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 者 常 俊 伟
通讯员赵新颜 张成刚）近日，
新乡市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卫生健
康委联合印发《激励引导专家
人才在疫情防控一线担当作
为的十项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
专家人才，引导激励更多专家
人才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主
动履职、担当作为，为疫情防
控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智力
支撑。

《措施》提出，对在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的专家人才特
别是医疗卫生工作者，在职
称评聘中优先申报、优先参
评、优先聘任；对疫情防控相
关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确实
需要紧急补充疫情防控工作
人员的，可开辟绿色通道，简
化招聘程序；对在隔离病区
工作的临时招聘医护人员，
可直接转为人事代理人员；
对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
专家人才，符合市优秀专家、

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市级荣
誉申报条件的，同等条件下
享受优先申报、优先参评；符
合“中原千人计划”“中原百人
计划”、省优秀专家、享受省政
府特殊津贴人员、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申报条件的，享受一次
不受指标限制、单独申报、优
先评选的政策；对于贡献特别
突出的，推荐参加省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人员或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的评选；对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在申报市科技项
目和创新平台中，优先立项、
优先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对
在疫情防控一线做出突出贡
献的专家人才，优先推荐参
评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对在疫情防控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和集体，按有关规定及
时开展奖励；对在疫情防控
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当年评定优秀等
次 可 不 受 单 位 优 秀 比 例 限
制；要及时发现、表彰、选树
在疫情防控中涌现出来的先
进专家人才典型，开展大力
宣传。

《措施》还明确提出，新乡
市委组织部将会同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督导各级
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教育、财政、科技、
工会等部门，将各项激励保障
措施落实到位。

新乡为疫情防控
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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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丁 宏 伟）
近日，驻马店市委、市政府按
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紧急
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要
求，在开通 12345 心理援助热
线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筹备，
在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成
立了驻马店市心理救援医疗
队。

驻马店市心理救援医疗队
的成立，意味着驻马店市有了
更专业、更权威的心理危机干

预团队，将为市民因新冠肺炎
疫情导致的心理问题提供更科
学、规范、有序、专业、高效的
心理危机干预服务。

据了解，在心理救援医疗
队筹备过程中，驻马店市第
二人民医院积极行动，市中
心医院、市中医院、市第一人
民医院积极响应，共推选出
45 名专业人员组成驻马店市
心理救援医疗队；同时，制定
了心理救援医疗队工作制度

职责、管理办法、伦理规范等
制度规章。

驻马店市心理救援医疗队
成员、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心理专家赵福涛说：“我们自愿
投入这项非常有价值、有意义
的工作，坚决听从市委、市政
府的召唤，24 小时待命，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专业
的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做出应
有的贡献。”

驻马店成立心理救援医疗队

自2月12日河南省第五批援
鄂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市青山
区方舱医院以来，三四天时间内
收治300多名患者。陌生的地方，
再加上传染性强的病毒，很容易
让人产生心理问题。

这一天，河南第五批援鄂医
疗队队员、省人民医院呼吸重症
科医生刘豹刚接班，发现一位女
士突然在方舱医院出口大哭起
来。她不顾保安的劝阻，执意要
出去。

刘豹仔细了解原因后得知，
这位女士和丈夫都是新冠肺炎患
者，共同住进青山区方舱医院，但
她的丈夫因为有并发症，病情较
重，被转到了别的医院。这位女
士对丈夫过于担心，情绪崩溃，大

哭着要出去。
刘豹耐心地劝说安抚许久，

这位女士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她希望刘豹能把几袋子东西转
交给她的丈夫，尤其是袋子里的
手机。

“大姐，您放心吧，我们一定
给您送到！”刘豹说完，立即联系
舱外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派人来
取这位女士需要转交的东西。“我
非常理解这位大姐的心情，能满
足的要求我们尽量满足。”

其实，医务人员的工作相当
繁重，要做好接诊、录入患者信
息、感染控制、舱内大量机动性工
作等。当发现患者情绪出现问题
后，他们还要不遗余力地为患者
做心理疏导。

他们在这里
为患者缓解焦虑

本报记者 冯金灿

自2月5日至今，平顶山市第
一人民医院派出的第二批援鄂医
疗队的8名队员，已经抵达武汉十
几天了。作为我省第四批支援武
汉的急救运转队成员，这支队伍
每天不分白昼，穿梭在武汉的街
头巷尾，转运新冠肺炎患者，就像
与病毒抢时间的“摆渡人”一样。

一件防护服他们要穿 8 个小
时以上，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
只好穿上纸尿裤。很多时候，他
们来不及吃上一顿热饭，每天任
务结束都已经是次日的凌晨两三
点。防护服下的衣服被汗水全部
浸透，护目镜上的哈气凝结成水
珠，可是一想到患者致谢的目光、

竖起的拇指，以及“河南人真是好
样的”赞美，他们就觉得无怨无
悔。

“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来
了就是吃苦的。”队员们在大雪天
出发执行任务前，认真检查车辆
和设备。

队员们的驻地位于武汉市江
汉区，是武汉市疫情最重的区
域。这几天武汉大雪，他们和来
自河南多个医院的医务人员一
道，在寒风雨雪中，无惧危险，并
肩作战。

工作繁重，条件艰苦，但队员
们依旧精神饱满，积极地面对每
一天。

与病毒抢时间的
“摆渡人”
□弘 扬 于万兵 付 睿

一轮冷空气席卷了荆楚大地，
雨雪天气，湿滑的路面，给急救转
运队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天气骤变，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急救转运队队长冉富强检
查车辆，给车辆添加防凝剂，以
保证接到指令后可以快速出发。

一次，在武汉的一个隔离留
观点，一位确诊患者需要转入火
神山医院进行治疗。到了门口，
医疗队员看到湿滑的地面上一位
中年男子身上背满了住院的物
品，艰难地用轮椅推着一位老太
太，向急救车走来。

看到此情景，转运小组的医
务人员立刻迎了上去，和中年男
子一起把老太太送到了急救车
上。中年男子哽咽地说：“我妈86
岁了，得了肺炎后行动更加不便，
闷气得很厉害，按规定我不能随
车去定点收治医院，你们到了医

院后，一定帮忙把我妈安顿好
啊！谢谢，谢谢你们了！”

队员郭华安慰中年男子说：
“请你放心，我们是从河南郑州来
支援武汉的。让每一位患者早日
康复，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我们
一定会把大娘照顾好的！”

这时，护士已为老太太用上了
车载氧气和指脉氧监测设备。就
在即将关上车门的那一刻，中年男
子再一次冲到车前说：“谢谢你们，
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来帮助我们。
这是我的电话，等到疫情结束，你
们再来武汉，一定不是这般模样。
我带你们看武大的樱花，带你们去
吃热干面、小龙虾……”一直喘着
粗气的老太太，脸上也露出一丝
微笑。

风雪中，男子真诚的话语、老
人慈祥的笑容，让队员们内心感
受到了许多温暖。

“等疫情结束，带你们吃
热干面、小龙虾”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陈 燕 齐 笑

每天出车两三趟，每一趟长
达 5 个小时。往往这趟刚回来，
紧接着就要送下一批患者，没有
时间喝水、上厕所，甚至连吃饭
的时间也没有，直到送完最后一
批患者……这是河南支援湖北医
疗急救转运队队员刘晓宁的日常
工作。

鼻子磨破了，脸被勒肿了，衣
衫湿透了……这位坚强的“90后”
姑娘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但每当
想起同在武汉的妹妹，她心里就
非常担心。

刘晓宁的妹妹也是一位医务
工作者，两人相差一岁，妹妹比刘
晓宁早一天跟随团队抵达武汉。
妹妹的果断前行，让已提交请战
书的刘晓宁更加坚定了信念。刘
晓宁暗下决心，如果医院需要，她
也会义无反顾赶赴抗疫前线。

妹妹出发的当晚，刘晓宁就
接到了医院的电话通知，让她跟

随河南支援湖北医疗急救转运队
的 80 名医护人员一起出征武汉。
回家收拾东西时，父母哽咽了。
两个女儿相继赶往湖北，老人非
常担心和不舍。

刘晓宁告诉父母：“这次是和
妹妹并肩战斗，我会更有底气、更
有信心。”

两姐妹一前一后到达武汉，
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转眼之
间，十来天过去了，尽管两个人仅
相隔几百米，但是为了工作，两个
人没有见过一面。

每天工作结束后，刘晓宁都
抑制不住地想念妹妹。由于特殊
时期，刘晓宁也只能默默地为妹
妹祝福。刘晓宁在战“疫”日记中
写道：“妹妹，你在方舱医院还好
吗？姐姐离你很近，每天都会为
你加油的，你放心，我们不会分开
太久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坚守就
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团聚。”

姐妹相隔几百米无暇见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肖婧菁 冀慧丽

本报讯 （记 者 乔 晓 娜
通讯员李长波）2 月 18 日，记
者 从 南 阳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获
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南阳市卫生健康委下发
了《关于认真做好冬春季呼
吸道传染病防治药品供应保
障工作的通知》《关于调整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工作药品供应保障清单的通
知》《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医疗机构药事服务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全力抓
好疫情防控期间药事服务工
作，落实好新冠肺炎救治的
各项任务。

疫 情 发 生 后 ，南 阳 市 卫
生健康委安排负责药物政策
的人员主动联系市内三级医
院药学部门，加强与临床救

治一线医务人员的沟通，实
时掌握临床用药需求；及时
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冬春季
呼吸道传染病防治药品供应
保 障 工 作 的 通 知》，列 出 17
种药品清单，督促各医疗机
构 至 少 确 保 1 个 月 的 用 量 ；
下发《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药品
供应保障清单的通知》，及时
补充调整疫情防控药品供应
保障清单，增加和调整 11 种
药品。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还加
强药品使用监测和信息预警，
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各
医疗机构严格管理清单内药
品的采购、储存和发放，并根
据诊疗方案、临床治疗需求、
药品储备情况及时调整库存，

以保证临床用药需求；严格落
实各县（区）和市直医疗机构
药品日报告制度，要求各县
（区）和各医疗机构及时上报
短缺药品信息，并由专人每天
17 时前统计汇总各县（区）和
各医疗机构短缺药品信息，积
极主动与相关医药企业沟通
协调。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要求
充分发挥临床药师人才优势，
监护患者临床用药，发现潜在
药物治疗问题，及时干预并帮
助临床一线解决药物治疗中
的问题，评估患者用药效果，
监测药品不良反应；配备高素
质药师实施处方（医嘱）审核，
参加疑难患者的多学科会诊，
提出药学会诊意见，保障患
者用药安全。

疫情防控期间

南阳全力做好药事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佀晓阳 管松利）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濮阳市坚决贯
彻上级决策部署，高效开展疫
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近日，濮
阳市卫生健康委做出新的部
署，制定多项措施，全力以赴做
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濮阳市增设濮阳县第二人
民医院发热门诊等5个发热门
诊，全市发热门诊数量达到 26
个。自 2 月 18 日以来，全市发
热门诊就诊人员达1万余人次，
收集就诊人员个案数据3200余
人次，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科学
支撑；一级以下医疗机构普遍
设置预检分诊点，对就诊患者
进行筛查、分诊，将发热患者就
近引导至发热门诊或有呼吸道

疾病科的医疗机构就诊或隔离
留观，对基本符合疑似病例条
件的进行隔离治疗或留观治
疗；二级以上医院设置预检分
诊点、发热门诊、留观病室、急
诊检诊分诊等。

濮阳市持续推进集中救治
和专家组指导救治。濮阳市人
民医院全建制接管濮阳市第五
人民医院，组织全市4所三级医
院救治专家进入隔离病区开展
工作，负责隔离留观、疑似病例
和确诊病例的隔离治疗。目
前，隔离病区医护人员共 133
人，涵盖了呼吸、感染、重症等
各科专家，集中了濮阳市最优
秀的医疗专家团队，在院治疗
确诊病例，均由专家团队“一人
一案”实施救治。濮阳市成立

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设
置专家值班室，对全市6家定点
救治医院和7家后备定点救治
医院开展医疗救治指导、组织
病例会诊、制定完善治疗方案
等；由二级综合医院组建市级
医疗救治预备队，在做好本单
位救治工作的同时，随时接受
市卫生健康委调遣，支援全市
救治工作。

此外，濮阳加强医护人员
防护培训，落实院内和个人防
护措施；组织全市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院长和相关科室负责人
参加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培
训；市卫生健康委利用视频会
议组织市、县、乡、村四级诊疗
和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知识培
训。

濮阳多措并举
加强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近日，周口市卫生健
康委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实验室设施防护、个人
防护、相关仪器设备防护等管理体系建设，确保
实验室生物安全，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做出贡献。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成立督导组，对承担新
冠肺炎实验室生物安全任务的单位实施巡回督
导，推行现场查看制度，针对查出的问题，进行
现场反馈，要求有关单位迅速解决；严格要求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实验室建立操作规程，健全规
章制度，落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确保生
物安全得到保障。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以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为主题建立微信培训学习群，目前全市二级以
上实验室生物安全临检人员共计 483 人全部进
入微信培训学习群；结合临检人员所在的岗位
分类进行培训，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病原体
及标本运输、废弃物管理、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
失误或意外处理等操作技术进行严格培训；严
格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未经灭活实验室的操作规
程，对临检人员实行考核上岗；通过手机客户
端、PPT（演示文稿）、微信群、视频短片，培训
136 名从事新型冠状病毒标本采集的技术人员，
并按照标准采集的种类进行分类培训。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严格规范管理，确保标
本运输安全。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检测的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办 理 准 运 证 后 方 可 在 市 辖 县
（区）内进行标本运输，实验室要严格按照三级
防护标准开展实验室范围内的活动项目。截至
目前，全市 17 家医疗卫生机构均已按照要求办
理了准运证。

同时，周口市卫生健康委严格规范临检人
员安全防护，通过属地管理、单位为主、科室负
责、自学培训的考试原则，选拔了 357 名合格临检
人员投入实验室检测工作，为该市新冠肺炎防控
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驾护航。

7 时，起床，洗漱后自测体温；8 时，医护人员将早餐送至
病房，开始吃早餐；8时30分至9时，医护人员逐个视频查房，
询问患者身体及心理状况……这是洛阳市发热患者集中留
观定点医院隔离留观患者的作息表。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管理运行的洛阳市发热患者集中
留观定点医院（以下简称定点医院）收治了来自全市各个医
院的发热患者，患者将在这里进行“14+2”医学观察隔离。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治疗效果，定点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经
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发热患者集中留观作息表。由于发热
患者在隔离期间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医护人员在对他们做
好生理上的观察检测与救治之外，还要把心理治疗作为重
要内容。

在诊疗环境方面，这里全部实行单间隔离、规范管理。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尽全力为患者配备了齐全
的日常生活用品，保证患者生活质量，最大程度提高其居住
舒适度。在生活保障方面，患者餐饮由定点医院食堂统一
制作，医护人员定时配送，并根据患者反馈及时调整口味。
同时，定点医院在每个病房内都张贴医护人员联系方式，方
便患者随时反映身体状况与个人需求。

在患者心理健康方面，医护人员每天坚持学习心理学
相关知识，发放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及时评估患者心理状
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克服恐惧紧张的情绪，为
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让他们正确看待疫情，以积极的
心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此外，医护人员还根据
患者的病历信息，为每一个在隔离期间过生日的患者送上
蛋糕和小礼品，做到隔离不隔爱、治病又疗心。

“谢谢！”张先生在信中对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护人员说，感谢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的生死相依、患难
与共。“谢谢！”该院医护人员在
回信中对张先生说，感谢他坚
强的意志力和战胜疾病的决
心，为医护人员带来了无穷的
信心。

1 月 29 日，张先生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并于 2 月 4 日辗
转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

该院新冠肺炎专家组专家为
他辨证施治，制定了中西医
结合治疗方案，并每天为他
调配营养餐。“专家们每日会
诊，医护人员和亲戚朋友每
天给我加油鼓劲，增强我战
胜病魔的决心。”张先生在感
谢信中这样写道。

2 月 17 日，专家组评估张
先生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最
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院
标准，张先生顺利出院。他也
成为该院第 4 例痊愈出院的新

冠肺炎患者。其实，不止张先
生本人。1 月 29 日确诊、2 月 4
日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住院治疗的新冠肺炎
患者，还有张先生的爱人。经
过治疗，她于 2 月 9 日康复出
院。“非常感谢这里的医护人
员，你们点燃了一个家庭的希
望！”因为曾被下过病危通知
书，张先生体会到了生死一线
的无助，所以对给了自己和妻
子第二次生命的医护人员尤
为感激。

收到张先生的感谢信，该
院医护人员给他写了回信。
信上说：“您坚强的意志力和
战胜疾病的决心给我们带来
了无穷的信心，您一天天的康
复让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无怨
无悔。”

医护人员说，他们每天为
张先生送上温度适中的汤药，
这凝聚了全院中医人的智慧
和力量。为了将刚到病房时
呼吸困难、生死一线的张先生
抢救回来，医护人员每天细致

入微地进行现场查房，护士不
分昼夜地进行病情观察与护
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张
先生能出院，他们也非常开
心，因为“把妻子的丈夫还给
她、把孩子的父亲还给他”的
愿望实现了。

医护人员在回信中感谢张
先生：“您康复的效果，足以让
作为中医人的我们在对抗新冠
肺炎的道路上愈走愈坚定，谢
谢您，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医
的力量！”

“谢谢您，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医的力量”
本报记者 索晓灿 通讯员 魏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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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不隔爱
治病又疗心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艾金宝 高佳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