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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3 月 2 日电（记者
胡 星 、肖 艳 ）治 愈 率 提 高 到
56 . 36%，重症、危重症患者占比从
38 . 49% 下降到 16 . 17% ……连日
来，积极的消息不断从湖北省鄂州
市传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贵州省对口支援鄂州市、援助武汉
方舱医院。“把最好的资源送到湖
北！”贵州举全省之力支援湖北，特
别是在鄂州市全力以赴开展工作。

“把最好的资源送到湖北”

根据国家对口支援工作安排，
1 月 27 日，贵州省首批 137 名全
部由三甲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医
疗队前往鄂州，进驻到鄂州市定点
救治点开展救治工作。截至目前，
贵州省已先后派出 9批共 1434人
的医护、公共卫生和管理人员队伍
赶赴湖北，其中 856人在鄂州市开
展工作，578人在武汉市。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主任李奇
勇说，贵州在自身疫情防控压力大
的情况下，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力支援湖北抗击疫
情工作。上下同心、精锐出战、倾尽
全力，“把最好的资源送到湖北”。

这支 1434人的医疗团队，包括呼吸内科、感染科、重症医学
科、急诊科、精神卫生专业等医务人员。专家云集，贵州最好的 3
家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遵义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全部派出顶级专家团队。骨干云集，医疗队员都是医院
主力和科室骨干，全省 9个市州均派出精兵强将出征。

在派出最优秀医疗人才的同时，贵州把“压箱底”的医疗物
资也送往湖北。N95 口罩及标准高于 N95 口罩的各类医用口
罩 2 . 12 万个，超过贵州省库存的一半。全省调集 10 台救护车、
4 台负压救护车前往，建立省内、省外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供应
双机制，多渠道筹集了医用防护服 6100 套、隔离衣 3 . 27 万件。

优化打法 精准施策

贵州省援助鄂州医疗队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贵州医科大
学党委书记梁贵友告诉记者，贵州医疗队是整建制开拔的专业
化队伍，既有医疗专家，也有专业的医院管理人员和后勤保障队
伍，能支撑医院的运行管理和应对疫情需要。贵州医疗队整体接
管了鄂州雷山医院（鄂州版小汤山医院）和鄂州市中心医院的重
症病区和 ICU病区，目前接收病人占鄂州确诊比例的 70%。

“93 岁的彭大爷治愈出院了。”2 月 28 日，由贵州第六批
医疗队接管的鄂州市中心医院呼吸重症一病区传来好消息。伴
有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彭大爷确
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后，于 2 月 22 日转入鄂州市中心医院治疗。

贵州第六批医疗队队长、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务处
处长张骏介绍，彭大爷入院后，治疗组迅速组织感染、呼吸、重
症等专业医护人员制定治疗方案。经过 6 天的抗病毒、活血化
瘀、抗凝调脂等对症支持治疗，达到出院标准。93 岁的年纪也
刷新了鄂州市治愈出院重症患者的纪录。

张骏说，由于急危重症病人大多是伴有基础疾病的老年
人，为确保治疗效果，医疗队在病区人员安排上优化了专业设
置，每个病区都有呼吸、重症、急诊、心血管等专业人员，确保
有及时多学科沟通、商讨的机制。仅在重症病区，从 2 月 19 日
医疗队进驻以来，已有 45 名急危重症病人治愈出院。

“湖北有所呼，贵州有所应”

截至目前，鄂州市新冠肺炎治愈率为 56 . 36%，重症、危
重症患者从 2 月 14 日的 376 例减少到 103 例，占比从
38 . 49% 下降到 16 . 17%，从人等病床实现了病床等人。

随着患者治愈康复出院，一封封感谢信递到医护人员手
中。有治愈患者写道：“感谢这群来自贵州的医护人员，让我们
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大爱。”鄂州市市长刘海军表示：“贵州
医疗队火速驰援，极大缓解了鄂州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压力，
将多名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李奇勇说，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近年来，通
过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贵州在医疗、教育、文化、人才培养等
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贵州人民懂得感恩，支援湖北责无旁
贷。贵州将根据前方需求，最大限度保障人力、物力，坚决做到

‘湖北有所呼，贵州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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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2 日电（记者秦婧、闫起磊)闻令请缨，
12 批医疗队和卫生防疫人员共计千余人先后驰援；马力全
开，应急物资产出后直发前线；对口支援，抽调精锐奔赴林区
深山。大“疫”当前，冀鄂同心携手共赴“决战”。

“疫情不退，我们不撤！”

“大疫面前有大爱。面对此次疫情，我义不容辞且充满必
胜信心。”大年初二，首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时，医疗队
队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医
师袁雅冬，誓言铿锵。

大年初一晚上，接到要组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通知后，袁
雅冬坚定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科室名单的第一个。

“我上，2003年抗击‘非典’和 2009年迎战‘甲流’我都在一
线，我的经验一定会对救治有所帮助。”袁雅冬说，在离家千里
的“战场”上，忙碌而劳累，“听到患者的声声感谢，看到他们渴
望生命的眼神，一切都值了。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笑到最后。”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心内四科副主任赵庆丰在凌晨接到通知
后，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身为医务人员，就要冲在最前面。”

无论是在定点医院，还是在方舱医院，驰援湖北的 1000
多名燕赵儿女无不全力以赴。他们的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
也代表着河北人民的一份力量。

来自石家庄市妇产医院的护士王莎进入武汉方舱医院
后，坚持每天都给患者一个灿烂的微笑和一句温暖的话语。她
说：“在我眼中，我们和患者是共同战‘疫’的战友，我们相互温
暖，一起战斗。”

2 月 26 日，是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队员到武汉“满
月”的日子。这一天，支援武汉市第七医院的护士康丽媛等人
发起写下的一份“请战书”感动了众人：“我们是重症护理组第
四小组成员，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既然是第一批来武汉支援
的，能不能最后一批回去，请领导批准！”

“请战书”引发共鸣，医疗队微信群内不同批次的队员们
自发接龙，传递出“决战”到底的信念：“疫情不退，我们不撤！”

总领队范素文说，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全体医务人员精
神饱满，工作有序，展现了河北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传递
出了 7500 万河北人民对湖北人民的深情厚谊。

“支援神农架，拧成一股绳”

根据国家启动的对口支援机制，河北省对口支援湖北神

农架林区。
在经过 10 个小时火车、7 个多小时的汽车车程后，2 月

12 日，河北首批支援神农架林区防治工作队队员抵达了目的
地。由于神农架地大面广，不通高速，盘山路多，有部分队员晕
车呕吐，但这丝毫影响不了他们投身战“疫”一线的迫切心情。

“我们的团队是根据林区需求组建的，医护人员来自河北
省综合实力强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河北省中医院，涵
盖急诊、呼吸、重症医学等学科。”河北省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
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河北省卫健委党组副
书记徐春芳说，除了在医疗技术方面大力支援外，工作队还带
来了当地急需的设备和物资。

神农架林区虽不是湖北省疫情重点地区，但这里山高林
密交通不便，且医疗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弱，也面临着众多挑
战。因此，河北工作队和神农架林区把加强基层防控培训、优
化医疗机构工作流程、强化院感防控等作为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的重点。

河北支援神农架防治工作队防控救治组组长瞿长宝说，
基于林区人员分布分散、防控意识相对薄弱等情况，工作队还
制作了科普节目，通过电视台向全区播放。他们当前正和当地
共同努力，加快弥补林区医疗设备、技术及人力短板，确保打
赢阻击战。

华北制药捐赠 10000 瓶消毒液、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协
调捐赠呼吸仪等急用物资、邯郸团市委捐赠 500 套防护
服……“支援神农架，拧成一股绳”，来自河北社会各界的爱心
力量依然在汇集。

2 月 23 日，刚刚脱贫的河北省阳原县曲长城村 3003 名
村民，将甲强龙针剂 840 支、优质菊花茶 1920 罐，总价值 6 万
元的物资捐赠给了神农架林区。“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让
大家过上了好日子，大疫面前，支援神农架，村民们都愿出一
份力。”曲长城村第一书记严春晓说。

“为白衣战士打造铠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连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裁片、缝纫、封胶、检验、密
封……工人们正夜以继日地生产前方急需的医用防护服。

这家公司在疫情发生前从未生产过医用防护服，在政府
支持下，企业马上转产，20 余条生产线、2700 余名生产人员
陆续投入进来。目前，公司日生产医用防护服已增长到 3 万
套，产品下线后，直发湖北前线。

“为白衣战士打造护身铠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际华
三五零二公司党委书记周长胜说。

生物医药是河北省优势产业之一，拥有华药、石药、以岭、
神威、石家庄四药等一批知名药企。疫情发生后，河北省发挥
产业资源优势，大力引导和组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医护物资
和相关抗病毒药品，源源不断地发往湖北等地。

自 1 月中旬以来，石药集团盐酸阿比多尔生产线一直满
负荷生产。河北省工信厅专门派出驻厂特派员，协调解决企
业所需的原料、资金、劳动力、产品运输等要素保障，确保药
品及时供应，优先满足疫情重灾区需求。截至 2 月 27 日，石
药集团累计为湖北调拨的阿比多尔片数量超过了总产量的
60%。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25 日，河
北省累计向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调拨防护服 48 . 21 万套，医
用口罩 101 . 07 万只，隔离面罩 47 . 52 万套。对口支援神农架
林区呼吸机等医疗设备 13 台，N95 口罩、防护服等 3 万余套
（只），药品 4000 余盒（支）；捐赠口罩、防护面罩等 1 . 3 万只，
呼吸仪等设备 24 台，消毒剂 1 . 25 万桶（瓶），现金、药品等
100 万元。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1 日电（记者王靖、魏婧宇、安路蒙）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远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克
服医疗卫生资源紧缺等困难，倾囊相助，先后驰援湖北省荆门
市、武汉市等地 12 批次、839 名医护和疾控人员，600 吨牛羊
肉和牛奶等生活物资，社会各界向湖北省捐款 1 . 14 亿元，为
荆门市等地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内蒙古 2500 万各族儿女与荆门人民同
舟共济、心手相连，凝聚起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火速支援：“粮仓肉库奶罐”拿出最好“家底”

“星火驰援，全力以赴！”“我是党员，让我上吧！”支援荆门
市的报名通知一呼百应，内蒙古医疗系统的白衣战士们热血
沸腾，纷纷主动请战。1 月 28 日，内蒙古火速组建的首批援鄂
医疗队抵达荆门市，成为当地首支“国家医疗救护队”。

在对口支援荆门市的关系确定后，内蒙古第一时间成立
了对口支援荆门市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前方指挥部，驻荆门市
开展工作，同时先后选派医术精湛、素质过硬的医护及疾控人
员组成医疗队、疾控队支援荆门市等地，并筹集大量物资千里
驰援。

前线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紧缺，怎么办？“了解到这一情
况，我们这头立即行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对口支
援荆门市工作领导小组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高润喜说，尽管内
蒙古物资也很紧缺，但我们努力克服自身困难，积极调动各方
力量，千方百计筹措援荆物资。

口罩 4 万个、防护服 1 万套、手套 1 万副、护目镜 3000
副、移动查房系统 5 套…… 2 月 28 日，内蒙古向荆门市倾囊
捐赠一批医疗物资，为当地有效开展疫情防控提供有力保障。

不仅如此，内蒙古还紧急支援湖北省生活必需品物资，包
括 600 吨牛羊肉、牛奶等草原特产以及大米等 100 吨、马铃薯
330 吨。实诚的草原儿女希望湖北人民吃上新鲜的牛羊肉、奶
制品，增强抵抗力，尽快打败病毒。

对于内蒙古的相助，荆门市委书记张爱国感动地说：“内蒙
古对口支援荆门市的广大医护人员，在疫情一线用心用情用力，
敢于担当，辛勤奉献，不遗余力救治病患，展现出内蒙古人民对
荆门市人民的深情厚谊，特别是对疫情一线物资上的无私援助，
体现了内蒙古团结奋斗、守望相助、大爱无疆的浓厚情怀。”

精锐尽出：“你们是草原上最美丽的云朵”

“我今天有点激动，贺（先生）拔掉了 ECMO，我想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荆门市一位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经过 16 天的体
外膜肺氧合救治后，成功撤机，内蒙古援助荆门医疗队成员、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张卿，在朋友圈
中分享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从“60 后”到“90 后”，内蒙古派出的 839 名医护和疾控
人员，在荆门市、武汉市的多家医院开展防治工作。他们和荆
门市的医护人员密切配合，帮助当地医院改建传染病区，改进
感染控制流程，培训医护和消毒杀菌人员，接手危重症患者治
疗，极大改善了当地传染病防治条件。

在荆门市开展疫情防控对口支援后，前方指挥部和自治
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召开视频会议，商讨优化对口支援工
作。高润喜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统筹、优化服务，切实加强医
护人员的医用物资保障和日常管理，深度参与医疗救治工作，
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救治措施，高质量完成对口支援疫情防
控各项任务。

内蒙古和浙江共同对口支援荆门市，为进一步加强力量
整合，两省一市建立起联动工作机制。医疗救治“三方会商机
制”、工作联动“三张清单制度”、信息资源“三方共享机制”。三
项联动工作机制启动后，各方责任明晰，协调配合加强，更好
地实现了精准施策、科学救治。

在荆门市抗疫一线奋战了 1 个多月的内蒙古医护人员，
不仅是患者们口中的“草原医生”，也是陪患者谈天说地的“妹
子”、为小患者送来玩具的“好阿姨”、昼夜守在重症患者床旁
的“贴心人”。一位患者出院后，在给医疗队的感谢信中写道：
“你们无愧于白衣天使称号，你们是辽阔草原上最美丽的云
朵。”

真情实感：“荆门和湖北尽快好起来，再苦再累都值”

从熟悉的家乡到陌生的城市，从安稳有序的工作到疫情
防控的风暴中心，内蒙古 839 名医护和疾控人员，争分夺秒、
竭尽全力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他们把草原儿女对湖北省、荆
门市真心实意的关心和爱，写在了荆楚大地上。

在荆门市钟祥市同仁医院，患者们私下讨论，有位内蒙古
来的“驼背护士”很拼、很敬业。实际上这位护士是个高高壮壮
的蒙古族姑娘，她是内蒙古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耿文娟。刚到荆门市时物资紧缺，防护服只有小码，她只好窝
着身子穿，生怕把防护服撑破，因而成了患者眼里的“驼背护
士”。

耿文娟有着严重的哮喘病，消毒液和酒精闻久了，就会哮
喘发作。加上整日憋在防护服里，六七个小时不能吃喝和上厕
所，她有时会缺氧、头晕、恶心，不得不加大哮喘药物剂量。尽
管满是疲惫，她强撑着给患者传递温情与力量：“要坚持，马上
就会好起来！”

重症患者容易情绪紧张，尤其是个别患者精神状态一度
濒临崩溃，开展心理疏导也是援荆医护人员的重要工作。为了
安抚他们的情绪，张卿等人拿出从内蒙古带来的牛肉干、奶
酪、酸奶等特产，分享给患者。“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内
蒙古的牛肉干吃了后百毒不侵，他们听了后就会哈哈笑。”张
卿说。

耿文娟、张卿只是内蒙古援鄂医护人员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湖北省，839 名医护和疾控人员管护着 1300 余张床位、900
余名患者，其中 300 多名为重症和危重病例。在当地医院与援
荆医疗队共同奋战一个多月后，荆门市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人数得到有效控制，治愈人数正在不断上升。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几天，钟祥市气温回暖，桃花盛
开。在内蒙古援湖北人员的帮助下，参与救治的超过 200 名患
者已经出院。看着窗外的春天美景，耿文娟对战胜疫情信心满
满：“今天的付出，就是为了大家尽早摘下口罩拥抱春天。只要
荆门、湖北尽快好起来，再苦再累都值。”

同 心 共 战“疫” 燕 赵 慨 而 慷
记驰援“湖北保卫战”的河北力量

倾 囊 援 江 汉 草 原 爱 无 疆
内蒙古对口支援荆门市抗疫纪实

▲ 1 月 27 日，黔西南州
人民医院护士戴缘与医疗队
队员一起等候出发前往湖北
鄂州。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 2 月 24 日，在武汉市第七医院 ICU ，河北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护理组长康丽媛（中）与同事在上班前一起
加油鼓劲。 新华社发（熊芳摄）

▲ 2 月 21 日，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一名内蒙古自
治区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亲人告别。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 聚焦疫情防控·对口支援 19 省份在奋战 ▲

疫情期间，一线医护人员承担了繁重的工作，而对于任莹
莹这样的“双医”家庭来说，原本的生活节奏更是被彻底改变。

任莹莹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医生，她的
丈夫张挪富已前往湖北武汉一线支援。由于经常加班，为了让
家中两位年迈的老人和两个孩子“不断粮”，任莹莹一开始不
得不大量囤积方便食品和速冻食品。

“如果您有需要，我们将免费配送蔬菜到您家！”疫情发生
后不久，任莹莹就在微信里看到一封致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信。
原来这是由广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合开展的“您为
大家·我帮您家”关爱行动。群团组织联合，每周两次为驰援湖
北抗疫一线以及定点接收医院的医务人员家庭免费配送生鲜
食品。

任莹莹说，送菜到家解了燃眉之急，新鲜的蔬菜、鸡蛋、鱼，
每次送来的菜都有变化，物资还会根据家属的需求进行调整。

虽然家中有个一岁半的女儿，还有刚动完直肠癌手术需

要照顾的母亲，但疫情当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医
生高元妹决定驰援湖北。为支持妻子，丈夫刘红江向公司请了
假，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和小孩。

妇联等单位很快伸出了援助之手。刘红江的家中不仅收
到了蔬菜、水果等食物，还有小孩需要的纸尿裤等物资。针对
家中有一岁到三岁幼儿的医护家属，妇联等单位也提供幼儿
托管服务，精准解决家庭的难事。

“就我们家庭现状来说，幼儿托管服务是非常及时和贴心
的。”刘红江说。

广州市妇联副主席李艳林介绍，抗疫期间，工青妇组织着
力解决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家事、心事、急难事，“您
的家事我来帮、您的心事我来解、您的急难事我来办。”截至目
前，群团组织已配送食品 5 批次 6088 单，总重量接近 3 万公
斤，惠及 1392 个一线医务人员家庭。

（记者胡林果、杨淑馨）新华社广州 3 月 2 日电

“你家的菜我来送，你家的活我来干”

广州为医护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据新华社天津 3 月 2 日电（记者周润健）提高薪酬水

平、职称评聘倾斜、组织疗养休养、做好心理疏导……为保
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致敬这些最美“逆行者”，天津市 2
日发布 11 条“硬核”举措，激励保障全市医务人员全身心投
入疫情防控工作。

这 11 条“硬核”举措包括：提高临时性工作补助标准、
提高薪酬水平、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实施职称评聘倾斜
措施、落实一线医务人员生活保障、全力救治受感染的医务
人员、开展烈士褒扬、做好疗养休养、增加休息和带薪休假
时间、及时做好心理调适疏导、切实落实有困难家庭的照顾
帮扶。

除提高薪酬水平、职称评聘倾斜等“硬指标”外，天津市
还明确表示，要将一线医务人员纳入年度健康体检计划和
疗养休养计划。疫情结束后，各医疗卫生机构及时为一线医
务人员组织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和疗养休养，适当为一线医
务人员增加休息和带薪休假的时间。

据新华社重庆电（记者周闻韬）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市已
有 5964 名志愿者下沉到社区，结对为 3306 个援助湖北及市
内定点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家庭提供精准服务，帮助他们解
除后顾之忧。

如针对有年迈老人、幼龄小孩的医务人员家庭，志愿者们
会定期进行电话问候、视频问询，及时了解其需求、解决难题、
安抚陪伴；一些志愿者中的中小学教师、大学生则当起了“家
庭教师”，帮助医务人员子女辅导假期作业、预习新学期课程、
锻炼身体；还有不少“雷锋的士”驾驶员、私家车主志愿者建立
起“随叫随到”联系机制，保障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必
要出行。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市文明委向一线医务人员做
出“你们守护好患者，我们照顾好你们的家人”承诺，广大志愿
者正是兑现这一承诺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有 93 万
名志愿者战斗在社区联防联控第一线，发放宣传资料 760 余万
份，劝导群众 77 万余人次，帮助采购运送物品 16 万余人次。

重庆：近 6000 名志愿者

守护一线医务人员家庭

天津：11 条“硬核”举措

关 爱 最 美“逆 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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