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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武汉2月17日电（记者胡浩 赵文君）城
乡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中央指导组赴湖北随州实
地指导社区疫情防控，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
为群众守好健康之门。只有每个社区措施到位，才能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来到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响堂街
村、北郊办事处孔家坡社区，详细了解城乡基层网格化
管理、人员排查管控、群众健康防护等情况。在得知这
两个社区已经连续多天没有新增病例后，孙春兰表示

赞许，并希望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松劲。
指导组随后走进万达永辉超市，详细查看菜品、菜

量、菜价，以及集中配送情况。强调一定要为社区居民
做好生活物资供应配送，保障好群众日常生活。

高新区怡康老年公寓是一家备用的治疗点，有
310张床位。孙春兰走进公寓，仔细查看集中收治点改
造情况，看望并慰问从江西赶来驰援的医疗队。她说，
随州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医疗力量薄弱，江西
医疗队要发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帮助当地提升医
疗救治水平。医护人员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保障健康

安全。当了解到医疗力量仍然是短板，孙春兰当即指示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马上增派医疗力量支援随州。
目前，在随州的江西医疗队人员已由 263 人增至
391人。

17日上午，中央指导组来到武汉同济医院，同一
线医务工作者座谈，并通过视频连线听取了来自金银
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专家团队关
于加强重症患者医疗救治的意见建议。孙春兰向所有
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达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
千方百计发挥智慧和力量，千方百计挽救生命。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关口前移，为群众守好健康之门

本报北京2月17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医疗救治工
作进展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
燕红表示，千方百计救治患者是疫情防治工作中的重
中之重，湖北武汉患者多、重症多、救治任务重，要举全
国之力支援武汉患者救治。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
省份和军队系统派出3万余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他
们主要来自于呼吸、感染、重症等专业。针对武汉重症
多的特点，投入武汉的重症专业医护力量是最强的，共
有1.1万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负责当地的重症救治。

“我们对治疗情况进行分析，90％以上患者都采
用了呼吸支持、循环支持、提高免疫力等一系列综合诊
疗手段。”郭燕红认为，“四早”“四集中”是提高治愈率、
收治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非常有效的措施。

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在会上表示，北京、
广东和湖南等地10余家医院联合开展了磷酸氯喹治
疗新冠肺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临床上，无论从
重症化率、退热现象还是肺部影像好转时间、病毒核酸

转阴时间和转阴率以及缩短病程等一系列指标方面，
磷酸氯喹的用药组都优于对照组。安全性方面，100
余例的用药患者中至今没有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2月15日，由科技部、卫生健
康委、药监局等科研攻关组的主要成员单位共同召开
了一次视频专家会，钟南山院士担任此次会议专家组
组长，若干位药物研发和临床专家参与专家论证，共同
研判磷酸氯喹对于新冠肺炎的疗效。专家组经过认
真、细致地研讨后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该药是一个上
市多年的老药，用于广泛人群治疗的安全性是可控
的。基于前期临床机构所开展的研究结果，可以明确
磷酸氯喹治疗新冠肺炎具有一定疗效”。基于当前临
床救治的迫切需求，专家一致推荐应当尽快将磷酸氯
喹纳入到新一版的诊疗指南，扩大临床适用范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昱表示，相关部
门将701例使用“清肺排毒汤”的确诊病例纳入观察，
其中有130例治愈出院，51例症状消失，268例症状改
善，212例症状平稳没有加重。对351例病例具体分

析显示，所有轻型、普通型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型或者
危重型；22例重症患者中有3例治愈出院，8例转为普
通型；共有46例治愈出院。以上数据表明，清肺排毒
汤对治疗新冠肺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和救治前景。

关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的原理和效果等热点
话题，郭燕红介绍，该方法是利用康复者血浆中一定滴
度的病毒特异性抗体来降低患者体内病毒含量，对重
症、危重症患者的治疗非常有效。

“目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有1位已经出院，1位已
经可以下地行走，余下的几位患者都在康复期间，我们
也会密切关注临床进展。科研攻关组还会评估该治疗
手段的预期疗效和风险。目前认为采集恢复期患者血
浆用于患者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孙燕荣说。

采集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会不会影响献血者身体
健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贵强表示，这种采
集是单采浆手段，只把血浆取出来，把血球、血小板等回
输回去，对肌体影响更小。血浆采集后，一般来讲，一至
两周病人的血浆成分就能完全恢复到正常情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医疗救治工作进展情况：

磷酸氯喹、清肺排毒汤具有临床疗效

本报武汉2月17日电 记者董庆森 常理报道：
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17日
召开第二十六场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负责人介绍黄
石市疫情防控情况并答记者问。黄石市委副书记、市
长吴锦表示，随着前期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落地，黄
石市疫情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主要是“两降、两稳、
两升”，已落实征用、改建隔离点房间5630间。目前，

“无接触式买菜”已成为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方式，日
均送货量达20余吨。

吴锦介绍，截至2月16日24时,黄石市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病例983例，治愈出院206例，病亡15例。目
前仍在院治疗762例，其中重症74例、危重症25例。
目前，疫情发展呈现“两降、两稳、两升”态势。

“两降”，一是新增确诊病例下降，由最高值104例
逐渐下降，已连续5日保持在30例左右，连续两天出现
个位数的增长。二是发热日接诊数下降，发热日接诊数
由高峰期1500多例降至目前500多例。

“两稳”，一是新增疑似病例相对趋稳，近一周有5
天新增数都在20例左右。二是集中留观人数相对趋
稳，近一周保持在650例左右。

“两升”，一是治愈率稳步提高，目前治愈率达
20.96%。二是重症、危重症病例在上升，目前重症率达
12.99%。

目前，黄石市居民小区、村组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
一律只保留一个出入口，并实行24小时值守。对疫情严
重的重点封闭管理楼栋，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由社区网格
员负责统一代购配送。已落实了5家企业、6个平台，直接
将生鲜蔬菜等快递配送上门。目前，日均送货量达20余
吨，“无接触式买菜”已成为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方式。

江苏省援助黄石医疗队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南京
医科大学副校长、逸夫医院院长鲁翔表示，医疗队针对
疑难危重症患者，建立多学科联合攻关机制，制定个性
化的诊疗方案，提高抢救成功率；针对普通轻症患者，
建立专家巡诊机制，进一步细化筛查方案和诊疗路径，
重点关注轻症转重症患者的排查；针对密切接触者，在
解除隔离前再进行采样检测，排除无症状感染者。

湖北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黄石防控情况：

疫情呈现“两降、两稳、两升”

2月17日，武汉天河机场，军队增派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又一批1200名医护人员，分别通过航空和
铁路运输抵达武汉。他们将根据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建设进度，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工作。至此，
军队增派的2600名医护人员已全部投入支援。 范显海摄（中经视觉）

2月17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有
15人治愈出院，这批患者最大年龄
57岁，最小年龄22岁。当日，一位
治愈患者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战

“疫”故事。
今年37岁的钱先生是湖北广播电

视台楚天交通广播的记者。因照顾发
热的母亲，他在1月26日发现自己不
明原因发热至38.2℃。他说：“当时我
非常惊慌。平静下来后，迅速和妈妈
另找地方居住，与家人隔离。”

1月26日，钱先生到医院抽血、
做CT检查，显示肺部感染。在连打3
天针后，他的症状有所缓解，但依然
没有退烧。2月3日晚上，钱先生出现
呼吸困难、大汗淋漓的症状。随后的
检查显示他的血氧饱和度为88%。在
经过吸氧治疗后，钱先生血氧饱和度
恢复到93%至95%，情况好转。

在隔离观察一段时间后，2月 8
日，他和母亲一起入住武汉客厅方舱
医院，母子俩经常通过微信相互鼓

励。住院期间，钱先生积极配合治
疗，他说：“在方舱医院，比在家里时
安心多了。”经过医护人员的有效治
疗，钱先生体温逐步恢复正常，肺部
影像学好转，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均为
阴性。经过专家组会诊，按照诊疗方
案达到出院标准。出院前，还在住院
的母亲叮嘱他，回家一定要照顾好
自己。

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中，大多是
“80后”“90后”。面对疫情，他们冲
锋在前、无私无畏，令人感动。钱先
生说：“照顾过我的护士来自福建、广
东、甘肃、四川等地，我与他们成了
朋友，非常感谢他们。等疫情过后，
我欢迎他们再来武汉，我愿意做向
导，带他们游览江城美景。”

出院时，钱先生特意跟记者说，他
想对病友们说句话：“良好的心态有助于
提高自身免疫力。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
的精心照料，加上好的心态，你们一定
能早日战胜病魔。武汉加油！”

一名记者的康复故事
本报记者 董庆森

2 月 16 日晚，首趟务工人员返程专列驶入杭州东站。
300 多名从贵州来的工人，高兴地回到工作岗位，杭州的
复工复产又添新力量。我们为这趟全国首列务工人员返
程专列点赞。

当前，复工复产是很多企业的需求，也是防控疫情、支
援一线的需要，更是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要求。
但是，疫情依然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时期，防控举措不能放
松，企业复工复产也面临一些具体困难。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实现二者的统筹是各级政府当前的重要
工作。这些天来，许多地方为复工复产推出了不少支持政
策。这是必要的及时的，但仅仅有政策还是不够的。

杭州市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出台支持政策，更拿出了
支持企业的实招。他们首先“定制”复工人员专列，对外来
就业人员集中的贵州、四川等部分省市，向铁路部门申请开
行外地复工人员专列，以满足企业复工的用工需求。为了
降低返程运输的疫情传播风险，他们想得细致，做得周到，
对所有乘车复工人员做好了“健康码”的审核，组织符合健
康要求的员工佩戴口罩进站乘车。这些务工人员到达杭
州，一下车就收到一个口罩“礼包”。充满温情的举措，不仅
得到了企业赞许，也受到务工人员的欢迎。

杭州的做法说明，尽管疫情防控给复工复产带来了
一些困难，但是，只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就一定能想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科学防控、精准施策是党中央指导
疫情防控的重要原则。我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也要贯彻
落实精准施策的要求，企业有什么困难，我们就帮助解决
什么问题。在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双线”战役中，有
许多事情都要像杭州这样往细处想，朝细处做。

一方面，防控措施需要认真落实，员工测体温、加强防
护，保证工作环境的通风、消毒等，丝毫马虎不得。另一方
面，企业复工复产的困难，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企业遇到资金紧张的，要帮助
协调资金；遇到防护物资和原材料不足的，要帮忙寻找防护物资和原材料；遇到工
人返城困难的，就应该去打通务工人员返城的通道。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举
措，不能“一个模子刻出来”。

疫情当前，能不能出实招，“实打实”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地降低疫
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对各级政府“硬实力”的考验，也是衡量地方营商服务环
境好坏的一把标尺。只要我们带着感情做事，用心想企业所想，就一定能找到解
决问题的钥匙，就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
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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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理效明
报道：2月14日，重点民生项目——中
州嘉苑安置区建设提出复工申请，2月
15日收到批复，成为河南省周口市川
汇区又一个复工的重点项目。2月17
日，占地面积1310亩、总投资6.5亿元
的周口市森林野生动物园项目在经过
必要的防控准备后开始复工，确保按计
划如期开园。

眼下，周口市川汇区一手抓疫情防
控，用网格化机制严防死守筑牢“生命
安全线”；一手抓复工复产，用相关政府
部门的“服务员”作保障，努力将疫情对
经济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为做好疫情防控，该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组织专家组根据省市指导意见，制
定本地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指导企业建立每日员工体温
检测、人员分散居住、集中区域消毒、社
会车辆和人员进出管理3本台账，做到
设施设备每天早中晚3次消毒，工作人
员配发口罩，保证工作环境、生活区域
的卫生清洁，保障每一名员工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为加快复工复产步伐，川汇区制定
印发了《川汇区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
工作方案》，派出数百名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走进企业当好项目复工复产的“服务
员”“保障员”“监督员”，帮助指导各企业
和重点建设项目单位严格落实复工复产
前的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制
定应急预案，添置必要防控物资。对当前
急需复工复产的工业企业、省市重点项
目、民生工程项目建立联审联批工作机
制，制作核查联审清单，确保联审联批快
捷有效。对当前热销商品开足马力生产，
保障消费需求，做到不脱销、不断档，不
囤积居奇，不搭车涨价。

为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该区还建
立完善企业与金融部门信贷平台，有效
化解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中的资金短
缺问题；协调税务部门对于缴纳税金有
困难的企业，可以延迟缴纳；协调有关
部门对暂时困难的企业在用电、用气、
用水上实行“欠费不停供”特殊措施，缓
解企业用能压力。

截至目前，川汇区已有河南宏远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两馆一厅一中心”、天瑞集团周口
水泥有限公司、荷花新城安置区项目等一
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相关职
能部门正在加大指导和服务力度，确保其
他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尽快复工，实现疫
情防控、经济发展两不误。

河南周口川汇区：

为复工复产当好“保障员”

（上接第一版）
转运病人，风险重重。许多社区干部一次次背身、

一个个搀扶，背起了病人躯体，稳定了病人情绪。
一天，东西湖区长青街团结社区副主任孟令剑接

到电话：长青街董先生在隔离点呼吸越来越困难。孟
令剑紧急联系街道和隔离点负责人，安排董先生住院。

在医院，董先生已无法站立。“快点上来，我背您去
病房！”孟令剑毫不犹豫地蹲下来，让病人趴在背上，奔
向电梯。“他背着我一路跑，气喘吁吁，我一辈子忘不
了。”得到救治的董先生对孟令剑感激不尽，“他冒着极
大风险，带给我生的希望。”

城市运转，他们是忠诚守护者
疫情袭来，与医护人员、基层干部一道共同守护着

这座英雄之城的，还有各条战线无数英雄身影。
“建文、建文，马上穿好防护服，准备执行转运任

务！一共6名疑似患者。”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分局将
军路派出所民警李建文从传呼机接到指令，马上全身
消毒、穿上防护服、戴上隔离帽、戴好护目镜和防护面

罩、戴上防护手套……
咳嗽声让他们不免紧张，但是，“选择这个职业，就

没有怕的道理！关键时刻，我们不上谁上！”38岁的李
建文曾参加过抗击非典的战役，这一次，依然冲锋
在前。

防控战升级，物流配送成为难题。
“快递小哥”压力陡增。京东物流武汉宝丰营业部

站长助理尚黎明，坚守在距离武汉协和医院不到500
米的站点，为居民和医护人员配送物资。

没有温馨的年夜饭，自我隔离让他少了家人陪
伴。尚黎明说：“这个时候送货也谈不上多伟大，只是
有很多人需要我。”

疫情发生后，在武汉经营川菜馆10多年的陈红梅
决定把店开下去，“我的饭馆说不定可以帮上忙”。果
然，陈红梅饭馆接到的外卖订单成倍增长，每天100多
份订单让她从一大早忙到晚上9点多。一天，一份爱
心订单通过饿了么在饭馆订了25份盒饭，送给附近武
汉第六医院的医护人员。陈红梅说，那一刻，她终于觉
得使上劲儿了，“幸好没有撤退”。

饿了么武汉徐东石化小区站点副站长陈业莉说，
一次接到通知，要组一支配送队，连续给8公里外的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送餐，那里是抗击疫情最前线。

陈业莉在骑手微信群里问谁能去。几分钟后，身在
武汉的12名骑手全都报了名。“医生为武汉拼成这样，
我做不了别的，送饭总可以！”婉拒父母挽留，石化小区
站点外卖员肖燕武骑上电动车，加入这支特殊的配送
队伍。

“武汉是我家！我申请加入东风出行应急保运车
队，随时听候调遣。”东风公司陈琛与49名同事在“请
战书”上按下手印后，武汉街头多了50辆特殊应急
车辆。

1月24日，武汉市交通管制后，300名东风出行司
机主动要求到岗，承担接送居民就医、送菜、送药、送物
资任务。如今，超过1000辆东风出行汽车穿梭在江城
各区，为280多个社区提供服务。

滔滔长江水，巍巍黄鹤楼。此刻，英雄的城市，英
雄的人民，共同唱响英雄之歌：武汉保卫战，胜利终将
属于我们！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2月17日凌晨，空军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出动包括国产运—20在内的3型8
架运输机第四次向武汉空运676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和一批医疗物资。

此次紧急空运，空军派出8架大中型运输机，17
日凌晨分别从多个军用机场起飞，抵达沈阳桃仙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等机场。在完成医疗队员和物资装载之
后，8架运输机再次起飞，上午9点开始，陆续降落在武
汉天河机场。

疫情发生以来，空军已经连续4次出动30架次
运输机执行大规模空中投送任务，为湖北空运大批
军队医疗队员和物资。此前 3次分别是：1月 24
日，由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抽组3支医疗队
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3地乘坐军机驰援湖北；2
月2日，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分别从沈阳、兰州
等地起飞，向武汉紧急空运795名军队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和58吨物资；2月 13 日，出动运—20、
伊尔—76、运—9共 3型 11架运输机，分别从西
宁、天津等7地机场起飞，向武汉空运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和物资，这也是运—20首次参加非战
争军事行动。

空军第四次向武汉

运送医疗人员和物资

要闻版编辑 代 明 周 剑 王宝会 辛自强 李芃达

美 编 夏 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