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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科学有序开展防控
工作 坚决维护好社会稳定

2020年2月13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张晓蓉 视觉编辑：孙涛

2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孙涛

托举生命的“美丽逆行”
——第一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河北医大二院专家袁雅冬的“武汉记事”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薛惠娟 吴晓萌摄制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2月 11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董仚生主持召开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听取省直政法
单位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研究
部署下步工作。副省长、省公
安厅厅长刘凯，省法院院长卫
彦明，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
出席会议。

董仚生要求，全省政法系
统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上来，把疫情防控作为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
局稳定，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
度，坚持依法科学有序开展防
控工作。要强化法治意识，严
厉打击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
行为，严厉打击侵犯医务人员
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
的行为，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
作顺利开展。要落实工作要
求，做好政法系统内部疫情防
控，加强全省政法干警自身防
护，完善轮班制度，严守纪律
规矩，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规范
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挥
政法系统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广泛凝聚群众，坚
决维护好社会稳定。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薛惠娟

自 1 月 26 日从石家庄紧急集结驰
援武汉至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袁雅冬和她
率领的第一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已
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奋战了十几个昼夜。

17年，三赴战“疫”前线。2003年，她
曾指导全省 SARS 治疗；2009 年，她临
危受命组建院里的甲流病房；此时，57
岁的她又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最前线。

美丽的逆行者

一个呼吸科专家对于由病毒带来
的感染，总是比别人敏感。

早在今年1月中旬，袁雅冬就注意到
了武汉新冠肺炎感染患者增多的情形。

1 月 23 日，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专
家组成员，她应邀前往江苏督导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情况。在江苏，她马不停蹄
在医院间奔走，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
位于石家庄的家中。

像往年一样，大年初一，她选择到
科室值班，以让家在外地的同事能有机
会和家人团聚。

晚 11 时，她接到通知：河北要组建
支援湖北医疗队，他们科室要派人。

尽管已是深夜，但科室的微信群
里，很快名额就超了。但袁雅冬还是把
自己的名字放在了上报名单的第一个。

她还是觉得自己去才最妥当。“我
是主任，又是党员，危急面前，哪怕只要
一个人，也得我自己先上。”

正月初二上午，袁雅冬到科室进行
了查房。上午11时，她对当日值班的张
彦萍大夫说：“过年了，我还没见我爸面
呢。这一去，又不知到啥时候，我得看
他一眼。”

她的老父亲已近 90 岁。父亲难得
见到她，她也想陪老人好好吃顿饭。但
在饭间，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关于
出征武汉的。

袁雅冬匆匆结束与父亲的相见，14
时30分，她已出现在第一批河北支援湖
北医疗队的出征仪式上。

身材娇小的袁雅冬，站在队伍的最
前方，身姿挺拔，她握紧拳头，代表 150
名队员发出铿锵誓言：我们一定圆满完
成任务，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生命相托，你要托得住！”

袁雅冬皮肤白皙，风度优雅。如果
不是头发中泛出的缕缕银丝，没有人觉
得她已57岁。

在河北医大二院，她不仅是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还兼任大内科

主任。
武汉市第七医院。早上8时。
狭小的更衣室里，袁雅冬脱下温暖

的外套，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衣，开始穿
戴隔离服。

由于该院是由一所二甲医院临时
改建成的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许多
设施都是因陋就简。

习惯了北方烧着暖气的冬天，武汉
的春寒超出了她的想象。尤其是病区，
为了避免传染，空调全部关闭；为了通
风，窗户也要开着，她就更觉得冷。

在电话里听到妈妈说出一个“冷”
字，女儿朱紫嫄急忙从网上为她订购来
一箱暖宝，使她能够在前胸和腰部增加
一些热量。

待一身“盔甲”穿戴完毕，瘦小的她
已经笨重得像个太空人了。

洁净区、消毒区，隔离区。长长的
通道，每跨越一道门，都意味着离病毒
和危险又近了一步。

在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之前，
已有两支医疗队抵达这里开展工作。
经沟通，袁雅冬被推举为专家组组长，
统筹整个医院的诊疗与救治。

位于 9 楼的危重症病区里，每位病
人的床头都摆放着一台监护仪。这些
病人的生命体征很不稳定，突发情况随
时出现，监护需要每时每刻。

袁雅冬走到离病人最近的床头，一
边详细了解病人的病情，一边对病人进
行鼓励：“加油！要有信心，你的病一定
能治好。”

“感谢你们！”
病床上的老人，眼角溢出激动的

泪滴。
对于与亲人隔离、内心又充满恐惧

的危重症患者来讲，大夫的走近，本身
就是一种慰藉，更何况这充满爱与力量
的话语。

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杨亦斌
教授常常被袁雅冬深入一线的精神和
对患者的热情所感动：“袁主任几乎每
天都到现场查房，从未考虑过自己的
危险。”

他还特别注意到，袁雅冬对每一位
病人的病情都问得很细，她手中拿着一
个小本本，不时记录着每个危重病人的
信息，有些资料和数据记不下来，她就
用手机拍摄下来。

河北医大二院的潘文森说，即使不
到武汉，他也能想象得到袁雅冬站立在
病人床前的身姿。尽管在河北乃至全
国呼吸界，她在肺栓塞、危重症等方面
都堪称权威，但她永远重视临床，“她惟
科学、惟实践，不惟书本，永远充满探索
精神。”

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关于新冠肺炎
的诊疗方案，他们在国家卫健委的诊疗
指南基础上已经更新到第四版。每一次
都比前一版本更加细化，更具可操作性。

“她经验太丰富了。她在诊疗中提
出的一些思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杨亦斌称赞道。

治疗效果在逐渐呈现，危重症死亡
病例在持续减少。

“生命相托，你要托得住！这不仅
表现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还包括你
要有高超的医术。”

“我们多诊治一个病人，就为武汉
减少一份救治压力。只要医务工作者
发挥出最大力量，就能使这场战争及
早打赢。”

袁雅冬的话，温软但却有力。

每个队员都能感受到她的爱

每天早晨，袁雅冬和队员们要赶
7：20 的班车从宾馆前往医院。晚上，很
多时候班车已走，她就步行从医院走
回宾馆。

医疗队队员们是 24 小时三班倒。
这就意味着，她的工作也变成了24小时

“在线”。
每天晚饭后，她要召开小组长会

议，针对各病区汇总上来的疑难病患进
行讨论。这样的例会有时要开到晚上
九十点钟。

当组长们各回房间，她则开始了另
一项重要的工作：查看汇总上来的全体
队员体温。

“如果发生感染，会影响整个团队
的士气。”袁雅冬说。

刚到武汉时，不少队员心理压力增
大，加上气候差异，出现发烧、咳嗽等
症状。

袁雅冬都要亲自上门探望。来自
北方一附院的常彩芳提到，有一天，她
有些低烧，体温报上去没多久，袁雅冬
就亲自到房间来看望她了，让她感到非
常温暖。

有一天，袁雅冬在回来的大巴车上
听到有位护士说自己失眠，回到宾馆，
她没来得及脱下手术衣，上身只披了一
件棉服，就去给队员送药去了。

省卫生健康委的赵晓亮感慨地说，
在这个团队，袁主任既是专业上的领头
人，还是大家生活上的“大保姆”，同时还
是队里的“减压剂”。在她的感染下，医疗
队的每一位队员都精神饱满、精力旺盛。

“我们要以最佳状态、最佳成果，展
现河北医疗队的风采。”袁雅冬说。

◀1 月 26日，河北支
援湖北首批医疗队奔赴武
汉。图为袁雅冬出发前，
面对镜头打出胜利手势。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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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辉

形势严峻之际英勇者胜，胶着对垒之时
坚韧者成。

“再接再厉、英勇斗争，以更坚定的信心、
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在全国疫情防控进入胶着对垒状态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赴北京疫情防控一线调研
指导，对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部
署，为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注入强大信
心和力量。

医务工作人员不计生死、忘我奋战，乡村
和社区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群众积极响应、全
力配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动员全省上下齐心协力
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然而，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当下正是
最吃劲的时候。一方面，虽然非湖北地区确诊
病例实现“八连降”，但人们期待中的“拐点”尚
未来临；另一方面，虽然形势总体向好，但当前
疫情防控又面临着新的特征。吃劲之时，丝毫
不可松劲，必须齐心铆劲。

疫情暂时阻挡了人们外出的脚步，但返
学、返工、返岗“三返”人员的流动高峰即将来
临，给防控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对此，我们必须坚持底
线思维、提高风险意识，在人员监测、应急预案、防控流程上准
备得更充分更严密一些，以更实的措施和更大的力度加强防
控，不留死角、不留空白。

复工复产陆续开展，对疫情防控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当前，我省各地各部门正认真落实国务院应对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和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通知要求，积极稳妥组织企业复工复产。要按照
科学、合理、适度、管用的原则，从防控机制、人员排查、防护措
施、隐患排查等方面制定针对性措施，在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复工复产中面临困难的同时，将疫情扩散的风险降到最低。

侥幸心理是最可怕的病毒。目前，病毒的源头和传播途径
尚未完全掌握、确诊病例数字仍在增长，再加上人员流动高峰
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叠加效应，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当此之
时，最关键的就是把落实工作抓细抓实；最重要的，就是补齐短
板、堵塞漏洞，不给病魔可藏匿的空间。

措施的螺丝要上紧，思想的螺丝更要拧紧。再完美的制
度，都要靠人去执行。放过任何一个薄弱环节、漏过一个潜在
的感染者，都可能会造成新的扩散、付出很大代价。每一名党
员干部，都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中精力、心无旁
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的这段紧张而难忘的日子里，我
省广大干部群众前方后方一体，人人皆为战士，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为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作出了河北贡献。接下来
的工作，需要我们在保持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付出加倍的努
力。只要再接再厉、英勇斗争，保持定力、锲而不舍，我们就一
定能跑赢时间、打败病魔，赢得这场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

对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应急项目特事特办

我省开辟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绿色通道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日前，省

生态环境厅下发通知，要求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排
污许可工作，对疫情防控相关应急项
目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允许先行开工
建设、先投入运行，确保正常生产。

通知指出，在具有规划环评的经
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内建设符合国家
要求的应急项目，可先行开工建设，同
步办理或限期补办环评审批手续，已

建成需要投入运行的可先行投入运
行，确保正常生产，同步办理或限期补
办排污许可证。这些项目包括用于防
疫的药品、生物制剂、消毒药水、卫生
材料、防护材料、医疗器械等新改扩建
项 目 以 及 医 院 或 配 套 污 水 处 理 项
目等。

通知要求，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
门不得以未批先建、无证排污等理由
对上述建设项目进行处罚，并做好上

述项目的日常监管和监测工作，指导
帮助其落实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要
求，确保达标排放。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成立项目环评与
排污许可服务专班，主动介入项目服
务，主动提供环评和排污许可服务，并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待疫情解除后，对
重大民生工程、国家和省重点项目实
施一对一服务，指导和帮助建设单位
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或排污许可证申领

工作，将疫情对项目落地和建设的影
响降到最低。

特事特办并不意味着环境监管的
缺失。通知明确提出，相关应急项目
在开工建设的同时，需向有审批权的
部门报告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及污染防
治措施，承诺达标排放，在限期内完成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作；疫情防控期
间投入运行的项目建设单位，要限期
完成排污许可证申领和核发工作。

▲2月12日，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河北凡克新材
料有限公司进行安全检查。该园区采取措施有效防控疫情，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2月12日，该园区已有18家企业复工复产。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2月12日，乐亭县经济开发区一家医疗用品生产企业内，
工人在组装产品。该县科学有序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确保
疫情防控生产两不误。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江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