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地按
照中央部署，在做好本地区防控工作
的同时，大力支援武汉以及湖北省武
汉之外其他地市，为疫情防控取得成
效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疫情防控
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但同
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国疫情发展拐
点尚未到来，尤其是湖北省和武汉市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对口支援仍
须毫不放松扎实开展，疫情不尽除、
支援不松劲。

要继续绷紧思想之弦，保持顽强斗

争、不怕牺牲的战斗状态。连日来，对
口支援医疗队员舍小家为大家，赴湖北
各地实施援助，以生命守护生命的实际
行动，体现了大爱精神，获得了各方面
赞许和支持。当前，防控正处在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连续作战可能会出现麻
痹、厌战、侥幸、松劲现象，必须高度警
惕，增强忧患意识。

继续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相关研究
必须采取各项有效措施，进一步激励
援助队员坚定信心、咬紧牙关，再接
再厉履行职责，同时给予他们更多保

护和关心，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能
够保持昂扬斗志安心工作，千万不能
因一时思想放松导致现有进展付诸
东流。

要及时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加
强各方面支持保障，保持支援力度不
减十分必要。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
到初步遏制，是各方面力量经过一段
时间艰苦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尽
管新增确诊病例减少、出院患者逐渐
增加，但在治患者数量仍较多。这要
求各援助省份突出问题意识，总结经

验，查缺补漏，加强力量薄弱地区防
控，统筹做好受援各地防疫工作，积
极协调对口支援省份，做好人员、物
资供应保障，加强协调配合，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重点加大对确诊病例
较多和医疗力量薄弱地方的支持力
度，不断提高救治率，降低感染率和
病亡率。以实际举措进一步把支援工
作抓紧抓实抓细，同舟共济，不断巩
固成果、扩大战果，不获全胜绝不轻
言成功，确保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尽自己最大努力，守住这道关、这
条线。”进驻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妇幼
保健院的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副院长
张春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对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信心十足。

张春行医26年，在重症救治、呼吸
衰竭等疾病方面有丰富的诊治经验。
经历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他，深入
研读了国家统一制定的新冠肺炎处置
手册，并下载到手机中随时翻阅。

2月12日晚，广西对口支援医疗
队90名队员抵达十堰市后，连夜召开
碰头会，统一思想，在当地市委、市
政府和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全身心
投入医疗救治、远程会诊、流行病学
调查、医院感染管理和专业培训等
工作。

“目前，当地物资较为紧缺，但郧
西县也努力为我们备齐生活必需品和
保暖用品，给了医护人员信心，也鼓
起了大家的士气。我们一定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梧州市工人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
师、党员姚华娇说。

医疗救治各分队克服语言不通
及当地气候条件，到达当日就全面参
与临床救治工作，以提高收治率和治
愈率为目标，主动与属地医务人员共
同查房和讨论病例，严格按照规范的
诊疗方案强化中西医协调，按照“一
人一策”方案精准救治每一位患者，
确定良好的疗效。

面对当地部分重症、危重症患者
多次诊疗未见效果的情况，广西医疗
队开展远程会诊8次，除及时通过市
县远程视频会诊系统会诊外，还组织
广西人民医院、柳州工人医院等后方
医院重症、神经内科、传染病科、医
院感染管理科等专家团队开展远程会
诊，认真分析病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
治疗方案，为提高临床疗效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

“早日凯旋，平安归来！”2月23日
傍晚，黑龙江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201人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启程，奔
赴2000多公里之外的湖北孝感。

为了出征而特意剪了短发的绥化
市第一医院呼吸科护士杜珊说：“就像
备战许久的战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儿，我坚信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情
阻击战。”

2月12日，首批来自黑龙江省的
310名医护人员抵达孝感，开展救治工
作。2月15日，又有18位危重症医疗
专家抵达。

“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孝感人，同
孝感人民并肩战斗，同呼吸共患难。”黑
龙江支援孝感医疗队领队方庆伟说。

据介绍，首支医疗队抵达孝感后，
根据实际情况迅速成立3支医疗分队，
其中汉川医疗分队107人，应城医疗分
队101人，安陆医疗分队104人。

“我一直跟踪24床病人这几天的
体征数据，他进一步好转了。”进驻应城

人民医院的第四天，在感染科隔离病房
前，牡丹江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白红亮和呼吸科专家讨论着患者病
情。团队交班、查房，梳理患者信息，配
合默契。几天的接触，两支相隔2000
多公里的团队迅速磨合，秩序井然。

逐个查看病房，路过治疗车顺手整
理药瓶摆放位置，这样连贯动作，夏丽
娜早习以为常。以前，她在大庆油田总
医院的住院病房；眼下，她在安陆市人
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她请战的理由很
简单：“我是带着‘铁人精神’出征的！”

夏丽娜是大庆油田总医院心脏神
经大专业护士长兼门诊办副主任，大庆
医疗队上岗第一天，她就进入重症监护
室，一忙就是4个半小时。

来自佳木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颌
外二科护士长张铁军说，隔离区护理
处置工作比较多，发药、静点、换
药、封针……平日里可以轻松应对的
工作因为全副武装的防护服变得不那
么容易。

“疫情无情，山东有情，感谢山
东，黄冈加油！”2月10日，在湖北
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东四病区，
即将痊愈出院的患者李先生手持感谢
信，隔着防护玻璃，向山东医疗队队
员表达谢意。

用责任增强信心，用医术赢得信
任。山东对口支援黄冈医疗队的白衣
天使们，与死神赛跑，为患者点燃生命
的希望，用匠心托举起患者的生命。

1月26日，山东紧急组建首批138
人的医疗队，千里急驰，抵达湖北省黄
冈市。1月27日，山东医疗队第一个
进驻尚未完工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白衣战士冲进了仍处于工地状态的“阵
地”，当起了搬运工、保洁员，迅速开辟
出南楼四层两个病区共100张床位，其
中12张用于重症监护，建立起基本具
备收治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条件的隔离
病房。经过近30个小时的奋战，第一
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成功转入大别山

区域医疗中心。
为克服语言障碍，山东医疗队自制

了“护患沟通本”，将一些日常用语和简
易回答分别列出，例如“您稍等”“请您
戴上口罩”等，并逐步完善、增加问题的
条目，如今已经记录了十几页。

山东医疗队坚持中西医并重，专门
成立由重症、呼吸、护理、院感等专家组
成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组，辨证论
治，因人施策，制定个性化中西医诊疗
方案，统筹调配、科学安排，集中人力、
技术、物资等优势资源，全力做好救治
工作。2月4日，经山东医疗队治愈的
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2月18日，经过15个小时的长途
运输，来自山东的沂源苹果、章丘馒头、
德州面条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从齐鲁大
地汇聚到黄冈市。“山东就像老大哥一
样，给我们派医疗人员，送医疗设备，还
送吃送喝，太暖心了。”湖北黄冈市中心
医院工作人员彭卓说。

迎着湿冷寒夜的凉风，走进酒店
放下行囊，已是2月11日凌晨2时。
广东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第一批108
名成员迅速开始了全面战斗准备。

到达当日上午9点，广东省支援
湖北荆州医疗队前方指挥部与荆州
市深入研判疫情防控，防控重中之
重是洪湖，要拼尽全力支援洪湖。
由广东医疗队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黄飞
带领 80 名队员立即直接“挺进”
洪湖。

黄飞表示，本次荆州援助策略要
防、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医疗
救治上，尽可能降低病死率，在防控
工作上，制定有的放矢的方案策略，
尽可能降低发病率。

与此同时，2月12日凌晨赶到的
250名第二批医疗队员与第一批28名

队员一起，马不停蹄分赴荆州6个县
市区及3家市级医疗机构，实现广东
支援医疗队荆州定点医院全覆盖。

2月14日，广东支援荆州医疗队
已进驻了荆州全市 10家医疗机构。

“我们要抓重点，破难点。重症、危重
症患者要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救治。”
黄飞表示，重症患者迫切需要我们雪
中送炭。

同时，“广东智慧”也在荆州发
挥作用。“到达江陵县人民医院，我
们马上开展救治工作，今天完成5例
重症患者转运至重症救治中心，明天
再转一例，院内重症患者就清零
了。”2月17日晚上8点，广东支援
湖北荆州医疗队前方指挥部首次通过
广东省远程医疗平台九方连线，与8
家广东援荆医疗队驻点医院成功开展
远程会诊。

2月10日，江苏援黄石医疗支援
队连夜集结完毕，310位医护业务骨
干整装出发。进入岗位后的医务人员
迅速展示专业特长，与当地医务人员
携手医治病患。

南医大护士范萍至今都记得自己
第一天进入ICU病房值班时的情景，
一名50多岁的病人突然敲打病床，
想要拽着栏杆爬起来，她立即上前安
抚病人情绪，鼓励他不用担心，病情
一定会很快康复。范萍看到，一滴泪
水从病人的眼角滑落下来。自此以
后，这位病人就再也没有敲过床了。
当范萍第二次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这
位病人神志已经清楚，插管也已经
拔掉。

2月17日，江苏省疾控系统的6
名专家驰援湖北应对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江苏援黄石医疗队疾控组组长陈
勇告诉记者，江苏医疗队疾控组4名
队员对黄石防控现场情况逐一摸底，
对采样人员、消杀人员等也作了培

训，并提出了“密切接触者解除观察
之前的第十二天左右实行核酸检测”
等建议。“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并落
实，主要是防止无症状感染者‘漏
网’。在隔离满14天之外，还需要核
酸检测是阴性才能解除隔离，加强防
控工作。”

2月16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影像科主任居胜红主任医师开始调
阅从黄石市中医医院传来的 CT 影
像，经过细致诊断，半个小时后黄石
中医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影像科收
到了CT报告单。这是该市首例通过

“江苏—黄石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完成
的阅片医疗服务。

据了解，对口支援黄石以来，江苏
省卫健委主动搭建“江苏—黄石远程医
疗服务平台”，开发“江苏—黄石医疗服
务在线”，由省内13家知名医院732名
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组成了强大的医疗
专家阵容，为黄石市民提供全方位的在
线图文或视频问诊免费服务。

2月22日17时，90岁高龄的夏爷
爷从黄冈市红安县中医医院治愈出院，
乘车前往指定场所接受14天康复隔离
和医学观察。“谢谢湖南医疗队的精心
治疗！”老人不停地对着湖南医疗队队
员表达谢意。

夏爷爷是黄冈市成功治愈新冠肺
炎患者中年龄最高的一位，因病情转为
重症，2月18日被转入湖南支援黄冈医
疗队所在的红安县中医医院新院区救
治。“救治团队对他开展个性化诊疗服
务，用药不仅治疗新冠病毒肺炎，还兼
顾加强气道管理和营养支持。”湖南支
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湘潭市第一人民医
院副主任医师易钊泉说，疗效比较明
显，各项指标开始好转，“在较短时间内
让一位高龄重症患者康复出院，全体医
护人员信心倍增”。

按照对口支援部署，湖南第一时间
与黄冈对接，根据实际需求，一天内迅
速组成一支200人的对口支援医疗队，
驰援黄冈。“2月11日晚到达黄冈后，
200名医疗队员直接派往黄冈下属的

麻城、红安、罗田、英山、黄州5个区县，
其中由38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驰援红安
县医疗队在县中医医院新院区负责全
县危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工作，我们十分
注重患者精细化管理，包括患者气道管
理、液体管理、营养管理、并发症控制
等，疗效明显。”易钊泉说。

从1月25日开始，湖南派出医疗
队驻扎黄冈参与救治，数百名白衣战士
匆忙告别家人，以背水一战的姿态奔赴
大别山下。

到了大别山，就要去战斗！1月27
日下午，9位医疗队员组成第一支医疗
队，深入到龙王山集中救助点和惠民医
院参与救治工作，截至1月29日已开
辟 4 个病区，转战黄冈“小汤山”医
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2月11
日进驻黄冈麻城、红安等地。医疗队员
们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搏斗。

截至 2月 28 日，湖南共有五批
619 名对口支援医疗工作者驰援黄
冈，参与黄冈市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救治。

广西：

“一人一策”精准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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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带着宁夏680万人民
的重托，宁夏医疗队奔赴湖北省襄阳
市。135名医护人员来自宁夏各大医
院，都是业务专家和骨干。

到达襄阳当天，宁夏医疗队立即
开展强化培训，之后分成多个小分队
投入救治一线。他们夜以继日工作，
与病魔较量，同时间赛跑，把大爱献
给了襄阳人民。

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
第一人民医院组成的10人小分队支
援老河口市，到达老河口定点收治医
院后，小分队立即开展救治工作。50
多岁的王珊珊是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也是新冠病毒专家组
成员，曾经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
典”工作，具有抗击病毒的相关
经验。

“救治期间，病人的病情随时在变

化，需要我们及时调整医疗方案，有
时候吃饭和睡觉都在考虑医疗方案。”
王珊珊说。经过宁鄂两地医生和护理
人员的共同努力，2月7日，老河口市
第一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宁夏援助湖北医疗队医师精确诊
断治疗，护士精心护理，医护密切配
合，无惧危险，携手提高治愈率。

根据安排，以宁夏第五人民医院
为主的小分队支援枣阳市，定点医院
为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1月29日18
时，小分队赶到枣阳市。“临行时自治
区卫健委领导嘱托我们要做好防护工
作，科学施救，与湖北人民共进退，
共同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护士
长张明君说。小分队的到来，加强了
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救治力量。宁
鄂两地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坚决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南：

精兵强将战疫情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上图上图 湖南医疗队护士陈琳琳湖南医疗队护士陈琳琳（（中中））和同事讨论病人治疗情和同事讨论病人治疗情
况况。。 辜鹏博辜鹏博摄摄

上图上图 在安陆市人民医院在安陆市人民医院，，黑龙江医护人员正在核对当天用药情黑龙江医护人员正在核对当天用药情
况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图上图 山东滨州市人民医院的董浩在湖北黄冈团风县人民医山东滨州市人民医院的董浩在湖北黄冈团风县人民医
院了解患者情况院了解患者情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图上图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防护服上写名字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防护服上写名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