔离人员
发放口罩、消毒用品，记录
体温，逐户普及疫情防控知
识。同时，姚留记积极在村
头路口疫情监测执勤卡点
工作，夜以继日、不畏严寒，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最终
在工作岗位上累倒。

得知此消息后，2月7日
上午，中国人寿平顶山市公
司总经理乔春明、副总经理
孙志军、办公室主任范延杰
一行来到郏县冢头镇北街，
慰问姚留记的家属，并代表
中国人寿捐助 10 万元慰问
金。郏县政府副县长乔东
涛，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础科主任张明超，郏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张广
杰、副主任李星伟，郏县冢头
镇党委书记鲁延锋一同慰
问，并对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表示感谢！

乔春明表示，姚留记是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楷
模，是最美乡村医生的代
表，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和发扬。中国人寿平顶山
市分公司将坚定不移地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监督管理局以及上
级公司的部署要求，在省公
司的领导下，以更有力的支
持、更优质的服务、更快速
的行动，全力服务疫情防控
大局，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力量，充分体现央企
的担当和使命。

郏县冢头镇卫生院院长
周鹏飞哽咽着说：“接到群众
打来的求救电话后，卫生院
第一时间组织急救人员赶到
现场，对突然晕倒的姚留记
进行抢救。不一会儿，县医
院派出的 120急救车和医务
人员也赶到现场，迅速参与
抢救。后来，姚留记因抢救

无效去世。当时，我在现场，
感到非常难过。姚留记工作
认真、负责，责任心非常强，
受到村委和广大群众的认可
和称赞。”在疫情防控期间，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姚留
记把自家的老年代步车改装
成宣传车，每天走村串户，为
村民发放口罩、消毒用品，做
好体温记录，并做好重点地
区返乡人员的排查和居家观
察工作。此外，他还不分昼
夜地坚守在村口疫情防控执
勤点，严格排
查 出 入 人
员。在履行
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过程
中，他对行动
不便的患者
和家庭贫困

患者，经常提供健康随访和
上门服务。姚留记治愈的一
些患者听说此事后，均非常
难过，纷纷流下了眼泪。

郏县县委书记丁国浩对
中国人寿的善举表示肯定，
称赞中国人寿有担当、有作
为，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
定“四个自信”，坚定“两个维
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定能取得抗击疫情的最
后胜利。

近日，开封市通许县邸阁乡标台村村民
毛俊梅一只手提着一筐沉甸甸的鸡蛋，另一
只手拉着孙女刘楠玉，向在村口疫情防控卡
点值班的人员走来。卡点的值班人员看见
此情此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前些天，7 岁的小姑娘为卡点捐了 200
元。卡点值班人员问：“小姑娘，你这钱是哪
里来的呢？”小姑娘腼腆地说：“这是俺过年
时积攒的压岁钱。你们夜以继日在卡点值
班，希望通过科学的防控措施，切断病毒传
播途径，守护全村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你们
辛苦啦！”

两年前，毛俊梅为了给患肺癌的丈夫治
病，花完家里的积蓄，但仍然没有挽回丈夫
的生命。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毛俊梅没有
一蹶不振，她带着儿子和双眼失明的儿媳妇
以及乖巧懂事的孙女坚强度日。

面对疫情，她自发为坚守一线的人员捐
款和捐赠生活必需品。看着她捐的钱物，卡
点值班人员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收下吧！”一位卡点值班人员说，这是
毛俊梅平日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她敬佩
卡点值班人员。对于有钱人来说，这点儿钱物不算啥；可是
对于毛俊梅来说，这是她半个月的生活费啊！她想让值班人
员安心地在疫情阻击战中拼搏！

汽车的鸣笛声打破了疫情卡点的宁静。一辆路过卡点
的司机看着眼前捐款的一老一少，调转车头对卡点值班人员
说：“中国加油！标台村加油！”

看着一老一少离开的身影，值班人员向她们深深
鞠躬。

下得来，留得住，用得上。国家培养了
我们，疫情当前，正是我们报效祖国的时
候。——题记

腊月二十九（1月23日），本该是合家团
圆的时刻，而我却和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
中心卫生院王院长，在沈丘县卫生健康委
员会参加省、市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主题
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培训
及工作部署。会后，在王院长的带领下，卫
生院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我负责
拟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
规章制度和预检分诊及发热门诊的建设及
管理工作，以及开展乡村医生及卫生院全
体职工培训，讲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的防控知识。

当时，医疗防护物资相对缺乏，有的乡
村医生没有口罩和防护服等。针对这种情
况，我先向乡村医生讲解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的防控知识和防护措施。这在一
定程度上可减少病毒传播，起到稳定群众
情绪的作用。接下来，我匆匆赶到单位制
作了 PPT（演示文稿软件）。随着国家防控
方案以及诊疗方案的不断更新，截至正月
初九（2月2日），我已经分阶段、分批次进行
了 5场培训。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
作，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预检分诊和发热
门诊的建设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做
好与普通诊疗区的隔离工作，预检分诊和
发热门诊只能建在大门口一侧。后勤人员
采购了两顶帐篷，冒着风雪连夜搭建起

来。然后，我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诸如值班医生必须 24 小
时在岗，在做好自我防护时，严格做好交接班工作等。

卫生院于正月初三（1月27日）接到沈丘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的通知：白集镇中心卫生院转诊至县人民医院的一个青年
女性患者，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院迅速
按照拟定的应急预案开展工作，积极配合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开展工作，并将与患者密切接触的人隔离起来，我负责被隔
离人员的健康监管工作。同时，卫生院加强预检分诊处和发
热门诊处的监管工作，受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督导人员的高
度肯定。

在抗击疫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医务人员的防护
设备不足，缺少一次性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等，还有一些群
众防护意识薄弱，不佩戴口罩，甚至在家聚会、打牌等。因此，
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难度大。截至目前，沈丘县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已经确诊 10例。我深知，加大疫情防
控力度，切断传播途径，非常关键。

针对疫情防控工作，我做到上通下达，分类管理。白集镇
72名乡村医生加强返乡人员的摸底排查工作和健康管理。正
是他们不分昼夜奋战在疫情一线，无怨无悔，坚守在各个卡
点，努力控制疫情传播，才使得疫情防控工作井井有条。

在王院长的带领下，白集镇中心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放
弃假期，协调一致；防控疫情领导小组连续十几天奋战在一
线，努力做好疫情防控指挥工作。

春节假期，正是万家团聚的时刻，我虽然不能与家人团
聚，但是可以通过视频聊天，他们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深
知，为了白集镇 8 万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了早日战胜疫情，
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供职于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中心卫生院）

“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伟
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都是我
该做的。”这是偃师市人民医院手
术室护士长杨超说的一番话。

几天前，杨超还在手术室忙
碌工作，现在她是感染科（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点）
的负责人。当同事们称赞杨超
这种迎难而上、敢担当、勇作为
的 行 为 时 ，杨 超 认 为 理 所 应
当。殊不知，她面对着怎样的
压力和危险。

自打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战以来，偃师市人
民医院的白衣天使们纷纷提交
按着红手印的“请战书”，主动请
缨加入抗疫一线，杨超就是其中
一员。

当得知抗疫一线护理负责人
要换岗，杨超再次申请加入防控
疫情队伍。鉴于杨超在手术室
工作出色，无菌观念和防控意识
强，经医院领导研究，同意杨超
担任偃师市人民医院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点护理工
作的负责人。

在得知自己将和抗疫一线的
兄弟姐妹一起“战斗”时，杨超非
常激动和自豪。由于疫情形势严
峻，杨超迅速安排好手术室的工
作，甚至连家都没回，衣物都未准
备好，就立即奔赴抗疫一线。

工作中的杨超认真负责，她
照顾患者细心周到，却往往忽视
防护自己，这成了家人担心她的
原因。当得知杨超要去疫情一线
工作，她爱人未提出反对意见，默
默地帮助她准备衣物和日常用
品，在杨超需要时随时给她送
去。杨超知道爱人担心自己，微
笑着说：“作为一名护士，治病救
人是我的天职。再说，我工作这
些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不会出
事的，你放心吧！”

带着亲人的不舍和担忧，杨
超毅然走进隔离病房。在了解
科室工作情况、隔离病房的患者
状况和护士的心理状态之后，杨
超更加确定自己来对了。因为
只有到了一线，她才能真正与病
毒“交锋”！

刚到感染科的她，一刻都没
有停歇。她抓紧时间熟悉工作环
境、了解工作流程；迅速对护理人
员进行培训，以期增强防护意
识；督促手术医生注意手卫生
等。只要一有空闲，她就不停地
擦拭物体表面，想切断病毒传播
的多种途径。

杨超说：“来到这里，我要对
患者和战友们负责，既要确保患
者康复，又要保证医务人员零感
染。”

在隔离病区，杨超不仅是负

责人，还是一位大姐姐。这里的
护士大都是年轻人，看着他们穿
着厚重的防护服、身处寒冷的环
境、有家不能回，杨超深知，需要
更加爱护他们。杨超总是一边
要求他们严格按照隔离原则进
行工作，一边在他们疲惫的时候
顶替他们，照顾他们。科室里有
一名小姑娘，叫赵颖婷，在办公
室上白班，其他人都是轮班，只
有她每天都值班，从未休息过。
杨超多次提出让其他护士替班，
她都婉言拒绝了，并说：“大家都
在隔离病房冒着生命危险抢救
患者，我也要替大家分担责任！”
是啊！隔离病区没有家人，可这
些医务人员相互关心，不是家人
却胜似家人。

在隔离病区，杨超除了安排
好医务人员的各项工作，保障同
事们和患者的安全外，还打扫、清
洁隔离区的每个角落，不敢有一
丝疏漏，甚至把厕所都逐个刷洗
干净……为了给患者创造一个舒
适的就医环境，杨超拼尽全力。

又是一个漫漫长夜，杨超揉
了揉酸涩的眼睛，望着窗外，心
想：“但愿明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
晴天！但愿春天的阳光能驱走病
毒！但愿患者早一天康复！但愿
疫情早日结束！但愿我们很快能
够过上‘正常’的生活！”

“妈妈，你脸上怎么那么多
花啊？”她一愣，随即笑了：“这是
妈妈的军功章！”她逗着孩子，一
边控制着泪水，一边摸着脸上戴
防护口罩留下的压痕。这是2月
6 日 0 时 30 分，杞县人民医院传
染性疾病科护士长李元元和孩
子视频通话的情景，李元元虽泪
花点点，却笑靥如花……

这是李元元连续 16 天来第
一次看见孩子的笑容，听见孩子
天真的话语。16天来，因为疫情
防控工作需要，她必须24小时坚
守病房，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给父
母和孩子报个平安。

自从开展防控工作以来，
李元元作为传染性疾病科护士
长，一直战斗在疫情防控阻击
战最前沿，连续执勤近 180 个小

时，展现出巨大能量。预检分
诊、发热门诊、科内协调、院内
协调，每一道流程、每一项制
度、每一个关键点，她都不敢有
一丝懈怠。

“元姐，你慢点，看你走路像
飞起来一样！”同事微笑着说。
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促使她
把脚步加快。她怕一慢下来，就
不能挡住病毒的“脚步”；她怕一
慢下来，就辜负了年迈父母的谆
谆教诲；她怕一慢下来，就想念
十几天未能见一面的孩子……

像李元元这样的医务工作
者，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用
品坚守病房 24 小时，这么冷的
天，上衣湿透，但他们不畏惧、不
退缩，奏响了一曲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之歌。

捐赠现场

隔离病房中的杨超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滑县中心医院
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纷纷请战，
要求坚守在疫情一线。

要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处理
医疗废物是一个关键环节。非
常时期，处理医疗废物的人员紧
缺。为了不耽误工作，情急之
下，该院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
公室科长刘艳第一时间承担起
这份工作。与刘艳一起工作的
还有办公室的南楠。南楠把嗷
嗷待哺的女儿送给家人照顾，自
告 奋 勇 参 与 医 疗 废 物 处 置 工
作。1 米多高的垃圾桶，每天有
少则30公斤、多则60公斤的垃圾
需要处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
义无反顾。

看着她们辛苦的身影，滑县
中心医院办公室秘书王良主动
向领导请缨，坚定地说：“抗击疫
情人人有责，我也要去疫情一
线，请批准！”就这样，他们每天
一起处理医疗废物。

随着疫情的发展，医务人员
的防护服日渐紧缺。为了确保
医务人员首先使用防护服，他们
改为一人处理一天医疗废物。
这样一天能够省下两个工作人
员的防护服。可是，工作量增加
了，整个流程下来，他们的后背
都被汗水浸透了。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但
总 有 人 用 平 凡 的 付 出 成 就 伟
大。挺身而出的你们，都是英
雄！

前些天，嵩县人民医院普外
科护士长马敏果，收到远在广州
工作的女儿邮寄回来的 40 个
N95口罩。

马敏果说，当时，虽然武汉
市疫情严重的消息刚对外公布，
但市面上和网店里的各种类型
的口罩马上就脱销了。此时，她
收到的这 40 个达到三级医护标
准的N95口罩就显得更加珍贵。

N95 口罩防护更加严密，过
滤细菌病毒可达到 95%，医务人
员戴上N95口罩后，会增强防护
能力。疫情形势严峻，群众迫切

需要防护用品，一些医院出现了
防护物资短缺现象。这时，拿着
N95口罩的马敏果，不是把口罩
留给自己和家人，而是首先想到
战斗在防疫一线的同事们。于
是，她果断把口罩全部捐赠给在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同事们。

该院普外科主任张仓说：
“马敏果的义举，让我们很感
动！她在平时工作中任劳任怨，
对待患者热情周到，对待同事谦
虚、真诚，几十年如一日。她这
样做，全科室的人都为她感到骄
傲。”

抬 得 住 担 架 ，拿 得 稳 针
头，抱得动患者……他们是确
山 县 人 民 医 院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染的肺炎隔离区的“90 后”
男护士。男护士，因稀缺被称
为“院宝”。

敢为人先的先锋
1 月 23 日，手术室男护士董

昊、重症监护室男护士孙伍作为
第一批先锋，进入确山县人民医
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隔
离区。春节前夕，他们回家匆匆
收拾行李，来不及与家人解释，
就进入隔离区。“每天上班前，仅
穿戴防护装备就需要半个小时
以上，所以我们尽量不喝水，不
上厕所，这样既省资源，又省时

间。”穿戴上厚重的防护服、隔离
衣、护目镜等在隔离区穿梭，衣
服被汗水浸透，脸上、手臂上都
有勒红的痕迹。因为长期戴手
套的缘故，他们的双手长了湿
疹，每天要忍着伤痛工作。他们
迎难而上，不畏艰险，义无反顾
地投入这场“战役”。

踊跃报名的新兵
他叫陈宇，是 1995 年出生

的年轻男护士。“我报名！关键
时刻绝不能退缩！”康复医学科
男护士陈宇果断报名。一听护
士长说，医院要成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隔离区，正在
征集医护志愿者，他就急切地
问：“护士长，啥时候能去隔离

区？我现在就去吧！”这番话让
护士长哭笑不得。怎能不担忧
呢？他才 25 岁，刚参加工作不
久，临床经验不够丰富。怎能
不挂念呢？他在家里是父母手
掌心的宝贝，如今却要去最危
险的地方。“让我去吧，护士长，
面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男护士更有优势。您放心，
我保证完好归来！”看到护士长
犹豫，陈宇再三坚持。 1 月 26
日，陈宇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该
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隔
离区的志愿者。

奋战到底的抗疫兵
他叫赵政辉，是“90后”男护

士。他是该院消毒供应中心的

一名男护士，主要负责手术器械
的清洗消毒工作，并无太多临床
经验。疫情暴发，他积极报名，
主动要求来到隔离区。“我想用
行动告诉我的儿子，要做一个有
担当的人。”赵政辉的妻子是该
院产科的一名护士，他们的儿子
刚 4 岁，已经十几天没见过爸爸
妈妈了。在医院，这样的双职工
家庭很多，他们携手控制疫情，
默默工作。

他叫韩杨，是 1995 年出生
的神经外科男护士，于 1 月 26
日来到隔离区。“他跟我女儿年
龄一样大。他告诉我，值班时
不敢喝水，一直忍到下班，一口
气 喝 了 两 瓶 矿 泉 水 。 他 受 苦

了！”护士长刘疆提起韩杨，忍
不住流下眼泪。这个 25 岁的男
护士，白净的脸上总是带着灿
烂的笑容。“别看咱是大老爷
们，面粗心细，甭管是扎针输
液、铺床叠被，还是喂饭翻身，
样样在行。”因为隔离区的特殊
性，男护士需要负责患者的吃
喝拉撒。同龄的男孩子都在开
心地打游戏，他们却忙着照顾
患者。“我用实际行动证明，‘90
后’能够冲锋在前，扛起大旗！”
作为抗疫兵，他很骄傲。

危难之时不退缩。韩杨、陈
宇、董昊、赵政辉、孙伍用奋战在
一线的英雄气概，证明“90后”有
担当！

村医累倒在疫情防控一线

国寿有爱捐助10万元慰问金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何小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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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隔离病房那天，我没有流
泪。当护士长王文静送给我蛋
糕，还有看到女儿送我的生日贺
卡时，我忍不住流泪了……”侯华
楠激动地说。当天是淇县人民医
院感染科隔离病房护士侯华楠的
生日。她本来忘了自己的生日，
可是王文静很细心，从上报的个
人信息中发现那天是侯华楠的生
日，就送来蛋糕表示祝贺。

侯华楠一直坚守在疫情一
线。那天是她的生日，她却在隔
离病房里忙碌着。她说：“疫情
暴发，医务人员就是战士！”

“祝你生日快乐……”伴随
着几位“战友”唱起的生日歌，烛
光闪闪，侯华楠倍感温暖。随
后，侯华楠又穿上厚重的防护

服，开始护理患者。
侯华楠告诉记者，8 时进入

隔离病房，12 时才能出来，一个
护理流程下来，经常饭菜都凉
了。隔离病房的护理比普通病
房的护理难度大。穿上防护服
不容易，脱下防护服更难，要小
心翼翼，谨防感染病毒；采血、输
液、护理操作更是难上加难。护
理患者时，每天都要动脉采血、
进行血气分析。戴着双层手套
为患者穿刺、采血时，完全凭借
手感找血管。通过不断摸索，现
在她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

说到生日愿望，侯华楠含着
泪说：“希望疫情早日结束，隔离
病房里不再有住院患者……”这
是侯华楠的生日愿望。

确山县人民医院:

“90后”男护士有担当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曹天顺 苏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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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 美女护士长侠骨丹心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穆宝华 文/图

护士长和她的40个口罩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李优良 郑晓平

能挺身而出的都是英雄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韩 龙

隔离病房里的生日
本报记者 高志勇 通讯员 张星星

疫情防控一线的铿锵玫瑰
本报记者 李 季 通讯员 陈玉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