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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杭州城南高速不足一公里的梧桐路 366
号，空荡荡的路边，崭新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之江院区就座落于此处。

许多人认为待得无聊的家，却是这里的医
护人员难以回去的温暖港湾。

2 月 3 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跨入这个特
殊院区，探访为生命守护的那一张张面孔和那
些日日夜夜……

“国家队”的担当

在大多数市民居家隔离的杭州，这里却有
四五百人日夜工作而无法回家。“如果加上辅助
工作岗位，至少有上千人在这里工作。”浙大一
院党委书记梁廷波说，“大家不知道今天是大年
初几或周几，院里前些日子发布的延长假期的
通告，很少有人点击。”

浙大一院拥有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传染
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是浙江省疫情防控的“国家
队”。

这个 2019 年刚刚落成的院区，到 2 月 4 日
7 点为止，共收治了 58 例确诊病例，分别安排
在两座病房楼内。

“65 岁，属于危重型，大家讨论一下要不要
转重症监护室，氧饱和相对稳定……”在 6 号楼
二楼会议室，每天早上 8 点的疫情防控工作例
会后，接下来就是重症会诊。

会议室大屏幕逐一显示着所有收治患者的
基本情况，桌上的电脑屏幕通过音视频连线着
重症监护室的专家组成员。在屏幕外，坐着包
括梁廷波在内的全院顶级专家，医务部、感染病
科、呼吸内科、检验科、ICU 等科室主要负责
人，把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就连前些日子在出诊
时摔伤的呼吸内科主任周建英，也每天坐着轮
椅坚持前来参会。

隔着一个小小的屏幕，两批顶级专家逐一
就患者的救治情况进行商讨，如何判断患者症
状、怎样使用新医疗设备、是否调整救治方案
等，用了整整两个小时。

“隔离病房里的医护人员，最早是 1月 19日
进去的，他们一直工作至今。”院办一位同志介
绍说。

浙大一院是收治杭州首例确诊患者的医
院。大年初一，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就到

院里，要求浙大一院担负起治疗全省危重患者
责任。浙大一院迅速启用之江院区作为集中收
治点。年初二，把庆春院区所有的确诊患者，在
半个小时之内全部顺利转移到之江院区。整个
之江院区有上千张床位，其中 60 张-100 张可
以收治重症患者。

据浙大一院介绍，他们以可靠的检测依据
进行流行病学筛查，较早提出隐形病毒携带者
成传染源的可能性，要求所有疑似病例住院隔
离观察，及时把传播源控制在有限范围内，有效
降低了转化率和病死率。到目前为止，感染病
例“零漏诊”，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

当好生命的“守门员”

发热门诊是之江院区收治患者的第一道大
门。因为收治新型肺炎病人，之江院区暂缓了
普通病房和一般门诊的开放，由其它院区承接，
之江院区全部让位于隔离病人。每天四五百名
医务人员在一线，加上提供各类保障的有上千
人。因为一般门诊由其它院区承担，全院 6000
多名职工基本没有休假。

冷冷清清的门诊大厅中，身着防护服的医
生护士在值班。上午 9时许，一对夫妻前来就
诊。穿着防护服的护士蒋一萍在大门口询问一
下具体情况，就让他们挂号就诊。这对夫妻来
到自助挂号机前办完手续，就进入了诊室。

“发热门诊都是一些自行前来的市民，这里
是 24 小时开放的。”蒋一萍说。

一位院办负责人说，之江院区成为集中收
治点，从而让其它部门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
整体防控工作中。打好这场疫情阻击战，无论
在一个医院内部，还从整个行业、社会的有效协
同上来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才能确保科学、
有序、高效。

门诊的下一个流程是检验科。进入检验
科，血液检验、生化检验等房间用玻璃墙密闭起
来，全身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穿
梭在各种仪器之间。

“这些检验室不是最核心的。”检验科副主
任范剑指着一道门说，“那里才是最关键的区
域——核酸检测室。”

为了确保核酸检测室同外界完全隔离，院
里专门在这里加一道门。记者跨进小门，手
持对讲机，向玻璃墙里的医护人员了解相关
情况，得知这里需要对患者的痰液等进行检
验，核酸检测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患者

就会从疑似转为确诊。“我们的工作相当于‘守
门员’，无论患者确诊，还是出院，都要经过我
们这一道关。一点都不能错，压力是很大的。”

据范剑介绍，除了本院收治的病人外，
全省确诊的重症及危重症患者，有的也送
过来，因此来这里的人会越来越多，三个病
区已经基本满员，刚刚又开放了第四个病
区。只有 24 小时不间断，才能满足这样强度
的工作量，范剑最多时一天接过 3 0 0 多个
电话。

“三个战场”中的“硬核”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浙大一院充分发挥了
党组织的中流砥柱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

浙大一院目前有 99 个党支部 2735 名党
员，职工中党员占比将近 50%。工作中，公立
医院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力充分发挥出来，
2000 多名党员冲锋在前，400 多名党员主动请
战上一线。每每遇到难题，就“找党员”“找支部
书记”。

在之江院区采访中，记者了解到，1 月 28
日和 1 月 30 日，隔离病房中，来自重症医学科
和感染病科、呼吸内科的 50 多名党员先后成立
抗击疫情第一临时党支部和抗击疫情第二临时
党支部。大家重温入党誓言，10 余名医务人员
火线提出入党申请。

之江院区，并不是浙大一院的唯一战场。
按照梁廷波的说法，他们有“三个战场”。

除了院内战场外，作为省级专家组组长

单位，浙大一院还牵头制定浙江省诊疗规
范，派专家赴温州、舟山等 11 个地市会诊
疑难危重病人。在省外，作为国家医疗队
核心成员，已有三批次 12 位医务人员奔
赴武汉一线抗击疫情，2 位医务人员受国
家卫健委和国家防控督导组指派，赴省外
督导。

按照规定，连续两次核酸检验呈阴性，
就达到出院标准了。然而浙大一院对此慎之
又慎，坚持三次检验呈阴性后再出院。

“过两天，之江院区就应该有几例病人可
以达到出院标准，我们很欣慰，大家的辛苦没
有白费！”梁廷波说。

截至 2 月 3 日 24时，浙江省累计报告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829 例，现
有重症病例 58 例，累计出院 48 例。

入夜，街头万籁俱寂。浙大一院依然灯
火通明。急诊门口，一位匆匆而来的小男孩
走到护士台前，放下一个信封，敬了一个少先
队礼、鞠了一个躬，又匆匆消失在夜幕中。

蓝白相间的卡通信封中，是 9 张百元、5
张 20 元钞票和一封感谢信。习惯性地掏出
仪器迎上前，准备为小男孩测体温的护士章
莹猝不及防，呆愣当场……

2019 年刚刚入职的章莹，工作的第一个
春节就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统计数据显示，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疑似病例开始，浙江有将近 50 万卫
生健康系统人员把自己交给了疫情防治一
线，成为一道又一道把病毒同千家万户隔离
开来的“防护网”，结实而又温暖。

据新华社深圳 2 月 4 日
电(记者周科、王丰)在完成
一名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工作
后，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
育彪又与社区党员开了一次
碰头会。他一再告诫大家：
“一定要做好对辖区居民的
分类排查、重点跟踪，尤其是
我们党员同志要带好头，不
能有丝毫懈怠心理。”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南
岭村，是一个典型的以流动人
口为主的村社区。这个占地
4 平方公里的社区，外来人口
将近 10万人。

分布在深圳各个角落的
1800 多个城中村，因外来人
口多、没有围墙的开放式地
形等特点，成为疫情防控区
域的重中之重。

“针对社区特点，南岭村
第一时间启动了‘党支部+物
业+居民志愿者’的群防群治
防控系统，并建立了‘四个
100%’机制，即出租屋业主
房东 100% 宣传到位、辖区居
住人员 100% 联系到位、疫情
发生地来人 100% 排查登记
到位、出租屋楼栋 100% 张贴
提示到位。”张育彪说。

目前，南岭村防疫一线布
阵了近百名工作人员，他们分

别成立了群众宣传组、“三类”人员信息排查组、健
康监测组、卫生消杀组、居家隔离生活服务组、
后勤保障组、疫情工作落实检查组共 7个小组。

“请问您最近是否离开过深圳？身体有没
有不舒服？”在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 6 号门
入口处，保安员李小芬正在轮岗值守。她说，
“对外来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是筑牢社区疫情
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这个‘入口关’尤为重要，我
们坚决做到一个不漏。”

宝安区共有城中村 432个。沙井街道在宝
安区“三位一体”社区基层防控体系基础上，专门
制定了针对城中村出租屋、工业园区、物业公司
及社区所有岗亭的疫情防控工作指引。“‘非接触
式服务’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即将登记台设置
在门外，提倡居民使用手机扫码填写个人信息和
每日体温申报。”沙井街道党工委书记詹辉说，目
前这一服务模式已在街道 21个社区推广。

针对从疫情发生地返回宝安的居民，社区
督促其进行“居家隔离”。隔离期间，当地制作
了“服务关爱联系卡”，明确隔离时间及相关防
护要求。隔离人员可通过微信与社区志愿者实
时沟通，以保障其日常所需生活物资。此外，各
个社区对公共设施和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每天
定时、定人、定点进行清洁，切断疾病传播途径。

与此同时，一些街道根据自身特点，也创新
推出了不少抗疫举措。坪山区坑梓街道，党员
干部服务组为 196 名隔离观察人员分别送去了
一份暖心“福袋”，让他们感受到关爱。“相比花
园小区有围墙、成熟的物业管理基础以及稳定
的居住人群，城中村的疫情防控更要上一道无
形的‘防疫墙’。”坑梓街道办主任孙艳琼说。

守 护 生 命
探访浙江疫情集中收治点

▲ 2 月 3 日，新华社记者俞菀（右）正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之江院区
用对讲机采访微生物检验室内的医护人员。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接到紧急任务，分秒都不耽误
广西南宁一家防护用品生产企业见闻

“今年过年不走动，待在家里
过新年！”一大早，一心村的大喇
叭就像雄鸡打鸣一样准时吼了起
来，雄浑厚重的西北方言在山里
回荡。

今年春节，记者回到老家甘
肃省定西市岷县。与往年闹社
火、走亲戚的热闹迥然不同，今年
一心村家家关门、户户谢客，除了
村口几位值勤“放哨”的村干部，
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也听不到
闹社火的喧嚣和划拳聚会的欢
闹，显得格外清静。

听老辈人说，一心村人心齐，
所以叫一心村。这在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再次得
到验证。年前，村里外出打工的
年轻人陆陆续续回家团圆，亲朋
好友们谋划着正月里一定好好聚
一聚、耍一耍。然而，大喇叭一声
令下，手机拜年成为村里“新时
尚”，务工回来的人主动躲在自己
屋子里进行“观察”。

“这时候，说啥也不能添乱。”
村民马树同一家坐在亮堂堂的新
房里，共同品尝热气腾腾的年食，
火炉烧得屋里暖洋洋的。马树同
常年在新疆打工，入冬之后就回
来了。春节前，刚刚毕业参加工
作的儿子马近军也回到了家里，
一家人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没出
门，也享受到阖家团圆的温馨与
幸福。

“年年转着拜年，大人忙着访
亲、孩子忙着会友，一家人说不上
几句话。今年，一家人真的过了
一个团团圆圆的团聚年。”马树
同说。

在一心村，许多家庭虽然闭
门过年，却没有猫冬。人勤春早，
每一个院落都是一方脱贫致富的
天地。

新春正午的太阳暖暖的，张
云巧坐在自家院里，麻利地收拾
当归等中药材。正月这几天，她已经把家里 2000 多斤
当归晾晒好了。院子里，一摞摞整齐排列的当归垛，散
发出浓郁的药香。

“往年围着灶台转，今年围着药材转。”张云巧说，
往年过年，她忙着招呼拜年、串门的亲朋好友。今年大
家说好不走动，闲着也是闲着，一家人整天忙着收拾
药材。

岷县是西北中药材主产区之一，被称为“千年药
乡”。当归种植已成为当地人脱贫致富的重要生计。
一心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药材，受年前降雪天气影响，
很多家庭的中药材没有完全晒干。新年里许多家庭全
家齐动员，晾晒自家的药材，准备开市后卖个好价钱。

“2019 年种了 8 亩黄芪 4 亩党参，年前已经卖了
2 万多元，现在剩下的黄芪至少还可以卖 3 万元。”

吃过午饭，村民马响香就和妻子李巧霞忙活起来，
老两口一边整理中药材黄芪，一边算账，盘算着未来的
生活。院子里的农用车上，装着满满一车枝条顺溜的
黄芪。说起上五年级的儿子，马响香特别自豪。儿子
学习成绩优异，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他不断督
促儿子，寒假延长了，还是要多多温习功课，千万不能
手生了。

马响香说，大家一心种药材，家里日子过得越来越
结实了。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家里能出个大学
生，儿子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30 岁的马明军是村里的贫困户。他的新年最大
愿望是给老娘带回一个儿媳妇。马明军和老娘相依为
命，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为了这个梦想，他已经拼
搏好几年：他在苏州、上海打工，挣钱回来盖起了新房。

马明军心疼老娘，抢着归置家里的中药材，这些药
材是老娘一年劳作的心血。他说，早点把药材归置好
了，他就可以早点出门打工了。

老娘在一旁念叨，到外面“绑钢筋”，太苦了。况
且，现在疫情还没有过。

“‘绑钢筋’活是苦一点，但是能挣到钱。”马明军
说，疫情终归会过去。太阳，照常会升起。

（记者郎兵兵）新华社兰州 2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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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2 月 4 日电(记者王金涛、赵宇飞)13
个人分散在 3 间不同的办公室，为了防控疫情，互相保
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不停地打电话，问着几乎同样
的问题：“您好，请问您家中有从外地回乡的人吗？”

电话声此起彼伏。这是记者 2 月 3 日在重庆市万
州区牌楼街道石峰社区看到的一幕。他们正在进行第
二轮社区排查。

万州区毗邻湖北省，春节期间大量人员从湖北返
乡。1 月 24 日重庆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以来，拥有 7500 户居民的石峰社区承担着繁重的
社区排查任务，志愿者雪中送炭，为减轻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压力而努力。

45 岁的周忠正上有年迈多病的父母，下有两个孩
子，在妻子的支持下，他年初三就来到这里参加志愿服
务。2 月 3 日，他领取了排查 184 户居民的任务。

没有专业耳麦，周忠正只能拿着自己的手机打电
话，一天下来胳膊酸痛，有时还会耳鸣。“虽然很累，但
不少居民在电话中祝福我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让人心
里很温暖。”他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石峰社区
先后来了 50 多名志愿者，自愿服从社区干部的安排，
成为社区抗疫一线的生力军。他们与 7 名社区干部以
及社区民警、社区医生合作，迅速在石峰社区排查出
200 余名外地返乡人员，并对其严格实施居家隔离，目
前石峰社区尚未出现确诊病例。

满头白发的七旬退休工人张成龙，是石峰社区年
龄最大的志愿者。与周忠正不同，他不打电话，而是天
天穿着红色马甲，走街串巷劝导不戴口罩或聚集的居
民。张成龙说，经过宣传，居民们大都自觉戴上了口
罩，减少了外出频次。

志愿者中还有企业经营者。程洪全是一家民企的
老板，同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年初五开始，他有时
开着自家车帮社区搞运输，有时拖着音箱，在社区内巡
回宣传“戴口罩、少出门、少聚集”等防疫知识。

社区志愿者

抗疫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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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护人员在前线不怕牺牲，我们在后方没

有任何理由，不全力以赴完成保障任务。”
3 日，广西南宁腾科宝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雷珍在忙碌工作中挤出时间接受记者
采访。这是一家生产医用防护用品的企业。半
个月前，公司员工已全部放假回家。1 月 22 日
接到政府加急订单后紧急复工，已怀孕 8个多
月的雷珍立即从隆安县老家赶回来。“我每天 8
点到公司，差不多晚上 8 点才回家，之后还要通
过电话安排、协调工作。”雷珍说。

“我们现在就是要与时间赛跑！”雷珍说，公
司日常生产的产品近 20种，现在其他订单全部
放下，把人力都投到最急需的防护服、隔离衣生
产上来。30 多名返岗工人每人每天工作 12个
小时。

在生产车间，工人们紧张而有序地加工防
护服、隔离衣。“大家连上厕所都是跑着去的，一
分一秒都不想耽误。”公司车间生产部主管陆善
才说。

“政府给我们安排了 5 万件医用防护服和
10 万件医用隔离衣生产任务。目前公司的困
难主要是人工严重不足，其次是缺乏原材料。”
雷珍说，现在公司正陆续招聘新员工，培训完后
尽快上岗，全部上岗后一线工人能达到 100 多
人。公司董事长主要精力花在采购原材料上。

“各级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很
多困难。”雷珍说，南宁市政府、南宁经开区管委
会专门派出工作组进驻企业现场办公，随时帮
助解决生产遇到的难题。“政府帮助我们协调解
决了运输困难，确保原材料及时运达，同时还积
极帮助招聘员工。”

记者采访时，当地政府派驻的工作小组正
在公司开碰头会。驻企工作小组组长、南宁市
市场监管局调研员李本福说，市政府成立了服

务卫生防护用品生产企业领导小组，成立 4个
服务工作小组，他们这个小组共有 5 人，专门负
责服务腾科宝迪公司。根据疫情变化，还要协
助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增加防护用品供应量。
目前已紧急联系了相关服装加工企业，帮助腾
科宝迪公司承接产品的部分工序。

南宁市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安排 2 人进驻腾
科宝迪公司，副局长廖术烈对记者说，公司所需
原材料都远在外省，受疫情和春节放假影响，市

场运力不足，企业一时无法联系到车辆运输。
经开区协调本地物流公司安排专车赶赴外地
运回原材料。针对企业提出的用工需求，经开
区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招聘消息，并给予招聘奖
励，目前已有 32名符合条件的工人通过筛选。

“2 月 2 日，首批 6 . 8 万件医用隔离衣已
顺利交付，预计 2 天内还将有 2000 件医用防
护服送到一线。”雷珍说。
(记者刘伟、黄浩铭)新华社南宁 2 月 4 日电

▲南宁腾科宝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医用隔离衣（2 月 3 日摄）。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列车“好声音”的最后一个春运
“请大家上车戴好口罩”“勤洗手、勤消

毒，安全乘车很重要。”1 月 31 日，由日照开
往北京的 K1902 次列车广播里，照例传来了
列车广播员许红的声音。2020 年春运是许
红的最后一次春运，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这位即将退休的广播员坚守一线，一刻不停
地向乘客宣传安全卫生知识。

从事列车播音工作 30 多年，许红被不少
乘客亲切地称为列车“好声音”。再过两个月，
许红就要退休，离开 3 平方米的列车广播室。
广播室内陈设很简单，一台广播机和一个写满
播音材料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需要播报的文
字材料。“最近这本笔记又更新了，加入了和防
控疫情相关的内容。”许红告诉记者。

“春运期间正是疫情高发的时段，铁路
运输客流量很大 ，作为列车广播员 ，身上
的责任很重。火车上人员众多，我一方面
要提醒乘客注意个人卫生，另一方面也要
向乘客传递权威、准确的疫情信息，避免
错误信息的传播 。”许红说 ，虽然即将退
休 ，但她要坚守自己的岗位 ，扛起自己的
职责。

在一趟列车上，许红作为唯一的广播员
要连续播音 3 天。如今，除了日常的播报信
息，她还会专门播报国家防控措施、自我防
护提示等内容 40 多次。“与奋战在一线的医
护工作者相比，这不算什么。我想让更多的
旅客掌握相关知识，让更多的人对战胜疫情

充满信心。”她说。
列车中午和晚间停止播音时间 ，许红

常常走出广播室，去车厢里转转，帮乘客做
些力作能及的事情。“有乘客咨询问题会给他
们解答，或者有的乘客生病，我会和乘务员一
起，及时进行救治。”许红说，现在她的任务又
多了一项，就是提醒乘客为自己和身边人的
健康负责，戴好口罩，下车回家后勤洗手。

这位列车“好声音”告诉记者，在列车广
播员的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在自己退休前的
两个月，会尽可能多地为防疫做一些贡献。“这
个时候，车上的每位乘客更想听到的是铁路人
传递的‘正能量’。”许红说。

(记者邵鲁文)新华社济南电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