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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3 月 3 日电（记者徐海波）“你像
现在一样开心地活下去，才是你丈夫最愿意看到
的。”3 日 15时 30 分许，湖北省黄冈市疫情防护
心理援助热线值班老师马双容微笑地挂上电话。
电话那头的沈女士不再是泣不成声，而是连声
感谢。

这是黄冈市开展疫情心理治疗 1 个月来，接
诊的第 3000 名咨询者。

这名沈女士一家三口先后感染新冠肺炎，分别
入院隔离在不同病区。她和女儿先后痊愈出院，而
丈夫却没能挺过来。已有身孕的女儿受不了打击，
不吃不喝，精神开始抑郁。她也整天以泪洗面。经过
马双容的倾听倾诉、空椅子技术、保险箱疗法等 1
个多小时的心理治疗，沈女士终于停止了哭泣，开
始与马双容攀谈起来。她最后表示，一定会坚强走
下去，为女儿和未出生的外孙支撑起一片天。

黄冈是湖北省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截
至 3 月 2 日 24时，黄冈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2907 例。随着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患者及
其家人出现恐慌、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黄冈市
卫健委联合湖北静远心理咨询中心、黄冈师范学
院等单位，于 2 月 4 日设立了疫情防护心理援助
热线，并专门开通了留守儿童、残疾人等两条专
线。2 月 8 日，黄冈又开通 4 条一线医护人员心理
援助专线。随后，黄冈又建立了 7 个医患心理援助
微信群。

从诉求内容来看，关于心理障碍类的咨询最
多，占比超过半数，如对病情产生恐惧、被封闭管
理后出现焦虑、因亲人患病而产生抑郁、受负面情
绪影响出现睡眠障碍等反应。从诉求人员来看，首
先是普通市民占到近三分之一，其次是隔离人员
和患者家属，再就是一线医护人员。

据统计，截至 3 月 3 日 17时，黄冈市 52 名专
业心理咨询师通过 7 条心理热线、1 个线上心理
援助平台和 7 个心理援助微信群，共受理心理援
助诉求 3038 人次，成功化解 7 起心理应激重症。

黄冈开通 7 条热线

进行疫情心理治疗

新华社武汉 3 月 3 日电（记者王作葵、王贤、
佘勇刚）“你们先把白菜送回克（当地方言去读
克），我们克买莴苣和萝卜。”武汉市江汉区民意街
友谊社区副主任彭晓莉对同行的志愿者说。

“我们小区的面积是 0 . 053 平方公里，有居
民 2169 户，5219 人。”友谊社区主任金义兰谈起
这些数据来可说是如数家珍。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月 10日发
布第 12 号通告，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所有
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
动、阻断疫情扩散。同时，小区封闭后居民生活如何
保障、柴米油盐如何供应成为广为关注的话题。

上午 8：30，彭晓莉与同事及志愿者前往白
沙洲批发市场，那里是武汉市蔬菜供应的主要平
台之一。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替社区居民购买 300 份
蔬菜，每份包括一棵大白菜、2 个白萝卜和 2 根莴
苣，每份的总价不能超过 8 元钱。”彭晓莉说。

“我开了十几年出租车，从来没见武汉的大
街上这么空过。”司机蔡青春对记者说。后备箱
和后排座都塞满白菜的出租车在他的驾驶下从
批发市场开出，出口有工作人员把守，免收停车
费，但要对车上人员检测体温。

大年初二一点多，蔡青春接到电话通知，征
召出租车作为社区保障车辆。“我本来不想来，
因为风险蛮大，但爱人和孩子都觉得应该承担
这个工作。”从那一天起，蔡青春没有休息过一
天。“到社区后，工作时间比平时长了一倍，有时
还要送物品去医院。我打算和家里人隔离开来，
但爱人不同意，她说‘一家人就是死也要在一
起’。”蔡青春说。

为了解决社区居民的购物难题，友谊社区的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织了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

“我们会提前跟超市等销售平台联系，把第
二天到货的名称、数量、价格发布在微信群里，
并把居民的订货汇总统计后报给商家。货运到

社区后，我们再通过群通知大家分批来取。”负
责线上团队的社区工作人员周学颖说。

“几多号？”每来一位取货的居民，周学颖都
会这样问。核对订单序列号、姓名、手机号码并
签字后，周学颖把货物发放给居民。“今天下雨，
只有 138 个订单，多的时候有 400-500 个。所
有订单，社区不会加价一分钱。”她说。

友谊小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居民中
80 岁以上的老人多达 247 位。老年人、不会使
用手机和微信的居民，可以把自己的购物需求
告诉出入口的执勤人员，通过他们在线上下单。

在公司担任投标专员的闵茜就是一位这样
的执勤人员。“其实，我住在街对面的另一个小
区，但是那个小区的志愿者名额满了，所以我来
到这里。”闵茜说。

13：30 许，莴苣和萝卜也运回来了。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立刻开始分装，所有人都动
员起来。

彭晓莉泡了一碗方便面作为今天的午饭。
冒雨在批发市场的各个摊位之间跑来跑去，她
的裤腿上满是泥点。

“有时候，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力气。
不过，自己的城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自己不出
力难道还要等别人出力吗？”彭晓莉说。

对账之后，发现比预计的 2400 元多花了
40 元。“这个就算给大家捐款了吧，好在超得不
多。”彭晓莉说。

又有一些志愿者赶来帮忙。分菜过程中，大
家合作非常默契，但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见分
歧，因为蔬菜有大有小，想均匀分配并不容易。

14：45，第一份爱心菜发到居民手中。“蛮
新鲜！划得来！”两鬓斑白的王先生对邻里说。收
到通知分批来取菜的居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组织
下排起队，大家自觉保持着一米以上的间距。

雨停了，天还阴着，但居民们的脸上有了期
待和笑容。

0 . 053 平方公里上发生的“大事情”

有一幅画，叫“梦开始的
教室”；有一句呼唤，叫“我在
桂子山等你”。

2 月 29 日，武昌方舱医
院，19 岁的新冠肺炎患者付
巧，惊喜地收到了一封来信。
这封信，是华中师范大学校
长郝芳华写给她，并托人专
程送到付巧手上的。

“我在桂子山等你！”郝
芳华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付巧同学：
你好！我得知你和你的

家人全被感染新冠病毒，被
隔离在不同的地方，我非常
担心，但看到你画的‘梦开始
的教室’，看到你在方舱医院
为高考努力备战的样子，感
受到你为梦想永不言弃的信
念，我相信你和家人一定会
早日战胜病毒，康复团聚。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
其磨砺，始得玉成，希望你继
续坚持，笃信而行，我在九月
桂花飘香的桂子山等你，加
油，你可以！祝你和家人早日
康复团聚！”

6 天前，武昌方舱医院
内巡视的医生发现，在院内
的留言墙上，多了一张画。画
的名字叫“梦开始的教室”，
画中的内容，就是现实中的

教室：一排排书桌上，累着一摞摞的课本。黑板上，
写着“高考倒计时还有 106 天，高考加油！中国加
油！”画面中没有人，但依然能感受到高考前那种
紧张的气氛。

画的作者是 162 床的付巧，是武汉市一名高三
学生，即将参加高考。不幸的是，她们一家四口都被
病毒感染，并隔离在三个地方：爸爸妈妈在汉口方
舱医院，弟弟在一家酒店，付巧在武昌方舱医院。

华中师范大学曾艳梅老师是给付巧送信的
人。她告诉记者，付巧自我要求较高，一周六天，她
每天都在认真地上网课。

之前，付巧告诉大家，她的梦想是考进华中师
范大学，将来当一名老师，因为她的人生中遇到了
很多非常好的老师。

方舱医院的医生们发现，付巧每天上网课很
吃力，她只能侧坐在病床上；病床边的小桌上，放
了一堆书和笔记本电脑后，鼠标就只能放在凳子
上滑动。

医生们说，在此之前，付巧既要照顾生病的父
母和弟弟，又要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她自强不息的
精神感动了大家。付巧的自理能力很强，从来没跟
医疗队提过任何要求，但大家看了都很心疼。

负责这个方舱医院的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医
疗队，大家纷纷出主意，如何给付巧改善学习环
境。“可以到我们办公室复习。”“可以在办公室放
一台空气消毒机……”

医生们专门带了牛奶送给付巧，还特意在防
护服上写下“付巧加油，高考必胜”，为付巧鼓劲。

“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小女孩，面对残酷的疫
情，她内心的坚韧让我们都感到意外，也感动了我
们。”郝芳华告诉付巧：“你自己感染了，爸爸妈妈
现在恢复情况不够理想。但你要相信自己，也要经
常鼓励爸爸妈妈和弟弟，你的鼓励对他们战胜病
毒病魔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

“面对疫情，年轻一代展现出惊人的坚韧，他
们也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郝芳华说。

（记者熊言豪、刘宏宇）新华社武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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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3 日电（记者王贤、乐文
婉）截至 2 日 24时，湖北省共指定定点救治医院
238 家，当日新增出院 2410 例，累计治愈出院
36167 人，治愈率从 2 月 12 日的 7 . 14% 持续提
升至 3 月 2 日的 53 . 81%。这是记者从 3 日召开
的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第 38 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说，湖北省在中央指导
组的指导下，推动救治关口前移，解决患者收治难
题；全力救治重症患者；预防轻症转重症，减少重
症患者比例；全力提高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降低
病亡率。目前，全省各地市危重症床位配置基本满
足救治需求。武汉市重症救治床位已由人等床转
变为床等人。武汉患者病亡率正在逐渐下降。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涂远超说，钟
南山、李兰娟、王辰、黄璐琦、张伯礼、陈巍、仝小
林等 10 位业内著名的院士齐聚湖北，330 多支
医疗队、超 4万名医务工作者从全国各地支援湖
北。其中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心血管科
和麻醉科专家达到 15000 多人，援助湖北医疗队
直接接管病区，在患者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杨云彦介绍，当前湖北疫情形势出现积极
变化，但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当前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消化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增量
风险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控制；疫情防控仍具有
不确定性，近期陆续发现一些无症状检测阳性
患者，甚至极少数出院患者复检阳性的现象；老
旧社区、特殊场所等地方还存在薄弱环节。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3 日电（记者王贤、乐
文婉）湖北省将有序推进医疗秩序分区、分级
管理，分类、分步实施，逐步恢复正常的医疗秩
序和服务。将根据疫情防控的实际，逐步缩减
新冠肺炎收治的定点医院，有序关停方舱医
院，分批、分步，逐步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

这是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涂远超
在 3 日下午召开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第 38 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

涂远超解释，分区管理就是根据高中低风
险区进行管理。湖北省有越来越多的市州出现
新增病例零增长，对此一方面仍然不能放松，要
采取最严格的措施进行防控，抓紧、抓细、抓实
各项防控工作；另一方面，也应该统筹考虑，解

决好人民群众正常的就医问题。
涂远超介绍，对高风险区的武汉非新冠肺

炎患者就医需求，指定一批医院继续重点保障
急危重症、血液透析、肿瘤、孕产妇和儿童等患
者急需的医疗需求，同时也指定了首批重点医
院，全面转为提供综合性的医疗服务。其他的高
风险地区也将参照武汉市的做法制定具体的实
施方案。对中、低风险区域，涂远超称，要继续
巩固各项防控措施，在控制增量、消化存量，
加强新冠肺炎救治的同时，坚决防止疫情的
反弹，统筹各种资源，留足提前量，确保能够
有能力应对聚集性的疫情暴发。同时，对其他
医疗资源合理设置清洁医院、清洁病区，根据
风险等级逐步恢复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

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从 7 . 14% 大幅提升至 53 . 81%

湖北：逐步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和服务

新华社武汉 3 月
3 日电（记者陆华东、
佘勇刚、廖君）住在武
汉市武昌区城市优品
酒店（武汉大学店）安
置点的滞留外地人邓
晓军说，住进安置点，
他们夫妻的心总算踏
实点了。

去年底，来自甘
肃的邓晓军带着妻子
到武汉看病住院。疫
情发生后，医院收治
的新冠肺炎病人越来
越多。为避免被传染，
化疗结束后，医生劝
他们到外面住。

但由于小区封闭
管理，房子不好租，住
酒店的话，花销太大
又负担不起。正当夫
妻二人发愁该怎么办
时，医院的一位护士
告诉他们，可以尝试
拨打市长热线求助。

“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我打了一个电
话。没想到，后来真有
工作人员把我们接到
酒 店 居 住 。”邓 晓
军说。

2 月 27 日，武汉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 19 号通
告，要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滞留在
汉外地人员服务保障
工作。连日来，武汉市
相关部门及各城区多
方联动，通过公布 24
小时热线电话、集中
巡查搜救等形式，针
对不同原因、不同情
况的滞汉外地人员进
行分类保障服务。

安置点负责人胡崧告诉记者，他们这个安置
点目前已入住 30 多名滞留人员，主要是年前来武
汉看病回不去的病人和家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癌症患者，另外还收留了 3 名流浪人员。

“我们有 7 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服务，实行严格
封闭管理，配备专人提供消毒防疫、体温测量、餐
饮及 24 小时巡查值守等服务。”胡崧说。

在武汉市怡尚花园酒店安置点，住在这里的
10 名藏族学生和武汉西藏中学部分学生的家长，
同样对政府的安置保障工作感到满意。

“我儿子在武汉西藏中学读书。1 月 19 日，我
和老婆过来看孩子，准备陪他在武汉过完春节就回
家，结果滞留在武汉回不去了，我和老婆在武汉吃
住都成了问题。多亏当地政府部门帮忙协调，让我
们住在这个酒店。”来自西藏那曲的索朗多吉说。

索朗多吉说，滞留在这里的藏族家长制定了
排班表，轮流测体温、检查人员进出、消毒、发放物
资等。大家都很理解、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基本
都待在房间看书、看电视，孩子们在房间里正常上
网课学习。“我们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除了滞留在汉人员主动联系武汉相关部门
外，武汉市还构建公安、城管、民政和社区联动的
发现机制，对全市车站、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停车
场、天桥下、公园、街巷等公共场所，以及医院周边
等重点场所，每天从早到晚开展常态化巡查，发现
一个，及时妥善安置一个，确保滞留在汉人员得到
妥善安置。

截至 3 月 2日，武汉设置滞汉人员集中安置点
39 个，累计安置 2027 人，累计救助 1169 名生活困
难滞汉人员。此外，武汉市还重点对生活无着落、确
有困难的，在武汉就业就学的，急需医疗救助的，有
就业愿望且通过健康检测、医学观察等滞留在汉外
地人员，分类施策，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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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孩子的临时“护士爸妈”

武汉儿童医院是收治新冠肺炎患儿的定点医院，该院内科楼 18 楼病区有 15 个没有家长陪护的小朋友，年龄最小的 6 岁，最大的 14 岁。病
区专门成立了由 7 名高年资护士组成的陪护专班，其中有 3 名女护士和 4 名男护士，他们在日常护理工作外，陪伴并照顾这些孩子的学习和生
活，是 15 个孩子在医院里的“临时爸妈”。陪护专班的护士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大多数已为人父母。每天，“护士爸妈”会带孩子们做操、锻炼身
体，督促高年级孩子写作业并检查，教低年级的小朋友识字、成语接龙等，受到孩子欢迎。这些医护人员因为工作需要暂时不能照料自己的孩
子，但他们却用微笑与爱心，让这些没有家长陪护的患儿在医院里感受到无私的爱与温暖。 新华社发

▲在武汉儿童
医院内科楼 18 楼
病区，一名小朋友
将自己的画送给护
士杨柳（ 2 月 28 日
摄）。

在武汉儿童
医院内科楼 18 楼
病区，护士周雪在
安抚一名不爱吃药
的小姑娘（ 2 月 26
日摄）。

在武汉儿童
医院内科楼 18 楼
病区，两名男护士
带小朋友做早操

（2 月 27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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