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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3 月 13 日电(记者刘伟、何伟)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广西广大共产党
员医务人员慎终如始战湖北、守广西，在抗疫一线
践行初心使命。

“开始每天排查疑似发热病人 20 人，然后 40
人。尽管现在排查人数不多了，但仍不敢松懈。”
12 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朱
继金在发热门诊值班到深夜。

“党员冲锋在前，今年 2月以来，已排查 1 . 2
万多人，会诊疑似病例 46 人，确诊 5 例。”医院急
诊科党支部书记宁宗说。

朱继金的爱人温汉春在同一家医院担任重症
医学科一病区副主任，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我
出生在武汉，我强烈要求参战！”随后，她带领医院
首批 18 人医疗队驰援武汉。

“情况越是紧急，共产党员越要迎难而上。她
战武汉，我守南宁。”朱继金说，今年立春是温汉春
52岁生日。他和同事录了一段视频，送上祝福与
期待：“汉无恙，春归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邕武医院是广西版
“小汤山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杨建荣
表示，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临时应急病房从开工
建设到投入使用只用了十几天。

“近 200 名医务人员一直奋战坚守，其中入驻
时和新入党的 100 多名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
用。截至 3月 13 日，已收治确诊病例 81 人，治愈
出院 75 人。”杨建荣说。

曾抗击“非典”疫情的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熊滨入驻第 5 天，一名危重症患者病情
告急。熊滨立即指导医生进行气管插管。气管插管
风险大，医务人员最容易感染，但熊滨总是冲在前
头。而当天他的父亲刚刚离世。

经过熊滨团队的努力，医院收治的重型、危重
型患者已有 5 人出院。“这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熊滨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哪里有任务，哪里就有党旗飘扬。”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主任廖品琥表示，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尽
锐出战，把疫情防控作为践初心、担使命的“战场”。

“为生命站岗”，这五个大字刻在南宁市定点
医院、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块石碑上。

“50 多名确诊患者已全部治愈出院，无死亡
病例、无医务人员感染。”院长吴锋耀曾做过心脏
手术，但一直坚守岗位，昼夜奋斗。他有每个患者
的电话和微信，经常通话鼓励大家坚定信心。

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龚贝贝护理过医院每名确
诊病人，为患者提供精心陪护，开展心理疏导，一
天下来，光接听电话就 200 多个。“关键时刻，党员
必须冲到前面不能退缩，要勇敢扛起‘为生命站
岗’的重担。”

“疫情发生后，我们立即通过网络为武汉患者
看病。”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谢胜
说，360 多名医生上线，很多都是党员，服务患者
11 万多人次。

“把支部建在抗疫一线，才能凝神聚力完成救
治任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洪
坚善说，他们先后安排 3 批人员驰援湖北，建立 3
个临时党支部。首批医疗队仅用 3 天便组建了驻

地医院第一个重症病区。
洪坚善介绍，在广西抗疫一线，全院有 56

位专家多次到各市定点医院参与会诊、指导救
治，其中大多数都是党员。

为增强抗疫战斗力，广西卫生健康系统把
党支部建在“一线”、发动党员冲在“一线”、凝聚
力量干在“一线”。建立临时党组织 500 多个，成
立党员志愿服务队 300 多个，其中赴湖北医疗
队组建临时党组织 41 个。

截至 3月 11 日，8 批医疗队 962 名医护人
员赶赴湖北，出发时党员 410 人，后来“火线”入
党 258 人。

3月 13 日，奋战在广西版“小汤山医院”的
16 名医务人员宣誓入党。“我将向老党员学习，
奋战到胜利！”新党员青燕说。

截至 3月 12日 24时，广西累计收治确诊患
者 252 例，治愈出院 243 例，治愈率 96 . 4%。据 3
月 10日统计，广西驰援湖北医疗队累计治疗患者
2101人，护理患者 8086人次，治愈出院 1295人。

“哪里有任务 ，哪里就有党旗飘扬”
广西党员“白衣战士”奋战抗疫一线见闻

新华社武汉 3 月 15 日电（记
者陆华东、黎昌政）随着疫情逐渐
得到控制，武汉部分医院已恢复
非新冠门诊。

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医疗组组
长白祥军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武汉市计划分期分批把全
市 50 多家收治新冠肺炎病例的
定点医院向医疗资源丰富的 10
家医院集中，所有腾退医院立即
开展彻底消杀工作，按计划逐步
做好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各项接
诊工作准备，预计将在 3 月底分
4 批恢复定点医院正常医疗
秩序。

记者 14 日走访几家武汉医
院了解到，在做好严格筛查、防控
的基础上，越来越多非新冠慢性
重症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医
院功能正向常态化转型。

14 日上午八点半，记者来到
湖北省中医院花园山院区，门口
已有五六位病人戴着口罩、保持
一米左右的距离等候。医护人员
穿着防护服，手拿体温枪，依次叫
号。进入医院后，病人还需进行严
格筛查才能看病。

湖北省中医院院长何绍斌
告诉记者，医院的急诊一直没关
过，随着花园山院区新冠病人清
零，经过严格的消杀处理后，陆续恢复普通
门诊。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我们实行预约制，让病
人分时段错峰就医，在门诊和急诊都进行筛查，
发现疑似病人，马上转走。不确定的病人，收治在
专门的过渡病区。入院前三天，每人一间病房，三
天后没症状再合并。”何绍斌介绍，受小区封锁、
交通暂停限制，目前来医院看病的大多是慢性重
症病人，且需要经过社区同意，所以现在门诊看
病人数并没有大规模增加。每天看病人数在 400
人左右。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门诊部，记者遇到了陪
妻子看病的王先生。他告诉记者，妻子有心脏问

题，疫情期间没办法及时治疗，最近看到有医院恢
复门诊，他赶紧向社区申请，很快社区就专门派车
把他们送到了这里看病。“昨天我们已经来了两
趟，今天过来拿检查结果，开点药，心里也踏实多
了。”

“疫情期间，我们一直有部分门诊正常开放。
3月 6 日后，更多门诊开始恢复。每天门诊量 600
人左右，多的时候有 700 多人。”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门诊管理服务部主任孙璇介绍，为了防止交叉
感染，医院严格执行分时段预约，患者需要进行
体温、血常规、胸部 CT 检查，保持一医一患
一室。

疫情期间，部分医院的互联网医院迅速壮大，

极大满足了武汉市民求医问诊需求。
孙璇告诉记者，截至 3月 12 日，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互联网医院线上注册医生人数共计 391
人，患者注册人数共计 25337 人，很多患者足不出
户就可以看病、拿药。

在武汉协和医院本部，记者看到很多科室均
有患者就诊。据武汉协和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袁
莉介绍，目前医院已有近三分之二的科室恢复
接诊。

此外，疫情期间，部分武汉医院一直正常运
行，为特殊人群提供了重要健康保障。

29岁的武汉市民方洁怀孕近 39周。她告诉
记者，前期担心外出影响胎儿，耽误了几次产检，

现在感觉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就联系了社区志
愿车队来到武汉市妇幼保健院检查。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周洁琼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院专家及普通门诊一
直没有中断，为了避免孕产妇在就诊过程中出
现感染，医院不仅推出了线上问诊服务，还对
每一名入院孕产妇及家属进行严格的体温
筛查。

部分受访医院负责人反映，由于大部分医
护人员尚在支援抗疫一线，或者隔离轮休，目前
非新冠门诊医护人员较为紧张。他们呼吁病情
较轻的患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社区医院求
医问诊，没必要都挤到大医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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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
阳 3 月 14 日
电（记者郑明
鸿 ）“有点可
惜，信没能带
出来，但我拍
了照片，准备
回去后打印出
来，永久保存
着。”贵州省第
二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宋
明丽说。

宋明丽口
中的“信”是武
汉市江汉方舱
医院 48 号舱
的患者联名或
以个人名义为
她以及其他支
援湖北的医护
人员写下的感
谢信。

宋明丽是
贵州省安龙县
人民医院的一
名 护 士 长 ，
2 0 0 5 年 8 月
参加工作。这
是她第一次收
到患者的感谢
信，接过感谢
信时，她不断
地 给他们说
“谢谢”，以此
来表达感激和
开心。

“我一共
收到了 4 封感
谢信，有的是
患者 联 名 写
的，也有的是
患者以个人的
名义写的。”在
宋明丽看来，
这些是最好的
礼物，“读完后
有些忍不住想哭，但害怕眼泪弄花了护目镜，
又不敢哭”。

熊先生是写感谢信的提议者和执笔人之
一。“她们这些逆行者给了我们战胜‘疫魔’的
坚定信心，没有她们的精心呵护，我们也不会
健康出院。”他说，等疫情结束，我要一个一个
地去拜访那些曾给过我们帮助和希望的人。

动笔之前，熊先生先给宋明丽和其他医
护人员发了微信消息，核实姓名等信息。“他
很有心，怕把我们的名字写错了。”宋明丽说。

宋明丽所在的江汉方舱医院是床位数最
多、累计收治患者人数最多、累计出院患者最
多的一家方舱医院。3月 9 日，运行 34 天后，
江汉方舱医院宣布休舱。当天晚上，宋明丽和
部分队友来到这里，在门口拍了些照片留念。

“穿上防护服就像打仗一样，不停地穿梭
在病房。”宋明丽说，为了少出汗，她和队友们
上班前都不敢喝水，即使渴了，也只能等下班
回酒店后再喝，“我们早上 7 点出门，下午一
般 3 点半能到酒店”。

上班期间，除了日常护理，宋明丽还会抽
时间在便签上写上鼓励的话，送给患者。根据
患者的特点，便签上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
“他们很开心，出院的时候都带走了，有几个
甚至还装在了手机壳里面。”宋明丽笑着说。

记者在熊先生发来的便签照片上看见，
宋明丽还在每张便签上画了一个笑脸。熊先
生说：“她真的是将爱在传递。”

目前，宋明丽和队友们正在酒店休整。宋
明丽告诉记者，虽然暂时没有接到新的任务，
但她每天都会坚持早起，给自己安排了健身
和学习计划。目前，她正在学习第七版新冠肺
炎诊疗方案。

2008 年汶川地震时，刚参加工作不满 3
年的宋明丽也曾想要去到一线，但未能成行，
这让她觉得有些遗憾。

这次，她主动请战前往武汉支援。在她发
给安龙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孔德芳的请战
短信中，她说：“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肯定不
够，如果需要从我们这里抽调人员，请第一个
抽我去。”

2月 4 日凌晨 2 点，宋明丽接到了安龙
县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赵荟的电话，问她是
否愿意到武汉支援。“我告诉她我早就想好
了，我一定要去。”当天晚上，宋明丽和其他贵
州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一起，乘
飞机抵达武汉。

“我做的事情其实微不足道，作为一名党
员和医护人员，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宋明丽
说，支援武汉应该是她职业生涯最难忘的一
次。“这次也算是弥补了一些遗憾，希望我们
的国家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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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与病毒扩散赛跑，关键是一个
“快”字。1月 23 日企业提出申请，25 日江苏省药
监局完成审批，当天投产，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
有限公司迅速恢复产能，每天生产 8 万只医用口
罩、200 件医用防护服。为了让具备防疫物资生
产资质的企业“火力全开”，全省各部门“一路绿
灯”。

越是防疫形势好转，越要杜绝麻痹思想、松劲
心态。“我们将慎终如始、再接再厉，把依法科学精
准措施再抓实再抓细，不断巩固和拓展来之不易
的防控成果。”江苏省省长吴政隆说。

网格铁军联手数据新军，防“疫”如虎

添翼

“你们在家情况怎么样？量体温了吗？没有发
热就好！”“菜到了，老规矩放在门口了，垃圾我帮
你带走了。”……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的李女
士一家四口从湖北随州回来后，开始居家观察，自
此，她家采购食物和扔垃圾的活就被社区网格员
包了。

防疫关键在细节，防疫措施关键要落到“最后
一米”。“网格是城乡社区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
江苏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朱光远说，“省委省政府自
2017 年开始，就把网格化作为创新基层治理的有
效抓手，政法委牵头推进，形成了广覆盖、全要素、
高智能、大联动的网格化治理江苏模式。”在这次
疫情防控中，江苏网格化治理发挥了关键作用，经
受了实战考验。全省 12 万个网格、30 万名网格员
挨家挨户上门核实，通过“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铸就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坚固防线。

“如果没什么事，你们是生人，早点离开吧。”
1月 30 日下午 3 点左右，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
葛巷村，村口站岗老党员拦下省委书记娄勤俭的
视频迅速登上热搜。网友纷纷留言“看到你们这样
严格，我们就放心了。”

一个多月以来，全省网格员共排查走访
5656 . 3 万户（次）、1 . 5 亿人次，核查信息 76 . 6 万
条，排查重点地区返乡人员 68 . 4 万人次，发现疫
情防控线索 21 . 1 万条。

在铁脚板、大喇叭之外，江苏还活跃着一支
“数据新军”。晚上 8 点半，南京市扬州路 1 号，省
公安厅大数据局办公室，陈昕仍在紧张忙碌。疫情
暴发初期，局里抽调 12 名精干力量组建“战时数

据战队”。他们每天忙三件事：把来自几十个渠道
的数据“归仓”，给五花八门的数据统一格式、补全
信息，借助大数据给几百万重点人群画像——人
从哪儿来？坐车还是坐飞机？同一车厢还有谁？有
没有到社区登记？……

互联网医院“云问诊”降低交叉感染风险。2
月 4 日，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茜通
过“云问诊”发现一位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该
患者一家与确诊患者曾进行家庭聚会，发现自己
有呼吸道症状后，通过互联网医院问诊。医院应急
办当即与社区、疾控部门联系，及时对病人进行检
查，并对病人所在小区进行排查和消毒。“暴露越
少，风险就越小。”王茜说。

利用科技手段分析摸排涉疫重点人群，是江
苏遏制疫情输入和传播的“杀手锏”。江苏省公安
厅副厅长程建东说，之所以能及早发现 631 名确
诊病例患者、12633 名密切接触者，“数据新军”的
定向导航功不可没。

一次次快速反应，是大数据“跑”起来的结果。
1月 23 日起，省委政法委牵头召开联合研判会，
确定公安、通管、卫健组成“铁三角”，把分散在各
部门的信息库打通共享，对往来江苏人员进行精
准研判，按风险等级排出红黄蓝三色进行标识，分
级分类进行防控。

互联互通的数据交叉认定，让定位“潜在病
患”变得方便快捷。3月 8 日下午，昆山市公安局
巴城派出所民警马春雨收到一条“苏城码”红码核
查指令。经核查，市民王某 1月 11 日回老家过年，
3月 6 日返回巴城，由于来自高风险地区，王某的
“苏城码”显示为红色。根据规定，他立即安排王某
居家观察。“苏州 846 万外来人口，有 540 万返乡
过年，绝大多数都要返回苏州。这么庞大的群体，
靠传统的人找人，难度大、效率低。大数据多指路，
我们才能少跑路。”马春雨说。

“人防”变“智防”，防线更坚固。近日，无锡市
梁溪区部分社区采用了“电子封条”。居家观察的
居民一旦把门打开，街道指挥中心后台就会发送
信息到网格员手机并形成工单，网格员随即通过
电话或面访了解居民相关情况、需求，并回复指挥
中心。

“这大大缓解了社区管控人员人手紧张的现
状。”梁溪区广益街道金和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瑶深
有感触地说，“信息+网格”不仅帮助基层干部少

跑冤枉路，更发挥出 1+1 ＞ 2 的战斗力。

居安思危补短板，大战大考见担当

时隔多日，记者再次走进被称作南京版“火神
山”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正赶上最后一批
病人出院。虽然隔着口罩，仍能从患者胡勇（化名）
弯弯的眼睛中感受到喜悦。截至目前，这里收治的
93 例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

这是一座城市的“居安思危”。2015 年，南京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落成，集防治、救援、应急功
能为一体。大年初三，南京在此基础上又扩容 72
间应急隔离病房、32 间医护人员隔离用房，为防
疫收治能力加上“双保险”，必要时可为全省救治
传染病提供“扩容仓”。

提升应急能力，关键在于层层锚得紧，环环扣
得实。1月 20 日，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大院里就忙
碌起来。信息、数据、分析、预测，八面来风，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挂帅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通管、
公安、交通、卫健、商务等各部门有序协作、层层推
进。“网格+警格”“网格+卡点”“网格+党建服务
站”……网格化机制迅速升级，为防控措施落细落
小落实提供坚实载体。

“尽可能杜绝防控盲区，以防控的‘用心指数’
增加群众的‘安全系数’。”江苏省卫健委主任谭颖
表示，发现疫情以来，省卫健委制定并下发了 185
个文件，从医疗卫生机构到全社会，围绕增强防控
意识、减少恐慌情绪、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素养等方
面，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指南和标准。

主力军闻令而动，社会力量同向而行。“回家
后第一件事是洗手”“出门戴口罩，没事不乱
逛”……在南京小卫街社区，由市民朱兰珍牵头的
80 多名“敲门大姐”自发承担起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泰州雨露爱心协会组织慈善捐助，徐州开展心
理防疫联合行动，扬州机电装备维修服务协会为
抗疫物资生产企业义务维修……全省各类行业协
会、产业联盟、志愿者组织等各显其能。

防控重大疫情，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风
险。近日，南京端出 807 . 5 亿元投资、411 项任务
的城建“超级大盘”，着力提升防灾减灾综合承载
力，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南京将加大应急管理、防
灾避难等城市安全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力度，努
力实现平战结合、应急与永备兼顾。”江苏省委常
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说。

吃一堑，长一智。应对 1998 年南通猪链球
菌疫情以来，江苏重点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已成
立 23支、10 个门类、近 400 人的省级卫生应急
队伍，还拥有 4支卫生应急“国家队”，为疫情防
控提供重要支撑。

近期，江苏省疾控中心对全省核酸检测病
例标本进行复检，“复检一致率近 100%”背后
是全省基层卫生部门应急处置能力的显著提
升。“基层强，有效避免了患者‘向上挤兑’。”江
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汪华表示，以核酸检测为
例，全省大部分三甲医院、13 个地级市疾控中
心与部分县级疾控中心都具备检测能力。

防疫“战场”成各级党员干部作风“考场”。
2月 26 日，沛县敬安镇镇长罗启培突发疾病，
倒在战“疫”一线，年仅 42岁。从大年三十开始，
罗启培就没回过家，白天开会、调研，晚上值守。
全镇 130 多个卡口，每一个他都反复检查，微信
日行步数常常超过 3 万。

“我愿意去！”“我报名！”“我是党员我先
上！”……江苏把群众路线教育、主题教育等活
动中形成的一整套密切联系群众的机制和做
法，充分运用到这场战“疫”中，激发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考察、识
别、使用干部。

进入 2月，常住人口超 8000 万、流动人口
超 2000 万的制造业大省江苏，再一次切换功能
模式，积极应对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新
一轮“压力测试”。

“从防疫期的大数据‘找人’，到复工期的大
数据决策，都是江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
数字经济智库执行院长黄日涵表示，江苏围绕
“大融合、大共享、大应用”，先后出台一系列举
措加快推进智慧江苏建设，为社会治理和公共
服务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疫情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但

我们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短
板。”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表示，将继续毫不放
松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树立“全周期管
理”意识，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等
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主
动一些、更前瞻一些。

▲ 2 月 27 日，宋明丽（前）在武汉市江汉
方舱医院与即将出院的患者合影留念。宋明
丽是贵州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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