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艰苦努力，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已经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这是来之不易的进展，离
不开各方面作出的有力贡献。特别是
在实施对口支援中，19个省份与湖北
受援地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与时间
赛跑，广大医疗队队员表现出的奋勇
奉献精神令人敬佩。

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各方仍须毫不放松地做
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

严重或风险较大地区的防控工作。对
口支援要进一步落细落实，加强支援
保障，确保战斗力不减弱。

做好医护人员防护和生活保障，
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此次疫情已经
持续一段时间，对口支援医疗队也已
在隔离病房、重症监护室等风险很高
的区域连续工作多日，精神压力大、
身体疲劳。要根据疫情变化和救治需
要，进一步细化并加强对口支援力量
配备，既要严格按标准做好相应的医
疗防护，降低一线医护人员感染风

险，也要及时做好轮换、适当调整分
工和后勤等工作，给予他们精神鼓
励，保障生活物资供应，照顾好其生
活，让大家能够得到必要的休整，适
度放松休息、舒缓压力，使他们始终
保持强大战斗力、昂扬斗志、旺盛精
力，持续健康地投入战“疫”。

做好防控和救治物资供应，满
足一线需要。由于病例数增加，各
种物资消耗速度快、用量大，医疗
资源仍较缺乏，因而要进一步完善
沟通机制，持续对接，及时增加医

用防护服、口罩的供给，加快生产
调 运 一 线 需 要 的 隔 离 衣 、 制 氧 机
等，多措并举支援无创呼吸机、高
流量吸氧机、血气分析仪等重症救
治设备。同时，也要根据受援地各
定点救治医院实际情况，进一步做
好物资调度分配和使用，使各种资
源、专业力量及时发挥最大作用，
满 足 救 治 需 要 ， 加 快 患 者 救 治 康
复，推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
确保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总
体战、阻击战。

2月14日，当听到新生儿“哇”的一
声啼哭时，来自云南省肿瘤医院的麻醉
医生赵力和助理麻醉医生张静欣然一
笑，此前的紧张也被此时的喜悦冲走
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两位医生协
助湖北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了一位
新冠肺炎产妇剖腹产手术。“这是个值得
纪念的日子，这是寄托抗‘疫’胜利希望
的新生儿。”

赵力和张静1月27日跟随云南省
第一批医疗队奔赴咸宁。截至2月19
日，云南省已经派出6批次支援湖北医
疗队共969名医务人员，他们星夜驰
援，先后奔赴咸宁、武汉，与当地医务人
员并肩作战，迅速投入到共同抗击疫情
的战斗中。

2月15日上午11时，两辆负压救
护车缓缓驶到咸宁市中心医院急诊室
门口。看到这两辆崭新的负压救护
车，咸宁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郑波感慨
地说：“整个咸宁市一共只有3台负压
救护车，针对目前咸宁的确诊人数情

况，配备严重不足，云南的捐赠真是
雪中送炭！”

咸宁疫情严重，前方医疗资源紧
缺，紧跟着医疗队而来的便是云南捐
赠的价值3000万元的医疗设备。

云南省对口支援咸宁市医疗队前
方指挥部后勤部物资保障组组长侯建
红介绍，为抗击疫情云南购买了一批医
疗物资，其中就包括几辆负压救护车。
这些救护车从青岛采购之后，正准备从
厂家直运云南时，云南接到了咸宁急需
救护车等医疗物资的求助函，当即决定
将其中两辆负压救护车和两辆普通救
护车直发咸宁。

医务人员、医疗设备、生活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云南以全
省之力、集全省优势，全力以赴做好援
助湖北和对口援助咸宁工作。

“除了救护车，制氧机、心电图机、
呼吸机、输液泵已随医疗队运抵咸宁
市，还有一些设备器材将陆续抵达。”侯
建红说。

2月17日上午，重庆北站，31岁
的重庆市人民医院两江新区院区急诊
科医师李耿与妻子照了一张合影后，
就跟随医疗队出发前往湖北省孝感市
支援当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天，
由45名队员组成的重庆市支援孝感市
的第三批医疗队出征，驰援疫情防控
阻击战前线。

截至2月20日，重庆市累计派出
1205名队员（不含部队）赴湖北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奋战在孝感战

“疫”一线的重庆医护人员已达584
人。这500多名医护人员是来自重庆
20多所医院的骨干。

“无论有多大困难，我们也必须迎
难而上！”这是重庆市支援湖北第一批
医疗队队员、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呼
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杨晓娟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1月26日深夜，重庆市支援
湖北第一批医疗队抵达湖北孝感后，
在指挥部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杨晓娟
与其他14名队员随即奔赴孝感市下辖
的县级市汉川市，以汉川市人民医院
和当地医护人员为依托，支援汉川市
的抗“疫”工作。

这批驰援队员进驻湖北孝感医院与
重庆璧山区人民医院第一批驰援湖北医

疗队队长陈飞及其队员完成交接后，迅
速制订抗“疫”计划，队员们白班连续工
作6小时，夜班更是长达12个小时。长
时间穿隔离服、戴防护口罩，每位队员的
脸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压痕，但大家没有
一句怨言。“同饮长江水，渝鄂一家亲。
重庆市对口支援医疗队与孝感人民站在
一起，共同坚守、全力应对，疫情终将过
去，春天必会到来。”陈飞说。

记者了解到，围绕对口支援的目
标任务，重庆市不断加强各方面保
障。比如，加强物资保障，坚持全市
统筹，强化医疗防护物资筹集，做好
支援队工作和生活保障，通过远程医
疗系统加强技术支撑，重视队员自我
防护，切实为对口支援工作创造良好
条件；加强后方保障，及时协调解决
队员家属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照顾好
队员的家人，解除队员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安心工作、全心抗“疫”。

“不仅要做逆行者，更要做胜利
者！”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对口支
援医疗队领队、前方指挥部指挥长、
临时党委书记梅哲代表全体队员表
示，一定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与孝
感人民携手并肩，全力奋战、英勇奋
战，高质量完成对口支援任务。

2月18日上午8时，襄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西院区11楼病区，辽宁支援湖
北襄阳的医疗队队员与当地医护人员
交接工作。做好防护措施后，辽宁援襄
医疗队全面接管该病区。据了解，接管
这个病区的30多名医护人员来自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和辽宁中医药
大学等医疗机构，队员大多来自急诊
科、重症监护科、呼吸科、感染科，救治
重症患者经验丰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护士
长崔赢说：“大家对救治工作很有信
心。最大限度救治患者、降低死亡
率是我们的目标。”

目前，辽宁支援襄阳医疗队共三
批416名队员，分别来自9家省属医
疗机构和沈阳市9家、鞍山市12家市
属医疗机构的呼吸、重症、儿科和院
感科等专业，以及辽宁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部分市疾控机构。

2月14日，辽宁支援襄阳医疗队
部分队员来到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中心医院发现，当地医院对确诊病
例和疑似病例做了分类管理，收治管
理工作比较到位，但疑似病例的重症
患者都是分布在各个病房的，这不利
于患者的集中救治。辽宁医疗队专家
迅速提出，对现有病房实行适当改
造，达到“三区两通道”的标配，满
足专门收治重症疑似病例的病房要
求。“三区”即清洁区、污染区和半污
染物区，“两通道”是指医务人员通道
和病人通道。

为提升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治
能力和救治水平，辽宁医疗团队还推出
远程会诊中心服务。辽宁支援襄阳医
疗队工作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远程会诊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限制。两地远程会诊中心开通，让
来自辽宁的顶尖医学专家、优质医疗资
源与襄阳新冠肺炎疑难危重症患者的
诊疗需求对接，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治疗
效果，降低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更好
地完成对口支援任务。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希望早点上
‘战场’。”2月13日下午，河北省对口
支援神农架林区防治工作队队员、河北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护士长闫丽说。2
月12日下午1点20分，闫丽和“战友”
们抵达神农架。来不及休整，大家立即
奔向战“疫”一线。

河北对口支援神农架防治工作队
首批队员来自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
卫生健康委，其中医护人员来自河北医
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省中医院，主要
由急诊科、感染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
等科室的医生和护士组成。在此之前，
1月31日，河北省疾控中心已有4名应
急检测队员到达神农架林区，朱怡青是
先期出征的检测队员之一。

“林区很多镇卫生院都有发热门
诊，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
针对穿脱防护装备、采样消毒等流程对
当地作了指导和培训。”3天走了5个地
方，让朱怡青感觉吃力的不是技术层面
的指导，而是各个镇卫生院很分散，路

途时间长。神农架林区总面积3253平
方公里，现辖6个镇、2个乡，地广人稀
加上交通环境制约，距离最近的上一级
医院，开车也要四五个小时。

2月16日0时至24时，神农架林
区无新增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无新增确
诊病例。2月17日上午8时，又有两例
确诊患者治愈出院。至此，林区10例
确诊患者全部治愈。

河北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前方指
挥部指挥长、河北省卫健委党组副书
记徐春芳表示，工作队接下来将重点
围绕群防群控再强化、医疗救治能力
再提升、物资保障支持再加力、防控
责任再落实、宣传动员再深入5个方
面全力协助神农架林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胡少华说：“在河北省专家的指导
下，我们一定会提升新冠肺炎的诊疗能
力和水平，也一定会打赢这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

江西与湖北一衣带水、隔江相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江西举全
省之力、集优质资源、派精兵强将，全力
对口支援湖北随州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

2月18日，江西支援随州市医疗
队第三批队员经过紧张的培训，随即各
自奔赴战场——病房。截至目前，在随
州市抗击疫情一线集结的“江西力量”
已累计超过 400 名，其中医护人员
389名。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聚焦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的目标推进，不放弃每一个救治机会。”
这是江西省支援随州医疗队的信念。
前方指挥部各工作组、医疗队各项工作
有序、有力、有效运转，第一时间建立了
与随州市的沟通机制、三方专家会诊工
作机制等，打通了双方联动的绿色通
道。同时，加强对随州市疫情形势的科
学研判，帮助当地完善疫情防控措施。

一位出院患者动情地说：“我们能
这么快康复出院，离不开江西医护人员
的帮助。你们是江西来的白衣天使，增

强了我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南昌市进贤县人民医院ICU副护

士长邓小香是一名“火线”上的战士。
2月10日，她与江西医疗队战友们一
道支援随州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重症
病房。“当天正式加入战斗，病区里忙碌
的白衣战士，耳边各种仪器的嘀嘀声此
起彼伏。输液、采标本、翻身……所有
的治疗和护理，只要病人需要，我们一
样都不落下。”邓小香在日记中写道。

前方战“疫”正酣，后方备足弹
药。江西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处长何
晓军透露，江西进一步储备了疾控专
家后备力量，随时根据需要支援随州
疫情防控工作。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医
政医管处处长谭友文说，全省现有医
疗资源将作为援助随州医疗队后备力
量储备，随时予以支援，确保打赢江西
省对口支援随州疫情阻击战。

“随州，你不孤单，更不会被放弃！”
这是江西医疗队一名队员的深情话语，
也是江西所有医务人员的心声，更是江
西人民对随州人民的庄重承诺，赣鄂两
地决战决胜的底气。

自 1 月 27 日海南省首批援助
湖北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
驰援湖北，到 2 月 19 日海南省第
六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出
发，海南共计派出6批670余名医
护人员支援湖北，赶赴没有硝烟
的“战场”。

2月14日，海南省肿瘤医院选
拔1名ICU重症专家和4名护理人员
随省第四批驰援湖北医疗队出征荆

州。得知征集医疗队队员信息后，
该院有130余名医务骨干第一时间
报名。该院ICU重症专家邓春医生
曾于2003年率队支援北京小汤山医
院，抗击非典疫情，并出色完成了
任务。作为一名老党员，这一次他
再次选择出发。

在援助湖北的20多天时间里，
海南省援助医疗队成员们舍小家、
为大家，团结协作、互助友爱、共

克时艰，在战斗中体现大爱，全力
完成各项救治工作任务，在异地他
乡以实际行动发扬了琼崖革命“23
年红旗不倒”精神、特区精神和椰
树精神。

2月18日，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热带
病科护师陈芳云就要离开支援多日
的荆州市监利县中医院，转战洪湖市
继续“战斗”。在与患者道别时，13床

的患者感激地说：“感谢海南医疗团
队，是你们救了我的命。等我好了，
一定到海南去感谢你们。”陈芳云一
边说不用谢，一边不忘嘱咐患者坚持
做肺功能康复锻炼，好好配合治疗。
陈芳云说：“看着病人一步步好转，自
己也非常高兴。”

在荆州市荆州区中医院开展援
助的博鳌超级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
师梁志军，与“战友”们兢兢业
业，全力救助患者。“每天收治的病
患很多，工作量很大，但越是这样
越要细心。相信通过我们广大医护
人员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帮助患者
早日治愈病情，让所有患者都能在
春天里迎来新的美好生活。”梁志
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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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足劲儿奔赴林区战“疫”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海南：

在“大战”中体现大爱
本报记者 潘世鹏

加强支援保障 保持强大战力
□ 张 虎

上图 在湖北孝感中心医院，重庆璧山区人民医院支援湖北的
医疗队员与患者相互点赞鼓励。 （资料图片）

上图 江西省支援湖北随州医疗队队员们为自己加油鼓
劲。 （资料图片）

上图 辽宁省—襄阳新冠肺炎远程会诊中心开通，实现
襄阳新冠肺炎疑难危重症患者救治远程会诊。 （资料图片）

上图 云南火车专列运输捐赠农产品驰援湖北。 李秋明摄

上图 海南援助湖北省医疗队队员刘月在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