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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姑娘程瑶可帮我们大忙了！要不是她搞团购把吃的
送过来，只怕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家住武汉市青山区蒋
家墩社区的一位老人，突然接到同事对女儿程瑶赞誉和感激的
视频电话。原来，过年前这位老同事的女儿发烧被隔离，两个小
外孙只好送到她家一起生活。社区封闭后，家里不多的生活物
资很快消耗完，正着急之时，由程瑶负责的社区团购及时解决了
她家的生活物资问题。

程瑶是武汉理工大学发展规划与改革办公室政研科科长。
疫情期间，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她来到父母家居住，并成为一
名社区党员志愿者，帮助社区居民解决生活物资供应等一系列
问题。

社区工作纷繁复杂。程瑶对每一项工作都进行认真梳理，
并对所负责的每一项具体任务都做出应急预案和分项活动方
案，井井有条、忙而不乱，社区领导也放心把复杂较难完成的任
务交给她。

居民黄先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一天突发急性水肿，在大多
数医院还未恢复正常医疗的情况下，黄先生去家附近的医院开
了点药，第二天并无好转，看着水肿部位越来越大，家人万分着
急，于是向社区求助。了解情况后，程瑶第一时间咨询了在省人
民医院工作的医生朋友。在得到病人必须插管治疗的答复后，
她马上联系跨区医院资源和社区爱心车，黄先生被及时送入医
院救治，转危为安。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向好，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程瑶看到
湖北省水产品滞销的新闻后想到，如果能让水产品直供社区，省
掉中间环节，既可以解决水产品去库存难题，又可以为居民提供
物美价廉的水产品，这是件双助双赢的好事。这一想法得到了
社区的认可和支持，于是她马上与供应商取得联系，要求其以氧
气包的形式将每份水产品打包好，保证居民拿到鲜活的鱼。同
时，她组织居民团购，一天时间有540多户居民预订。

经过精心组织和多方协调，前后用时4天，4000余斤水
产品被分批送到居民手中。她说：“疫情期间很多供应商为我
们提供了一批批爱心农产品，现在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应
该出把力。”

社区志愿者程瑶
本报记者 包元凯 通讯员 崔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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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的菜我负责收购，八步
区卖不出去的农产品我都负责！”
说这话的人是广西贺州市顺来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彭上坚，他
要“承包”疫情期间家乡所有滞销
农产品的冷冻储藏。

新年复工伊始，彭上坚在微信
看到贺州市八步区上新村种植的扶
贫产品散花菜滞销的消息，他立即
与发布求助信息的八步区融媒体中
心主任蔡丽联系，要求收购上新村
所有滞销散花菜。

“上新村合作社的菜我一定要
帮他们收，再不采摘就要开花了，
农民的心血也会白白丢掉。”彭上
坚立刻行动起来，他把生产车间加
工芋头的工作全部停掉，全员投入
散花菜的加工工作。

上新村是八步区南乡镇最偏远
的行政村之一，距离镇里有10多公
里的崎岖山路，村级集体经济一直
十分薄弱。2019年，上新村村民合
作社与镇上引进的广东企业合作种
植30亩日本散花菜，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村干部们原本设想着
2020年2月底散花菜成熟，采摘后
销往广州及本地餐馆和学校，为脱
贫攻坚之年打响“开门红”。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餐
馆停业学校停课，上新村已经成熟
的30亩散花菜无人问津。随着天
气转暖，散花菜相继开花，如不及
时采摘，将错过最佳出售期，甚至
烂在地里，造成重大损失。为此村
干部都急红了眼。

正当众人发愁之际，彭上坚给上新村送来了好消息。“我
是农民的儿子，深知乡亲们的难处，哪怕企业亏一点，也不能
让农民寒了心！”彭上坚说。

此前，八步区发起号召向湖北十堰房县捐赠生活物资，
顺来公司马上响应，在短短两天里，彭上坚就筹措到180吨
果蔬粮油物资，还出资联系货车解决运输问题。2月28日，6
辆满载壮乡人民深情厚谊的物资运输车从八步区出发驰援湖
北房县。

彭上坚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2008年，他独自一
人用麻袋背着几个芋头坐了五六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南宁，又
转车到边关凭祥市与东南亚客商洽谈芋头产品出口。2012
年，摸清出口“门道”的彭上坚在家乡开了自己的加工厂，专
门生产芋圆以及速冻芋头等农副产品。因为产品质高价廉，迅
速打开市场，他也得到了“芋博士”的美誉。个人的勤勉加上
当地政府的支持，彭上坚的加工厂渐渐具备了规模。但他始终
坚守初心：帮助更多乡亲改变生活。当地政府也积极协调鼓励
农户与顺来农业签订种植合同。在产销不愁的保障下，芋头成
了当地和周边乡镇农户的首选种植农产品，企业辐射带动效果
明显。

今年春节过后，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顺来公
司积极鼓励工人返岗。在顺来公司的加工厂房外，二三十个工
人间隔有序地排坐着，手里麻利地给芋头削皮、清洗。厂房里
机器隆隆作响，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将芋头切好、密
封包装。装卸工人抓紧时间给几个货柜上货，以便当晚能按时
发货。

彭上坚告诉记者，他们生产芋头系列农产品基本都出口外
销，年创汇400多万美元，企业注册的“芋博士”系列农产品
在东南亚已小有名气。今年复工复产后，公司正尽快把延期的
订单补上。“防疫和发展要两不误，公司去年的产值有8000多
万元，我们争取今年破亿。”彭上坚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村有650余户，2700多人，耕地
面积5400亩，主要农作物是红枣和核桃，有
约5500只羊。”说起村里情况，国网新疆电
力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闫建平如
数家珍。“我现在是驻村工作队里的‘老队
员’了，村里的事再清楚不过了。”

2018年初，闫建平来到新疆策勒县策
勒乡深度贫困村——玛合玛勒村，成了一名
驻村干部。入户走访、春耕生产、帮扶就
业……作为工作队队长，家长里短、大事小
事，都是他的日常工作。

玛合玛勒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只有1.6
亩。除了满足全家的基本口粮，每亩地收益
仅300元到400元。因此，外出打工就业成
了村里贫困户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

“村里85%的劳动力通过就业脱贫致
富。”闫建平说，两年的时间，他充当了村民
的“就业向导”，通过就业，他也感受到了许
多村民由外至内的改变。

村里的姑娘阿依图拉罕·麦提亚森就是
众多敢于“转变”的村民之一。闫建平告诉
记者，4月初，阿依图拉罕·麦提亚森主动找
到他，报名去了乌鲁木齐供电公司工作。“前
几天到了乌鲁木齐，还给我发了微信，状态
特别好。”闫建平说。

2018年，在一次走访入户中，闫建平认
识了当时还是贫困户的阿依图拉罕·麦提亚
森。“她那时很腼腆，但是普通话说的还不
错。”在闫建平的鼓励下，阿依图拉罕·麦提亚

森当起了村委会妇联主席助理，负责管理村
里的妇女工作。由于工作优秀，不久后阿依
图拉罕·麦提亚森又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

阿依图拉罕·麦提亚森是家里唯一的劳
动力，她还有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在村里
工作半年后，阿依图拉罕告诉我，她想打工多
挣点钱。”闫建平说，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帮
助她在村里采购蔬菜的菜店就业，有了稳定
且不错的收入，一家人也因此脱了贫。

丰富的工作经历让阿依图拉罕·麦提亚
森的思想有了极大转变。“我还年轻，我想出
去开阔眼界。”说起自己想外出务工的缘由，
阿依图拉罕·麦提亚森告诉记者，闫书记的
鼓励和支持，坚定了她外出务工的信心。“我
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和田市，现在我想去再远
点的地方看看。”

如今，阿依图拉罕·麦提亚森已经在乌
鲁木齐正式上岗，开始了新生活。她告诉记
者，以前因为家里穷，读完高中的她没有机
会上大学。“我希望可以多挣点钱，让我的孩
子好好上学，希望她有自己的梦想。”

白墙红门，新扩建的房屋错落有致，院
落内的花坛里冒着新芽。这是村民布威赛
莱姆·麦麦提敏的“新家”。“他们家有13口
人，曾经不仅是贫困户，还是全村有名的‘脏
乱差’。”闫建平说，村里变化最大的就是布
威赛莱姆·麦麦提敏一家。

“以前木栅栏就是围墙，院内尘土飞扬，
房子是多年前的砖瓦房。”闫建平告诉记者，

为了帮助这一家人整治和修缮院落，他动员
全村人帮忙“大变身”。“现在，不仅房屋新
了，他们一家人通过特色养殖、外出务工、就
近就业已经脱贫了。”闫建平说。

今年31岁的布威赛莱姆·麦麦提敏在
村委会做厨师已经2年。她告诉记者，在闫
建平书记的帮助下她从一个家庭主妇变成
了一名厨师。“我现在不仅会做拉条子和抓
饭，还会包饺子、做面包，连家常菜都很拿
手。”布威赛莱姆·麦麦提敏说，如今家里脱
了贫，工作让她有稳定收入，还练就了技

能。“真的很感谢闫书记”。
“看到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

也很欣慰。”闫建平说，今年村里仅剩70多
人未脱贫，为了帮助他们稳定脱贫，除了综
合保障兜底，村里还增加了公益性岗位，去
年建成投运的扶贫车间今年也将继续发挥
就近就业的功能作用。“现在愿意外出就业
的村民也多了，大家的主动性更强了。”闫建
平告诉记者，扶贫更多的是扶智，越来越多
的村民转变了思想，激发了内生动力，相信
这块“硬骨头”一定能啃下来。

“我相信这块硬骨头一定能啃下来”
——记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闫建平

本报记者 耿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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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爹爹，回家后要好好吃饭，这是命
令，司令员命令你早日康复！”4月1日晚，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B8东护士长李进一边扶着刘玉忠
出病区一边亲切地叮嘱他，“吉林大学第一
医院将您转过来的时候特别交代了，这5天
您表现特别好，回家后要继续好好表现。”

77岁的刘玉忠是位老战士，曾获得过二
等功。3月27日，是驰援武汉的吉林大学第
一医院接管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B10东
新冠肺炎重症病区的第50天，接到撤离通知
后，将病区里最后7名患者转至医院其他病
区，刘玉忠就是其中一位患者。在该院47天
的精心治疗后，刘玉忠被转至同济医院负责
的缓冲病区接受进一步观察，经过了5天观
察和治疗，刘玉忠终于可以出院了。

“司令员命令你早日康复”

“刘玉忠年纪比较大，本身还有多种基
础病，其中患有10年的高血压病和糖尿
病。刚入院时他的血氧饱和度只有92%，
还有阿尔茨海默症。”说起这位特殊的病人，
吉大一院重症救治医疗队队长、副院长吕国
悦记忆犹新。

2月10日凌晨，因连续8天出现高热、
呼吸困难等症状且肺部CT显示双肺多发
斑片感染，刘玉忠被收治进中法新城院区。

“情绪极其不稳定，拒绝治疗，不戴口
罩，不听劝阻，不好好吃饭，无论怎么沟通，
他就是不肯配合。”负责照顾刘玉忠的护士
邰丽烨回忆，与家属沟通后才知道秘诀，在
他不配合的时候只要传达是“司令员命令”，
他就立马执行。

“刘玉忠的病情发展很快，在高流量吸

氧状态下，他的血氧饱和度也只是勉强维持
在89%，无创呼吸机对他已经无效。2月17
日，我们紧急为刘玉忠做了气管插管，及时
使用有创机械通气。”负责给刘玉忠制定治
疗方案的心血管病中心郑杨教授介绍。

原本以为用了有创呼吸机后情况会有所
好转，没想到刘玉忠病情还是急转直下。2月
18日夜里，刘玉忠出现心律失常，从房颤到二
联律再到频发性心动过速。精准药物注射、
间断胸外按压，医护人员寸步不离看守着他，
经过一夜治疗，刘玉忠的心跳终于恢复正常。

精细的治疗方案，24小时随时调整，呼
吸支持、药物支持、营养支持，日夜陪守……
26天后，刘玉忠的病情出现明显好转，成功
撤离呼吸机，拔掉气管插管。入院治疗的第
37天，刘玉忠可以下床活动了，在护士的搀
扶下围着病床走了两圈。

3月27日，刘玉忠入院的第47天，已经
可以独立行走，按照“司令员命令”，他一天
三次围着病床适量活动。

“刘玉忠是第一批病人。一天护士帮他
做康复训练和床边活动的时候，他突然给我
们敬了个军礼。”说到这里，郑杨教授有点儿
哽咽。“这是一个老战士给我们敬礼。那一
瞬间我觉得只要国家需要，病人需要，我们
就应该来，来得值！”

一个病区6位科室主任

“因为ICU床位有限，不可能所有危重
症患者都住进ICU，我们必须自主营造ICU
救治环境，主动承担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任
务。”吕国悦说，他们医院相关专业的科室主
任全来了，共有6位，包括心血管病中心老
主任郑杨教授、重症医学科二组主任张东教
授、心血管病中心重症监护病房副主任王宇
石教授、胸外二科副主任李洋教授、胃肠内
科副主任张楠教授、超声科副主任王东轩教
授，再加上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心脏外科、

心理卫生科等20余个科室共34位医生，
100位护士，“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完成危重
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除了一线医疗团队外，吉大一院还有后
方智库团队24小时在线给予远程支持。因
为重症医疗区患者多为高龄重症患者，病情
复杂，为精准施策，对症治疗，医疗队组建了
一线专家团，与吉大一院感染科、呼吸科、肝
胆内科、心血管科、肾病内科、内分泌科等10
余位专家组成的后方专家团，针对疑难危重
病例，不定期开展远程多学科会诊，为患者
制定系统全面细致的诊疗方案。专家团还
建立了24小时在线微信工作群，随时回应
一线医护咨询和在线会诊研究治疗方案。

2月25日，医疗队紧急从长春调配6套
视频语音系统投入使用。一套放在隔离区，
通过语音和视频帮助隔离区外医生直观了
解隔离区情况，近距离观察到患者的具体情
况，诊治如临其境；一套放在工作区，隔离区
人员也能看到工作区医务人员的工作状态，
遇到情况可以直接通过语音无障碍、无间隙
沟通；还有一套放在驻地酒店，这样即便是
医生下班回到驻地，也可以随时通过这种方
式与隔离区内进行密切联系和沟通，达到床
边会诊的效果，实现了病区、工作区及驻地
三地互联互通，及时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减
少医疗盲点。

“刘玉忠心律失常的那天晚上，这套视
频语音系统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情况紧
急，值班医生在床旁，郑杨主任在驻地休整，
从驻地赶往病区需要近1个小时，而抢救需
要分秒必争，因此郑杨主任通过视频系统实
时指导和监控，包括心电图、采血气、用药、

心肺复苏等。”吕国悦说，“这套系统除了设
备之间可以相互连通之外，医生的手机也能
够加入到互联互通中，极大提高了医护人员
的工作和救治效率。”

危重症患者专人专护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隔离区连续工作，
给原本繁重的护理工作又增加了更多困
难。为了提高护理质量，保证患者得到连续
优质的护理服务，吉大一院因地制宜想了许
多办法。

对于病情变化快的危重症患者，安排专
人专护，保证病人24小时床边护理，并建立微
信群进行交接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护
理的连续性。除了完成常规护理工作外，每
日在驻地进行交班，讨论疑难病例，集中护理
力量解决患者存在的各种问题。对特殊病例
组织护理查房，不断在工作中总结经验。随
着患者病情的逐渐好转，进一步关注患者营
养、睡眠及心理问题，加强患者的功能恢复，
提供整体护理。重症护理团队将吉大一院微
笑暖心护理服务理念贯穿于救治和护理新冠
肺炎患者的始终，全力配合医疗救治。

“比如刘玉忠，从刚开始在床上被动运
动，到床上主动运动，再到床边坐立，床边行
走，再到搀扶状态下的病区内行走，都有专
门的护士负责。”护士长高岚说，“我们要把
吉大一院的精神、工作作风带到这里，对每
一位患者负责。”

“多学科合作，整建制接管，优质护理服
务，因地制宜加上信息化手段，事实证明这
样的做法确实有效。”吕国悦说。

绝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驰援武汉重症救治医疗团队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童 萱

77岁的患者刘玉忠康复出院。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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