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险面前，向我看齐”
——记奋战在廊坊市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的共产党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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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孙占稳

2 月 26 日，廊坊市最后两名新冠肺
炎患者痊愈出院。至此，该市30例确诊
患者 100%治愈，收治患者“零死亡”，医
护人员“零感染”，全市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迎来阶段性胜利。

从 1月 25日收治首例患者，到全部
确诊病例出院“清零”，32 个不眠之夜，
战斗在廊坊市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
定点医院（廊坊市三院）的130多名医护
工作者，紧紧扼住病毒的“喉咙”，用血
肉之躯筑起护佑患者生命健康的钢铁
长城。

“危险面前，向我看齐”——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奋战在廊坊市三院
的58名共产党员，作为一面面高高飘扬
的党旗，成为战疫前线最美丽的风景。

与病魔较量，绝不后退一步

“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采取肺保护
策略、限制性液体治疗策略，上中心静脉
压监测、重症超声监测……”2月13日凌
晨3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一场最危险
的战斗在廊坊市三院病区打响。

2月8日张女士入院时，仅仅表现为
发烧、乏力、轻微呼吸困难。由于她患有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础病，随着
时间的推移，病情急转直下。2月13日凌
晨3时，张女士血压迫降、呼吸衰竭，由重
症转为危重症，死神步步逼近。

“患者当时状况十分危急。为保证
治疗科学、有效，我们几乎每半个小时
调整一次治疗方案。”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廊坊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光历历
在目。

55岁的陈光是进驻廊坊市三院的首
批专家，并担任医疗救治组临时党支部
书记。一个多月来，他吃住在医院，安排
医护工作，参加专家会诊，研讨治疗方
案，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救治团队24小时监测数据变化，及
时调整治疗方案，4个昼夜后患者成功拔

管。入院14天后，张女士转危为安。
得知张女士成功拔管，廊坊市人民

医院急诊科副护士长、医疗救治组临时
党支部副书记李京终于放下了悬着的
心。虽然从前线被调下休整，但李京的
心一直在病区。

进入市三院之前，李京曾报名支援
武汉，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组织没有
同意。得知市三院被确定为医疗救治
定点医院，她第一个报名参战。

“气囊测压表2个，医用压力传感器
模块5个，ACT检测仪2个……”入驻当
晚，李京便列下了满满五页纸、300多项
抗疫物资申请清单。经历过非典、甲流
战役的她，深深懂得“备战”的重要性。
在她建议下，从廊坊市医院调运的经鼻
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在危重患者抢
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巡视病房、晨间护理、核对医嘱、加
强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心理建设……每
一项工作，李京都亲力亲为。第一个工
作周期结束，她又主动申请延长了一个
周期，继续坚守在岗位上。

跑赢了时间，才能赢得胜利

与病魔较量，廊坊市集中全市最优
质的医疗资源，从多家医院抽调 130 多
名临床、护理、检验、影像、感染控制等
专业的业务骨干，分3批进入定点医院，
集中救治确诊患者。

如何让这些优秀的“战士”联成一
体，发挥出最强战斗力？医疗救治组、
综合协调管理组、后勤保障组分别成立
临时党支部，每一个关键岗位、危险关
头，党员干部都冲锋在前。

廊坊市三院医务科科长朱明明，负
责转诊接收、样本送检等工作。在咽拭
子采集、送检过程中，他发现由于人员
来自不同单位，有时会出现沟通不畅、
对接不到位的问题。

“每一个环节节省一分钟，患者获
救的希望就多一分。”心急的朱明明与
医疗救治组成员邢国宽连夜制定工作
流程。样本采集前，专人负责联系上级
单位，车辆到门口等候，检测结果直接

送到专家组……每个关键点都有人在
指定时间、位置负责对接。精确、安全、
可控的流程让确诊率进一步提高。

“今天的物资分发顺利吗？有需要改
进的地方吗？”每天，廊坊市三院副院长、
综合协调管理组临时党支部书记杨继
清都在院内四处“打听”，听取大家的意
见建议。手机里的微信运动步数显示，
年过半百的他每天都要走上两万多步。

“我多走一百步、一千步，医生护士
就能少走一步。”杨继清说，每一个岗位
都跑赢了时间，才能迎来最后的胜利。

你们保护患者，我来保护你们

一个多月里，以廊坊市三院副院长
王晓咏为临时党支部书记的后勤保障
组，24 小时在岗，在设施维护、医废暂
存、污水消毒检测方面，为医疗救治提
供了“硬核”支持。

由于建院时间较长，廊坊市三院部
分基础设施老化。患者入住前，后勤保
障就对病区楼、医护人员生活楼的水、
暖、电等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及时维
修和更换了破损的设施。

医护人员大量入住，病区缓冲间洗
澡用热水器功率小、热水量不足，后勤
保障组临时党支部的党员们迅速行动，
钻顶子、凿墙、布管穿线，有时在梯子上
一站就是小半天。

不到两天时间，病区楼3个楼层全部
敷设了新线路，高功率热水器顺利安装完
成，病区楼医护人员用上了足量的热水。

“医护人员保护患者，我们要保护
好他们。”王晓咏说，定点医院里没有前
方后方之分，每一个岗位都是前线。大
家想法只有一个：战胜病魔，让患者和
家人早日团聚。

“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请组织考
验我！”连续奋战四天后，来自廊坊市人
民医院的年轻护士朱文文，郑重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危急关头、危险面前，党员
总是冲在最前头。”朱文文动情地说，“他
们是大家的主心骨，我要向他们看齐！”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通讯员 高占峰

“苏老师，俺家大棚里的茄子叶上长了
斑点，您帮忙看看咋回事。”2月26日一早，
早饭还没吃，苏庆生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苏庆生是深州市北溪村乡副乡长，因
为学农出身，而且一直在乡里负责农业技
术推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重拾“老
本行”，成了菜农们信赖的“农业技术员”。

眼下正是大棚茄子管理的关键时期，
苏庆生也比别时忙了不少。正在打电话向
他求助的，是深州市北溪村乡院头村蔬菜
种植基地种植户王丙坤。

“别着急，打开视频我瞅瞅。”接通微信
视频，绿意盎然的茄子秧顿时铺满了手机
屏幕。

“老王，你家棚室里温度多少？肥料
怎么上的？多久通一次风？”苏庆生盯着
手机屏幕问。“这几天温度低，担心影响棚
内温度，这一天多没通风。”王丙坤冲着手
机说。

“那就对了，应该是灰霉病，主要是棚
室温度低，再加上通风不好造成的。”正值
茄子上市，苏庆生担心视频看不准，撂了电
话，奔向王丙坤的大棚。经过仔细查看，苏
庆生给出了“药方”：“多通风降低湿度，棚
室温度白天控制在26℃到33℃，晚上别低
于16℃。另外，及时摘除病果，对症下药，
产量不会受大的影响。”

像这样的技术咨询和求助电话，苏庆
生每天都会接到。为了让农民的蔬菜顺利
上市，苏庆生还发动乡村种植能手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精准服务。

“俺们也就是‘土专家’，一般问题还能
解决，疑难问题就要请教市里的农技专家
啦！”苏庆生笑着说。

“让农民种得好，还得让菜卖得好！”受
疫情影响，一些蔬菜种植户出现了销售难
问题。苏庆生与北溪村乡河北众城果蔬农
业基地对接，通过网络发布信息，上门收菜等方式，使蔬菜滞
销问题得到缓解。

不止是苏庆生，在疫情防控期间，活跃在深州市田间地头
的农业技术员还有很多。为确保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不
误，该市发动 1000余名种植能手成立了服务小分队，分乡包
片针对大棚蔬菜、果树种植、大田作物等一线问诊，及时解决
了农民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
达、史晓多 通讯员关清天）

“怎么样？最近发现其他虫
子了吗？黄板还够用不？”3
月2日下午，秦皇岛市山海关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解云彪再次来到山
海关区晨煦蔬菜专业合作
社，走进羊肚菌大棚，一见合
作社负责人徐运涛就问。

“这几天挺好，我们已经
开始采菌啦！”徐运涛高兴地
回答。

晨煦蔬菜专业合作社共
有 21 个大棚。主要种植萝
卜、生菜、羊肚菌等设施作
物。去年，听说羊肚菌经济效
益高，徐运涛决定拿出5个棚
试种。于是他从唐山市购买
了菌种、营养袋等物资，把已
有大棚改造成了羊肚菌棚。

2 月 23 日，徐运涛像往
常一样进棚检查羊肚菌的长
势，发现不少羊肚菌根部开
始变黄、缩水。“当时吓坏了，
那明显是长虫子了，但羊肚
菌特娇气，不能打药，我完全
不知道咋办好。”徐运涛说，
他第一时间就给唐山市菌种
卖家打电话，但对方回复正
值疫情防控期间，不便出门。

2 月 24 日，一筹莫展之
际，徐运涛试着拨通了解云
彪的电话。“我当时也不敢打
包票，毕竟这是山海关第一
家种羊肚菌的，我们也经验
不足啊。”解云彪说，即便如
此，他们还是决定去看看，

“农户有需求，我们必须尽力
解决啊！”

第二天，解云彪就和同
事一起来到晨煦蔬菜专业合

作社，将大棚内生病的羊肚
菌切开，查找原因。“我们在
羊肚菌里发现了潜叶蝇的幼
虫，推测是它导致羊肚菌枯
死的。”解云彪说，羊肚菌不
耐药，只能用物理防控的方
式处理。于是，他回单位拿
来了粘虫板——黄板，挂在
大棚内，治理病虫害。

几天来，挂起来的黄板
上密密麻麻粘满了潜叶蝇，
而新长出来的羊肚菌则个个
白嫩、饱满。“多亏解主任帮
我找到了解决办法，不然我
这一年就亏大了。”徐运涛
说，受疫情影响，今年羊肚菌
的价钱有所下降，加之物流
不畅，运输成本上涨，即使不
受病虫害影响，想保本都难。

在解云彪的建议下，徐
运涛把卖不出去的羊肚菌进
行了机械风干，延长保存时
间，减少经济损失。“你可以
借此机会注册自己的商标，
设计一下包装，增加些附加
值，将来抵御风险的能力就
更强了！”

疫情防控期间，正逢春
耕备耕的重要农时。在综合
评估疫情影响后，山海关区
农业农村局积极采取各项措
施，统筹调度，加强管理，第
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走访了
各乡镇、合作社、农资店、养
殖场、饲料厂等涉农企业，及
时了解并解决生产和销售过
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成
立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小组，
通过网络视频、电话回访等
形式为农户排忧解难，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的农业技术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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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州市北溪村乡的副乡长苏庆生重拾“老本行”，指
导菜农种植管理。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服务送田间 菌农笑开颜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董琳烨

2月 7日，立春后的第四天，马路上
行人稀少。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道
某小区，一栋18层的单元楼大门紧闭。

不久前，这里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2月5日，根据规定，整个单元要
进行封闭隔离，急需专人负责消毒工作。

关键时刻，西三庄卫生院站了出
来。“疫情发生后，我们一直负责辖区内消
毒工作的业务指导，没人来，那我们就自
己干！”西三庄卫生院副院长王文娟，主动
跟院长范素霞请缨，揽下了消杀工作。

从那以后，一个单元、125位隔离居
民，就成了她和其他两位同事的阵地。

10时30分，记者来到西三庄卫生院
找王文娟，却扑了个空。“你要找王副院
长啊，她还在小区做消杀呢，不知道什
么时候回来。”热心的工作人员对记者
说。记者随即赶到留观点，又被告知：

“他们前脚刚走，着急回去给这里的住
户做体温回访登记。”连续“扑空”，这个
王副院长行动真够麻利。

11 时 30 分，记者见到王文娟时，她

正歪着脖子，一手敲打着自己的肩膀，
一手拿着各类报表，嘴里还回复着同事
的问话。

“消毒、问诊、清洁……都着急办。”
45岁的王文娟有副清亮柔和的嗓子，记
者刚逮空儿跟她说上话，那边她的手机
就又响了。

“体温 36.4℃，正常。真好，再坚持
几天，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
打电话。”王文娟一项一项记录，还不时
安抚电话那头被隔离的居民。

在留观点，王文娟和同事每天都要
对125位居民测量体温、采集信息、统计
数据。也碰到过不配合的住户，有一次
调查一个人用了1个小时。2月5日，完
成最后一名留观人员的调查工作，已是
23时。回到单位，用一碗方便面草草解
决了晚餐，又开始做统计工作。那一晚

王文娟整夜没睡，之后基本上每天的睡
眠时间也只有两三个小时。

“累不累，要不请假休息一下？”王
文娟的辛苦，范素霞看在眼里。“没事，
我顶得住，大家都在一线奋战，我怎么
能当‘逃兵’？”王文娟笑着摆了摆手。

“一个女同志，每天背着25公斤的药
桶爬18楼，还不能坐电梯，一次消杀工作
就要进行一个半小时，每天两次，遇到心
情不好的住户还可能被凶几句，真的太
不容易了。”范素霞也知道，平日里王文
娟就是个“热心肠”，不少患者跟她发展
成了朋友甚至家人般的关系，每月复诊、
开药还不忘过来找她聊聊天，现在“家人
们”有了麻烦，她怎么可能不去。

这些天，王文娟的力气好像总也使
不完。忙活完居民的回访，已经是 15
时 30 分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她就急

匆匆赶去留观点进行第二次消杀。
“就这样进去吗？”看到王文娟简陋

的防护装备，记者惊讶地问道。
“现在物资太紧缺了，楼里没有发

热的住户，仅有的物资我们想着还是优
先留给防护一线。”话音刚落，王文娟就
背着“大家伙”走了进去。

夜幕降临，又是万家灯火时。西三
庄卫生院里，消杀回来的王文娟又忙着
接打居民的电话，眼前的晚餐还是泡
面，已经凉了。

2月11日，经过了六天的奋战，该留
观点解除隔离，西三庄卫生院隔离点没
有增加一例确诊和疑似病例。

街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安宁，
而王文娟依然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疫情
排查现场，在非常时期体现了医务工作
者的责任和担当。

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卫生院副院长王文娟

125位隔离居民的“健康管家”

□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尹翠莉

“大爷，先给您测一下体温，您这是
要去哪呀……”3月 2日，在阳原县榆林
关村村口防疫登记站，驻村第一书记刘
景业正在给要外出的村民做登记。

气温一天天回升，出门的村民多了
起来。“村口是入口，进出人群必须要严
格登记，疫情防控还没到胜利的时候，
绝不能功亏一篑。”刘景业叮嘱防疫登
记站几位值班人员。

刘景业是省公安厅交管局综合处处
长，2018年他来到阳原县榆林关村任驻
村第一书记。今年春节假期，接到上级疫
情防控命令，他第一时间就赶回了村里。

回村当晚，刘景业和驻村工作队组
织成立榆林关战疫领导小组，召集全村
5个基层党小组开会。

“疫情当前，咱们党员就要当好全
村人的主心骨，往前站，往前冲！”刘景
业一号召，18名在村党员结合自身特长
主动认领工作。刘景业将村子划分成6
大片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公益岗护林

员任劝导员，片区长任监督员，村医任
卫生员……就这样，村“两委”委员包片
区，片区长负责，全村党员轮流值班，榆
林关的“抗疫先锋队”投入实战。

开完会，刘景业就开始收集权威报
道信息，发到村民微信群里，还自制宣
传音频，起草《致榆林关村民的一封
信》，一直忙到凌晨。

“没有流动就是最好的防控。”刘景
业从新闻报道和上级指示中思考总结出
这个关键点。可春节是大家走亲访友、
聚餐娱乐的时候，怎么做到“没有流动”？

“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门，不聚
会……”每天早晨，没等村民出门，刘景
业和各个片区长就拿着小喇叭走街串巷
对村民喊话，看到谁出门就耐心劝回家。

劝完村民，刘景业又带着工作组在
村口设立了疫情登记站，对进村人员测
量体温认真登记，对进村车辆全面消
毒。连续好几天，刘景业只吃两顿饭。

进出测体温，可村里只有水银体温
计，让村民都夹在胳肢窝里测不现实，
而且还有交叉感染风险。刘景业就自

费为村里购置了 6 支体温枪，测体温的
难题马上解决了。

针对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疫情
防控物资短缺的困难，刘景业带头捐款
2000 元，为村里购买了 2000 个 84 泡腾
片，3000 个口罩，6 个大喇叭，对村内街
巷、文化广场、小超市、小卖部等人员密
集场所进行消毒。

要做到严防死守，必须24小时坚守
村口。榆林关村三面环山，春节期间气
温一直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寒风打在人
脸上生疼，饭一边吃着就凉了。到了夜
里，登记站的值班人员穿着两三层厚棉
服，还是冻得一直跺脚。

刘景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马
上组织工作队在登记站架起了棉帐篷，
点起了火炉子，还给大家配发方便面、
火腿肠和棉大衣，保证大家不受冻、有
热饭吃。

守住了村口，但在封闭管理前回村
的人，还没有摸清。刘景业和各个片区
长每天走村入户防疫宣讲、体温监测、
疫情监控，还对村民进行全覆盖排查登

记，全村 349 人，其中常住人口 305 人，
市外返乡 24人，市内返乡 20人，没有疫
区接触人员，底账摸清后，又建立台账，
每家每天的变化录入台账，实行信息动
态采集，日清日结。

村民高德岳母不幸离世，按照榆林
关村的习俗，要宴请亲朋好友和村民，
风风光光送走老人。但眼下如果放任
亲友进村入户吊唁，隐患太多。

“老人去世你们一定很伤心，可现在
疫情严重，跟以前那样办，会造成大家扎
堆，村里红白理事会帮着你管，一切从
简，这样对自己对大家都负责，人情可以
等到疫情过去慢慢还，你们说呢？”刘景
业得知情况后赶紧到其家中安抚，高德
一家积极配合，从简办理了丧事。

严格控制外出，村民需要采购怎么
办？刘景业和村“两委”委员班子商量，
明确了专职采购员，为村民办理生活所
需；村民都宅在了家里，生活会不会枯
燥？刘景业也积极想办法：村里无线
WIFI免费全覆盖，微信群里发布农业知
识讲座视频，推荐电影和电视剧……

白天，刘景业是抗疫一线的战斗
员；晚上，他还要做脱贫致富的攻坚
员。“眼下正是春耕的时候，制定好的脱
贫攻坚年度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防疫
工作和脱贫工作都不放缓。”夜已深，刘
景业屋里的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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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村民战疫主心骨

穿戴好防护服后，医疗救治组临时党支部医护人员一起加油打气。（院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