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身份对我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责任。”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中心二病区主任杜义
斌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自己有了几个新的身份——云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新冠肺炎会诊专家，云南省新冠
肺炎巡回医疗暨督导组中医专家，云南省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指挥中心会
诊专家。

自春节以来，杜义斌除了完成中医医
院门诊工作外，还奔赴云南多地参与疫情
督导检查和诊治患者，同时在指挥中心参
与全省重症病人会诊。已经连续奋战了
20多天的杜义斌有些疲惫，但他的声音透
过口罩依然响亮坚定：“国家培养了我，这
个时候我需要站出来，用中医药帮助人民
共同抗击疫情。”

“这个时候不能退缩”

1月26日，云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丽江确诊患者中出
现了重症病例，情况危急，云南省卫健委当
即决定派4名专家赶赴当地指导救治工
作。按照要求，云南省中医医院需要派出一
名中医专家，但这个人选一开始并不是杜
义斌。

此时，杜义斌正在家里做饭。得知这个
消息后，他拨通了领导的电话，主动请缨。

“我是党员，是医院的科室主任，又是全国中
医优秀临床人才培养对象和云南省‘万人计
划’名医培养对象。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
年，现在遇到疫情，正是检验自己所学、报效
国家的时候，我理应站出来！”杜义斌说。

最终，杜义斌的申请获得批准。时间紧
迫，杜义斌顾不上吃饭，便准备出发。面对
家人的担忧，杜义斌的回答是“这个时候不
能退缩”。他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后，从医
院带上防护装备便匆匆赶往机场。由于航
班数量很少，机票预订工作人员反复提醒他
可能赶不上合适航班，建议他改乘次日航
班。但他知道，此时对患者来说一分一秒都
至关重要。幸运的是，当机场方面知道他是
赶赴疫情防控一线的医生时，工作人员提前
帮他换好登机牌，并为他开启绿色通道，杜
义斌最终顺利登机奔赴丽江。

“必须在疫情一线作战”

在当前情况下，如何确定治疗方案、更
好治愈患者？杜义斌介绍，在中西医结合治
疗过程中，中医是采取防御型方案：调动人
体内在的防疫机制，减轻病毒对组织器官的
损伤，再通过自身免疫力抵抗病毒。

在丽江市人民医院确诊患者中，1位重
症患者发热达39摄氏度。这几位患者都是
老年人，多数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
基础疾病。通过问诊，杜义斌仔细分析患者
症状，并与三位西医专家共同会诊，建立了
中西医结合协同的工作机制，将中医药治疗
贯穿整个治病过程。

“在遵循国家诊疗方案的前提下，中医
治疗要因地、因时、因人制宜。”杜义斌观察
发现，云南的患者“湿热”偏重，这与云南地
处高原，气候偏温暖干燥有关。于是，他在
中医治疗过程中以清热利湿为主，运用中医
温病学“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的知识体
系辨证论治，使用蒿芩清胆汤、柴芩温胆汤、
三加减正气散等方剂开展治疗。

杜义斌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制定了不
同病程、不同体质患者的中医处方。通过临
床验证，疗效显著。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
几名发热患者48小时内退热，恶心、腹泻、
食欲不振等消化道症状在1周内也明显
改善。

1月31日，杜义斌转战到云南保山市、
腾冲市和龙陵县，督导检查和诊治患者。2
月2日，他又到瑞丽、芒市指导中医诊疗，辗
转于各个定点医院。参与诊治以来，杜义斌
先后奔赴云南6个市县，与专家组一起检查
了20位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和多位疑似病

人，并取得了较好疗效。回到昆明后，他每
隔几天都与当地医务人员联系，继续指导开
展中医治疗。

杜义斌在诊治中发现，中药对新冠肺炎
患者发热治疗效果非常好。他在临床实践
中总结和整理了第一手诊疗资料发回医院，
帮助医院医护人员了解最新疫情状况、诊治
要点和注意事项，为医护人员抗击疫情提供
参考。与此同时，云南省中医医院还根据第
一批患者治疗实践，组织名中医，根据发病
机理、云南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
研发了“健体抗疫合剂”“清瘟解热合剂”院
内制剂，对于提高免疫力、治疗新冠肺炎、对
抗疫情，收到了很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必须在疫情一线
作战，才能积累实战经验，对疾病有深刻的
认识，对治疗作出准确的判断。”杜义斌说。

“让百姓享受中医好处”

2月18日上午，丽江最后2名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在丽江市人民医院祥和分院治愈
出院。丽江市7名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治愈率达100%。

丽江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宗宁表示：
“我们特别感谢省级专家的指导建议，采取
了中西医结合方法，制定个体化的中西结合

治疗方案，取得了显著效果。”
当丽江医务人员把这些话转发给杜义

斌时，杜义斌欣慰地说：“中西医协同起效，
让患者病情改善快、恢复快，有效降低了轻
症变重症的发生率，也增强了医患双方的
信心。”

实际上，1月23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就组织制定了中医药
防治方案，并成立了由国医大师、全国名中
医及省级名中医在内的多部门、多学科专家
组成的省级中医药防治专家组，确保中医药
在防治工作中及早主动介入。

作为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指挥中心会诊专家，杜义斌每天都要去
指挥中心，同几位专家一起对全省重症患者
远程会诊，并作出中医治疗指导。

杜义斌每天都在关注疫情形势。他认
为，云南省疫情防控正在朝着好的、稳定的
方向发展，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全省疫情能
够得到完全控制。

“实践再次证明，中医是可以治病而且
可以救治急重症的。”杜义斌说，这一次中医
药及时全面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也让他深
有感触，“中医人要自信、担当、主动作为，要
把中医中药放到实战中去检验，不断提高临
床能力和专业素养，让老百姓享受到中医的
疗效和好处”。

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上海边检总站所属上海机场边
检站全体人员是国家移民管理机关
中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他们用忠
诚、勇毅、奉献精神在国门上拉起一
道防线，全力守护上海城市安全。

“我是党员，让我去！”2月1日
上午，一架航班上有乘客疑似发热，
出现咳嗽、胸闷症状，边检站王雷主
动请缨穿上全套防护服，前往上海
浦东机场S1卫星厅，核查旅客人证
对照和资料。

办完边检手续后，乘客一家人
都移交海关隔离观察。看着因患病
而精神不振的孩子，王雷隔着护目
镜安慰孩子。此时，对讲机里又传
来浦东机场T1办理涉疫出入境旅
客的通知。当天，王雷穿着防护服
4个多小时，连续办理疑似发热症
状旅客3名，发烧送医旅客1名，需
隔离观察旅客3名。防护服里面的
T恤湿透了，鞋套也磨破了，护目镜
和口罩在脸上勒出深深的印痕，他
依然笑着对每一名涉疫出入境旅客
说“加油”。这其实也是王雷为自己
和战友们打气。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上
海机场边检站挑选245名党员、青
年骨干组建17支防疫突击队，配合
海关做好发热疑似病例快速通关等
特殊勤务，全力做好口岸出入境疫
情防控工作。上海机场边检站建立
勤务组织动态响应、口岸单位联防
联控、专区专台专人查验、重点航班重点人员专项处置、执勤人
员戴口罩手套自我防护、重点区域常用设备及时消毒“六项工作
机制”；同时，建立了思想教育、考察识别、宣传激励、关心关爱、
监督检查“五个随警作战”机制，确保口岸安全有序，确保队伍斗
志昂扬，全力推进口岸疫情防控工作。

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国对中国公民入境管制措施不断变
动。为避免对旅客出行造成不便或造成经济损失，上海机场边
检及时做好信息同步更新，全员在岗，全力做好现场提醒和耐心
劝阻，最大程度征得旅客的理解。

同时，为保障工作人员自身安全，上海机场边检站医务保障
人员放弃休息，竭力做好防疫用品申领发放、办公楼和现场执勤
区域消毒清洁、防疫中药熬制等保障工作。全站人员众志成城、
全力以赴，坚守岗位职责是他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
决心。

他年逾花甲，本该儿孙绕膝享天伦之
乐，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他没有
退缩与畏惧，依然选择逆行。未曾想，在疫
情防控一线入户宣传、登记摸排、设卡值守
的11天，成了他生命最后的11天……他，
就是62岁的甘肃武威市古浪县大靖镇园艺
村五组村民小组长王宗权。原本患有高血
压的他，因劳累过度引发急性心梗，在送医
途中溘然长逝，最后连一句嘱托儿女的话都
没留下。

近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王宗权舍小
家顾大家，一直冲在疫情防控最前面，早上
起得最早，晚上回来得最晚。

1月 22日，大靖镇党委紧急召开镇、
村、组三级干部会议，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会后，王宗权更感责任重大，决心千方
百计确保园艺村五组的62户 232人不出
危险。

1月23日一大早，王宗权便戴着口罩
开始逐户排查登记，“是否有外来人员，过年
在哪儿，啥时返回，经过了哪些地方，近期是
否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每户都询问得非常
仔细，一边询问一边认真记录，并向村民反
复告知疫情防护知识。“不串门、不走亲、不
聚集，要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是他这段时间
说得最多的话。

1月24日，王宗权组织保洁员和在家
村民对组里的巷道彻底清扫。

1月26日一大早，王宗权和几位村民
对园艺村路口设卡登记。连续三四天，王宗
权或是在卡口值班，或者入户宣传防疫常
识，没顾上与家人吃一顿安心饭。

1月30日下午6点，忙碌了一天的王宗
权又开始了一夜的道路卡口值班。冻了在
火炉边烤一烤，困了抽几口旱烟，整整一夜，
王宗权和四组组长邹金海两人轮流值守。
王宗权还对邹金海说：“现在疫情严重，管理
必须严格。”

1月31日早，王宗权吃了方便面，在村
委会参加村上简短的会议，要求对2019年

12月8日以来本省回村人员摸排登记。会
后，他又立即开始了走访排查，一整天走访
了10多户，摸排上报1月 30日返乡人员
2人。

2月1日早上，村上再次安排要求加
强宣传，提高村民认识，持续对外来人员
摸排。王宗权又拿着宣传材料到组里逐户
开展工作。16∶45，在微信群收到大靖
镇党委书记潘永和发来的《致广大群众的
一封信》后，他回复“收到，转发”；18∶40，
给园艺村党支部书记邹万东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不舒服，胸口疼。邹万东立即联系

了王宗权的儿子王潮元；18∶55，王潮元
将父亲送到了古浪县中医院，经过检
查，医生建议转院。在救护车去往武威
市人民医院的高速公路上，王宗权抓着
妻儿的手说，“我感觉很不舒服”。随行
医生全力抢救，但还是未能挽回王宗权
的生命。

从1月22日到2月1日，王宗权在生
命的最后11天里，同时间赛跑，为人民服
务，坚决防止疫情输入。他骑着电动三轮
车在居住的大靖镇紫瑞小区、村委会、五
组“三头跑”。一大早出门，中午回家匆匆
吃口饭，到村委会汇报摸排情况后又赶到
组里继续工作，下午去村委会汇总上报，
晚上又到村内路卡执勤。为了确保近期
组内外出返乡人员不漏一人，王宗权反复
摸排登记，除了来回奔波，每天还要接打
100多个电话。

“他为人谦和、亲切，不张扬，做事公道
正派、尽职尽责。”同组的群众说：“他做事很
认真，群众的事比啥都大。”

他是村子里为数不多连续两次担任组
长的人。“热心肠，群众基础好。对大家的事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邹万东说：“乡镇和村
里安排的事他都是一路小跑。”

“他工作热心，能力强，踏实认真，对安
排的工作尽职尽责，从不过夜。”大靖镇党委
副书记赵克复说。

“原计划今年春节我们要照个全家福，
没想到竟然永远无法实现了……”王潮元眼
中含泪地说。

王宗权走了，但他的事迹一直感动着周
边的人。“王宗权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他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的精神
依然存在。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疫情不退
我们也坚决不退。”园艺村二组组长邹万
寿说。

“各车厢请注意，做好列车消毒，注意自身防护，千万不能马
虎大意！”2月21日，在哈尔滨东开往七台河的K7025次列车
上，列车长张帆拿起对讲机，向各车厢乘务员叮嘱着。

“收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对讲机里率先传来一个低沉
厚重的男声，张帆听后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他名叫张春成，是列车长张帆的父亲。
今年56岁的张春成是扎兰屯线列车员，儿子张帆是密山线

的列车长。平时在单位里，这对父子让大家羡慕。“有爸爸在单
位盯着，你想不努力都难。”同事们打趣张帆说。

虽然在一个单位，可是这对父子从来没走过同一趟列车，但
因为一场疫情，这对父子兵真的走上了同一条战线。

疫情发生后，部分旅客列车停运，也有很多乘务员因为此前
工作原因接受隔离，一线乘务员紧缺，各地复产复工运输又迫在
眉睫，车能开，可是没人，父子俩在各自的车队都报名申请加班
值乘。情况紧急，这对父子被安排到同一趟列车上。

出乘前，张帆为每位乘务员检查好口罩、手套等佩戴情况，
到了父亲这里，又多了一个眼神的嘱咐。

“刚才上车的旅客要注意消毒，特别是几个重点区域。”受返
程复工影响，铁路客流增多，张帆通过对讲机嘱咐大家要守好自
己的阵地，每次父亲都会第一个回复。这是父子俩的默契，短短
的一句话也能让彼此安心。

一趟乘务将近11个小时，张帆忙前忙后。他和父亲在车厢
相遇，彼此间也只是一个眼神，没有过多交流。张春成干了30
多年乘务工作，非常了解这个岗位的重要性，他总是第一个完成
车厢里的工作。

张帆的妻子李妍是牡丹江心血管医院的一名护士。看到
“父子兵”冲锋陷阵，她深受感动，也想报名参加医疗队去前线，
但家里孩子太小，医院没有同意。“虽然我不能到最前线去，但我
也将竭尽所能，贡献力量！”她说。

2月19日，河北省文安县民间应急组织赤狐应急救援队对
城区街道开展消杀作业。连日来，文安县积极动员志愿服务力
量21400余人，奔赴抗疫服务战线，开展消毒防疫、物资保障、义
务巡逻、心理援助、防疫宣传等各类志愿服务，科学有序地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防范化解安全隐患。 张懿莉摄（中经视觉）

主动请缨，用中医药抗击疫情
——记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中心二病区主任杜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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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上“父子兵”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聂 爽 侯继尧

恪尽职守，只为保护村民平安
——追记甘肃武威市古浪县大靖镇园艺村五组村民小组长王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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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权（右）生
前留影（翻拍）。

戴学盛摄

除了奔赴一
线参与新冠肺炎
患者救治，在指
挥中心参与全省
重症病人会诊，
杜义斌坚持做好
本职工作。图为
杜义斌在云南省
中医医院为住院
患者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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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文安：志愿服务参与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