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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通讯员王
博）2月20日清晨，衡水市委党校驻阜城
县小皇庄村第一书记李幼林，一大早就带
领村民来到村外的桃园。当天，农技专家
要在这里给村民讲授桃树春季管理。

“现在正是桃树剪枝的时候，多给
讲讲！”村民的话还没说完，李幼林的微
信消息铃声已经响了起来，来电者正是
衡水市农业农村局果树专家张海章。

“修剪的时候要把过于密的枝条剪
掉，也要把病枝条全部剪掉，这样可以
减少营养成分消耗也能起到通风的作
用，促进新的枝叶生长。”还没等李幼林
讲完，张海章便已经在“小皇庄桃树种
植管理”微信群里讲了起来。通过电

话、微信线上传授科学种植技术助力春
耕，也成为他们疫情防控之外的又一项
重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第一批
返岗的驻村干部，李幼林从大年初一下
午回到小皇庄村后，就迅速安排疫情防
控排查，宣传预防知识，村内各户消毒，
没有歇过一天。

随着疫情防控排查的深入开展，村
民的防控意识逐渐提高，情绪也慢慢稳
定下来。李幼林和村干部开始盘算如
何抓好春季黄金时期管理，“不能因为
疫情影响到咱村的冬桃产业发展，影响
到脱贫成效。”

小皇庄村共有624口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7 户、10 人，经过几年的帮
扶，村民的收入逐年增加。结合村庄发
展实际，2017 年，驻村工作队帮助村里
建设了 200 亩冬桃示范园，2019 年又引
进了新品种，注册了“霜露蜜”冬桃品
牌，在周边地区已小有名气。

为了指导好春季桃树管理和新品
种种植，春节前，李幼林建立了“桃树种
植管理”微信群，还邀请市县果树专家
进群指导。疫情发生后，走街串巷的少
了，微信群却热闹了，大家每天都讨论
着桃树如何管理的问题，遇到不懂的，
就与专家视频连线，现场提问、现场交
流、现场解答。

“现在正值春耕关键期，我们要在

确保疫情防控不松懈的情况下，提前做
好春季的桃树管理，做到战‘疫’要赢，
收入也要增！”李幼林坚定地对村干
部说。

有了专家的科学指导，村民们戴上
口罩，在桃园里忙碌起来，浇水、剪枝、
梳枝……“俺们干活不忘防疫，每天出
村登记、测温，回村测温、消毒，一样儿
也不落。”村民薛义明边剪枝边说。

“与京东金融扶贫小站联系，为秋
后的销售拓宽渠道，争取在电商平台也
打响‘霜露蜜’品牌……”休息间隙，李
幼林拿出笔记本，在“小皇庄村 2020 年
脱贫攻坚计划”的纸上，快速地写下了
几项工作计划。

阜城县

春耕防疫两不误 静待桃花朵朵开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史晓多）
采摘果蔬、打包、粘贴写有人名和地址
的标签、装车……2月22日下午6时许，
秦皇岛市海港区北港镇西连峪村，菜商
王建华经过一下午的忙碌，带着50多份
新鲜果蔬出发了，其中13份将送往医护
人员家中，里面装着西红柿、大头菜、草
莓等。

王建华共有 8 个果蔬大棚，大棚内

的土地按年出租，会员们选择种植品
种，王建华负责种、收，并把果蔬送给
租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从电视
里看到好多医护人员在医院回不了家，
就想着为他们做点啥。”王建华说，大年
三十她在会员微信群中发了消息，收集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家庭住址，为其家属
免费送果蔬。

消息发出后，会员们不仅积极提供
医护人员信息，还纷纷捐款支持王建
华。“我把大家的钱做了爱心基金，买了
口罩、防护服等东西，捐给了湖北。”

此后，每当王建华自留地中有果蔬
成熟，她都会精心挑选其中最好的采
摘、打包，送到医护人员家中。

由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秦皇岛
的小区实行封闭管理，王建华无法进入

小区，这给送菜工作增加了难度。她只
能一遍遍打电话，约好地点，然后隔着
大门把一份份爱心果蔬送到医护人员
家属手中。

“送了几次后，有些家属觉得不好
意思，非要给钱。”王建华说，她只好把
这些钱放进了爱心基金，将来为抗疫作
贡献。

当天晚 7 时，王建华到达秦皇岛市
里，秦皇岛市第三医院采血室护士李庆
涛已等候在路边。王建华把 13 份爱心
果蔬放进了李庆涛的车里。

“王姐要去会员家送菜，今天我轮
班休息，她给同事这13份菜我替她送。”
李庆涛说，在王建华的感召下，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爱心果蔬的配送
中来，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分区域配送，
共同传递爱心。

“我们在医院也惦记家里菜够不够
吃，米够不够用？王姐的菜，解除了我
们的后顾之忧。”李庆涛说，爱心果蔬是
对医护人员的肯定和鼓励，他们都将全
力救死扶伤，回报人们对医护人员的关
心和帮助。

“作为普通市民，我不能像白衣天
使们那样到一线抗疫，但我做好他们的
后 勤 ，也 算 贡 献 了 一 份 力 量 。”王 建
华说。

据了解，从大年初三开始，王建华
已送出爱心果蔬70余份，涉及秦皇岛市
第一医院、市中医医院、市第三医院等
多个单位的医护人员，同时收集爱心基
金1500余元。

爱心果蔬温暖一线白衣天使

王建华正在
大棚内采摘送给
医护人员的果
蔬。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2月21日17时，唐山市3例新冠肺
炎患者在市定点收治医院唐山市传染
病医院治愈出院。至此，唐山市治愈出
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已达19名。

每一名治愈患者的背后，都有着
“白衣军团”的舍生忘死。

这个在抗疫一线冲锋陷阵的“白
衣军团”，不仅有唐山市传染病医院的
医护工作者，还有来自全市6家三级医
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他们中，既有奋
战在隔离区的“白衣战士”，又有统筹
作战的“白衣指挥员”。

“临时党支部是我们的战斗堡垒”

2月14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入党仪
式在唐山市传染病医院门诊楼外举
行。5名医护人员许下庄严的誓言。

为了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
控斗争一线，1 月 29 日，唐山市传染
病医院党委批准成立医疗救治队临
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就是我们的
战斗堡垒。”唐山市传染病医院结核
病区的科主任谷建宝的语气中透着
坚定。

与“火线入党”的“战友”一样，谷建
宝也在当天进行了入党宣誓。彼时，他
正在“被迫”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元旦
前的 12月 26日我援藏回来，没过多久
疫情就来了。”谷建宝要求第一时间到
一线。“我现在是入党积极分子，请求组
织让我到最需要的地方接受考验！”执
拗的谷建宝不顾他人劝说，带着9名医
生、13名护士组成了第一梯队。

1月27日，唐山市首例新冠肺炎患
者确诊。

第一梯队开启了连续奋战：信息
上报、专家会诊、制定诊疗方案……

“没恢复好就上‘战场’，终究还是
不行。”谷建宝回忆，战斗的第 5 天，他

感到胸闷胸痛和胃部不适。“护士长，
帮我拿点丹参滴丸吧。”谷建宝说，为
了不影响团队士气，要忍。

“忍了4天，终于挺不住了。”2月4
日一早，正在忙碌的谷建宝突然胸闷
加重，浑身发冷……紧急治疗后，他被
撤下了一线。

休整一段时间，渐渐恢复的谷建
宝，开始“不安分”起来：“每天和出院
患者聊聊天，询问下近况。”谷建宝说，
自己想立刻回到一线。

“自己的病人痊愈是最高兴的事”

“感谢大夫和护士，这些天让你们
受累了！”2月20日16时30分，79岁高龄
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高女士治愈出院。

唐山工人医院重症医学二科医师
赵立新曾参与了高女士的救治。“自己
的病人痊愈是最高兴的事。”正在宾馆
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的他得知这个消
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赵立新记得，2月2日，高女士被推
进隔离区 ICU，成为自己上一线后的

“第一位患者”。
“也许是我们的穿着让她害怕，最

初她很不配合。”由于“全副武装”，准
备给高女士采动脉血的护士遭到了
拒绝。

赵立新前去安抚和劝导：“我穿这
么严不是嫌弃您，而是为所有人的安
全考虑。您是我见过的最慈祥的奶奶，
也是最坚强的奶奶。”经过一番心理疏
导，赵立新赢得了信任和理解。

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厚厚的防
护服、严密的护目镜对于准确进行血
管穿刺是很大的障碍，一旦处置不当
造成血液喷溅，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危险操作我来。”考虑到之
前有过类似的经历，赵立新毅然揽过
了任务。

赵立新屏住呼吸，尽量让护目镜
不出现雾气。在用眼睛找准血管位置
后，果断将针头刺了下去。

成功了！其他“战友”随即进行数
据监测。

根据结果，重症医治团队在专家
组的指导下，给高女士进行经鼻高流
量吸氧，全力施救。

“2 月 15 日，高奶奶转到了普通病
房。”赵立新想起当初的场景，欣慰不
已。“现在还有几名重症患者，等过了
轮休调整，如果组织需要，我将继续
冲到一线。”赵立新表示，自己是医
生，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

“‘连轴转’只为更精准治疗患者”

2月19日一早，医疗救治指挥部人
头攒动。

晨会、例会、专家组讨论、视频会
诊……救治专家组的两位组长徐刚和
高景利几乎没有一刻空暇。

“专家们平均每天也就睡三四个
小时。”徐刚说，“连轴转”只为更精准
治疗患者。

体温38.5℃，突发胸闷、呼吸困难，
各项指标变化明显……2月3日晚上11
时许，当日接收的一名患者病情加重。

“立即组织会诊！”高景利立刻紧
张了起来。

总结症状，查找原因，制定精准诊
疗方案……经过高流量氧疗，纠正电
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强心利尿等手
段，患者症状很快缓解，呼吸平稳，血
氧饱和度上升到99%。

看到患者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所
有人松了一口气。

“与患者面对面交流才行。”凌晨
1 时 36 分，高景利与病人进行了视频
连 线。询问病情，关心感受，坚定信
心……高景利终于放下心来。

此时，天已微亮，新一天的战斗又
将继续。

战“疫”中，“作战方案”的制定至
关重要。在两位“指挥员”的指导下，形
成了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一人一院一
团队”“一人一策一方案”“专人专班专
家制”管理模式。

“目前，唐山市确诊病例虽然在全
省最多，但我们实施了治疗关口前移
等措施，所有住院患者均能得到及时
有效的精准救治。”徐刚信心满满。

唐山市传染病医院医疗救治队

冲锋陷阵的“白衣军团”

在唐山市传染病医院隔离区ICU病房，赵立新正在记录患者各项医疗数据。
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承德、衡水

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全部治愈出院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
焦磊）2 月 23 日，承德市、衡水
市 2 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
院。至此，两市目前已确诊的
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当日，新冠肺炎患者王某
从承德市第三医院治愈出院，
至此承德市 7 名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全部出院。56 岁的王某
是围场人，系承德市第三例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2月 4日，转
入承德市第三医院负压病房
治 疗 ，期 间 被 诊 断 为 重 症 病
例。据介绍，承德市医疗救治

团队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过
程中，实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
和心理干预治疗同步并进、优
势互补，在临床上取得了明显
疗效。

同日，衡水市目前确诊的8
例新冠肺炎患者中的最后 1 例
从衡水市第三人民医院治愈出
院。此次治愈出院患者为25岁
男 性 ，1 月 21 日 从 武 汉 回 阜
城。1月 24日在乡镇大排查中
发现其发热，2月4日、5日连续
两次核酸检测阳性，确诊为新
冠肺炎病例。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特殊儿童救助保护服务
工作，日前，省民政厅公布各地
特殊儿童救助保护服务热线。

据介绍，特殊儿童是指社
会散居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以及因监护人被确定
为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对象被
隔离观察而导致临时监护缺失
的儿童。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发
现上述对象处于无人监护或者
照料的状态，可致电当地热线
电话反映。热线受理后将根据
儿童实际情况，由所在乡镇（街
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
任协同有关方面对其开展应急
处置和帮扶服务。

全省各地受理电话分别是：
石家庄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0311-966008；承德市儿童救助
保护中心 0314-4044986；张家

口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0313-
2012903；秦皇岛市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 0335-3019191；唐
山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315-2037110；廊坊市未成年
人保护中心 0316-6082523；保
定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312-2112447；沧州市未成年
人 救 助 保 护 中 心 0317-
5203236；衡水市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 0318-2312872；邢台
市 未 成 年 人 救 助 保 护 中 心
0319-2616275；邯郸市未成年
人 救 助 保 护 中 心 0310-
8139787；定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0312-2611234；辛集市未成年
人 救 助 保 护 中 心 0311-
83221280；雄县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 0312-5811822；容城县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312-
5556655；安新县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0312-5323485。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2 月 23 日 13 时许，河北支援湖
北第三批防疫工作队在省疾控
中心集结完毕，简短的出征仪
式后，6名防疫队员乘高铁前往
武汉，协助当地开展疫情网络
直报管理、环境卫生和消毒、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培训指导与评
价等工作。

1 月 31 日，省疾控中心按
照 国 家 有 关 要 求 ，派 出 了 一

支 应 急 检 测 队 伍 ，支 援 湖 北
神农架林区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2 月 17 日，派出了第二批
防 疫 工 作 队 ，赴 武 汉 协 助 当
地开展流调排查和巡回督导
工作。

河北支援湖北
第三批防疫工作队出征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张晶、李佳泽摄制

我省公布特殊儿童
救助保护服务热线

（上接第一版）
为了保障企业稳定有序复

工复产，怀安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做了大量的帮扶工作。采
取包联企业责任制，管委会副
科以上干部全部深入包联企
业，了解企业实际困难，指导
企业复工复产。积极帮助企
业联系防疫物资，确保口罩、
消毒液、测温枪等储备充足。
同时，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已出

台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财
税、金融等政策，帮助企业协
调解决机器、用工、资金不足
等问题，抓好原辅料、重要零
部件的稳供保障。

据了解，张家口全市企业
复工复产也在有力有序推进当
中。截至2月20日，全市391家
规上工业企业中，复工复产207
家，复产率 52.9%。其中，大型
企业开工率达77.8%。

领克张家口工厂复工后首台整车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