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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经开区

滑雪服生产企业
12天转产隔离衣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段晓芳

3月12日，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传来
好消息：当日最后3位新冠肺炎患者办理
了出院手续。至此，该市41例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全部治愈，实现确诊患者零死亡，
医务人员零感染。

“要慎终如始加强疫情防控工作，防
控标准不能降低，防控要求不能降低，排
查数据要实要准，防控措施要落细落实，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张家口市委
书记回建要求。

疫情发生后，张家口市“早”字当先、
“精”字为要，科学施策，迅速组织全市最
强的技术力量，集中全市最优质的医疗
资源，承担防控救治任务，全面阻击新冠
肺炎疫情。

“早”字当先，与疫情“赛跑”

疫情当前，责无旁贷。
1 月 15 日，省卫健委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张家口
市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紧迫性，
迅速谋划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立疫情排查、疫情
监测、疫情处置、医疗救治、后
勤保障、督导检查、宣传等专项
小组，并第一时间与省卫健委
各小组对接。

1月28日，张家口市出现第
一例确诊患者。

疫情防控是一场阻击战，也是
一场总体战，各项工作都要为赢得这
场严峻斗争提供支持。1 月 21 日，按照
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卫健委组建医疗救
治专家组。

17 年前，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院长张志华，在市传染病医院担任市
防治非典指挥部副总指挥，连续奋战了
40 多天；17 年后，他又一次临危受命，担
任医疗救治核心专家组组长。他带着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赵建清，麻醉科、
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福龙，医学影像部主
任崔书君驻扎下来，同时前来的还有重
症医学科的3名医护人员……接下来，不
断有主动请缨的医护人员陆续到岗。

很快，由各医疗机构抽调的专家进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救治定点医院——
市传染病医院。市第一医院、市中医院、驻
军某医院为后备定点医院，确定市急救中
心为确诊病例转运定点单位，负责全市确
诊病例的转运。同时，确定18家医院为县
区发热病人筛查定点医院；在49家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设置了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
在 210所乡镇卫生院和 18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设置发热筛查门诊219个。

为满足救治需要，集中全市医疗资
源，为市传染病医院紧急配备急诊急救
设备。此外，通过省内调配、定点委托采
购、动员社会捐赠、拓展海外订购等渠
道，强化防护、药品等物资储备，以满足
临床需要。

同时，该市出台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工作医用物资调拨审批制度，协
调工信、商贸、公安、财政等部门，坚持“按
需保供、有备无患”，全面做好物资采购、储
备、调运等保障工作。

“精”字为要，打破常规“点将增兵”

“给氧状态下血氧饱合度低于 90%
了！”“肺CT显示两肺多发浸润影！”……
1月28日，张家口首例确诊患者边先生的
体温超过了39℃，病情恶化。

“提高氧流量！”“进行机械通气！”……
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及时采取了措施。

经过一天时间的抢救，边先生的病
情稳定了下来。

2月 1日，他再次感到了呼吸困难；2
日，他甚至连刷牙都做不到。

专家组成员时刻关注着边先生的生
命体征和血氧变化，病房内的医护人员
更是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确保专家
组每次根据即时情况调整的治疗方案能
够第一时间被执行到位。经过几天的紧
急抢救，边先生“活”了过来。2月13日，边
先生治愈出院了。

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赛跑，广大医务工

作者以近乎不眠不休的工作状
态抗击疫情，救治病患。

危机时刻，打破常规
状态下各医院“单兵作
战”模式，全市统一安排
部署，建起“医院-县
区-市级包县专家组-
市级核心专家组”的纵
向联动机制，核心专家
组负责全市会诊和救治

指导；医疗救治专家组指
导县区救治和会诊。专家

组成员实行 A、B 岗轮岗制，
24小时值班。

各县区以辖区为单位，成立了
220名专家组成的“县区专家组”，负责

辖区疑似病例的诊断和救治。同时，各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均成立了本院救治专家组，
确保2小时内完成院内疑似病例的会诊。

驻张部队、省属、市属医院及19个县
区呼吸和重症医学两个专业，共计354名
医生全部纳入专家梯队，明确每名专家
的家庭住址、电话，以备就近调配专家参
与到新冠肺炎的救治中。

此外，截至2月24日，已抽调51名医护
人员组成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

科学救治，争分夺秒与疫魔
赛跑

2月 6日，全市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治
愈出院。

在最危重的一名患者抢救当晚，该
市连夜从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市第一医院抽调重症、麻醉、血管外科等
专业技术最强的医护人员近 20 人，在定
点医院待命，省卫健委派出ECMO（体外
膜肺氧合）专家连夜赶到张家口，参与一
线救治。在省市专家组和一线医护人员
的全力救治下，经过17天日夜守护，患者
治愈出院。

一位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的好
消息陆续传出，这背后，是一次次与疫魔
争夺生命的较量，更是一场场检验科学

救治、高效诊疗的“大考”。
为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科学及

时的救治，张家口市加强疫情研判，合理
安排调度，精准制定治疗方案，按照“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原则，提
前介入，积极救治确诊、疑似患者。

对照国家和省诊疗方案，该市制定
了市医疗救治工作方案和发热门诊筛
查、确诊病例转运、病例救治等流程规
范，将核酸检测范围拓展到“四类人员”，
并前移诊断窗口期和治疗窗口期，确保
疑似病例及早治。

对确诊患者实行“一人一团队”“一
人一方案”措施，制定救治方案。对于出
院患者，全部给予中药等康复调理，并电
话追踪指导。同时，成立心理干预组，提
前心理介入治疗，帮助病人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确保普通病例全面治。

整合全市重症医疗资源，先后从河
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河北北方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驻军某医院、市第一医
院、张北县医院抽调重症专业医生13人、
护士 29 人，分 3 个梯队进入一线隔离病
房，救治重症、危重症病例。

核心专家组制定了“渐进性呼吸支
持+肺保护性通气+限制性容量管理+营
养支持+脏器保护+人体内环境平衡+并
发症处理”七位一体的救治策略，在不同
的病程采取不同的组合进行治疗。同时，
每日与省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定期与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专家进行远
程会诊，及时调整救治方案，提高救治的
科学性和实效性，确保重症病例合力治。

对各级中医专家的诊疗方案进行比
较分析，取长补短，制定了符合本地特点
的中医药诊疗方案，根据不同病程、不同
体质的患者对症下药，中西医同步，确保
中医中药全程治。

回望一个多月来的努力，数字记录、
实例见证了医护人员书写的传奇：在张
家口市已治愈出院病例中，最高年龄 85
岁；最多一日出院病例 9 人；全省最危重
病例之一治愈出院。

把最强最优医疗资源用于救治
——张家口全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记事

□河北日报记者 高振发 刘雅静
通讯员 任吉星

“多亏了驻村工作队，要不我这 2000
只鸡就得饿死了。”3月 10日一早，康保县
八大股村养鸡大户郑丙亮边给鸡喂饲料
边感慨地说。

郑丙亮介绍，2月6日，由于疫情防控，
原有饲料供应商运输渠道截断，2000只鸡
马上就没饲料吃了。得知这一消息，省直工
委驻村第一书记燕光辉立即多方联系，终
于协调一家饲料供应商实施“两不见面”配
送服务，解了郑丙亮的燃眉之急。

燕光辉介绍，疫情防控开始后，驻村
工作队第一时间返村协助开展工作。制定
实施“网格化”防控工作机制，积极协助村
干部、村医入户对在村的91户家庭成员进
行体温监测，对 102 名外出回村人员行程
轨迹进行排查，掌握情况，及时上报。

突出抓好“一微、一站、多节点”，确保
疫情不进村。“一微”，即组建“1+6”微信群。
通过组建网格管理员微信群和6个责任区
户微信群，及时掌握各户身体健康情况，传
达有关要求和部署工作。“一站”，即仅保留
一个村出入口检查站，安排38名村民在检
查站昼夜轮流值守。驻村工作队为检查站
购置防疫物资，有效保证了重点岗位人员
防护需要。“多节点”，即对村委会办公驻
地、村供销社、以前人员经常聚集晒太阳的
两个路边点及村公共厕所等重要位置进行
重点防控，提高公共卫生质量。

针对节后村民外出打工困难，驻村工
作队对全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逐一摸排，
为 25 名外出就业人员提供“点对点”代办
服务，协助办理非“四类”重点人员健康证
明、离村申请表和外出复工证明，并多次
协助村干部到乡政府办理相关手续。截至
目前，已安全送离22人外出打工。

扎实有序推进脱贫防贫各项举措，巩
固提高帮扶成果，确保非贫困人口不致
贫、退出贫困人口不返贫。抓住产业增收
这个关键，继续推进全村“三瓜三花”（西
瓜、香瓜、哈密瓜，菊花、金银花、百合花）

特色种植主导产业发展。
目前，工作队与陕西一家公司联系订

购了 200 亩西瓜、香瓜、哈密瓜优质种子，
与省内一家公司协调订购了1.2万株七月
菊苗、2万株五九菊苗，努力在去年村民和
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种植业质量和效益。

借力“千企帮千村”，去年 12 月，驻村
工作队积极协调省石油业商会向村贫困
户免费提供了 500 只优质种兔，实施入户
分散养殖。目前，部分养殖户的种兔已经
产仔。

省直工委驻康保县八大股村工作队：

让疫情不进村 让脱贫不停步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张
晓英）3 月 11 日，在阳原县曲长城村河北
皇菊种植示范基地大棚里，佩戴口罩的
产业工人们正在小心翼翼地移栽皇菊
幼苗。

“这几天正是育苗的关键时期，我们
得抓紧时间为今年大面积种植提前准备
好优质苗种。”省农业农村厅驻村工作队
员张占伟说，去年，他们利用张家口这边
海拔高、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
引进了适合冷凉地区大田种植的皇菊新
品种，当年就种植成功。

目前，基地正在创建自己的品牌，聘

请专业公司进行统一的品牌包装设计。
同时，驻村工作队还动员部分村民开展线
上销售，从育苗、种植到菊花的粗加工，再
到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形成一条龙
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2018 年驻村以来，工作队充分发挥

农业部门行业优势和专家优势，在曲长
城村以发展集体经济试验示范田为抓
手，建成以河北皇菊、丰花玫瑰、观赏
花海等为主体的400亩冷凉地区特色精品
产业示范园区。建设了集产品烘干、谷
物加工、果品保鲜为一体的农产品加工

厂，发展了以皇菊、苹果、草莓等附加
值高的作物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园区，带
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和传统优势作物提
档升级。同时，结合乡村游、亲子游等
特色旅游项目，逐步把曲长城村打造成
集“吃游玩购”为一体的新型农村。

省农业农村厅驻阳原县曲长城村工作队：

建成冷凉地区特色精品产业示范园区

▼近日，在
张家口市疾控中
心检测实验室，
检测人员在对样
本进行核酸检
测。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近日，在
河北北方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发热
门诊，医务人员
在研究入诊人员
情况。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裴芸）生产车间
内，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73名员工“全副武装”，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流水线生产作业。近日，位于张家口经开
区的至山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在经开区党工委的大力扶持
下，迅速从生产滑雪服转产隔离衣，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产
品转换，开足马力满足全市防控物资需求。

该公司总经理刘宗林介绍，公司从跑办资质手续到
研发设计样衣，从紧急筹集物资到正式投产、检验合格，
仅用 12 天时间。截至目前，企业分批分次返岗职工 73
人，每天生产量2000件套。

面对全市医疗物资生产能力不足、物资储备不足等
问题，经开区党工委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提前介入指
导，协助企业解决转产过程中的困难问题，促成企业尽快
投产供应。

“收到企业转产的审批申请，我们与企业进行深入对
接，安排专人一对一精准服务，协助企业解决原料供应、
资金、用工等问题，实行特事特办原则，全力保障项目快
速实施。”经开区发改局局长宗尚春介绍。

目前，经开区除“隔离衣”防疫物资生产项目正式投
产外，北京协和洛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计划在经开区投
资建设一条 N95 口罩生产线和两条医用外科口罩生产
线，设计产能为每天2万只。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崔楚屏）3 月 10
日，在赤城县茨营子乡现代农业扶贫示范基地的入口处，
党员义务监测员马海山正在对运送春耕物资的卡车进行
登记。

不远处的农田里，村民们早已忙活了起来：有的在翻
耕施肥，有的在检查大棚塑料膜、加固棚室钢管，还有的
在清理泄洪道，为防洪防涝做准备。

2019年4月，张家口金融控股集团启动赤城现代农业
扶贫示范基地的投资建设，在城里务工的村民乔玉满得知
消息后第一时间返乡到基地干，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

赤城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是张家口金融控股集团践行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战略的探索性尝试。投产第一年，基
地就已建成56座现代化大棚，吸纳当地60余户贫困户就
业，户均年增收超过5000元。此外，集团特聘农业专家，
带领当地群众采用有机方式种植高甜番茄、水果彩椒等
高附加值品种，年亩均产值提升超过1万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张凤天、苏焱）连
日来，尚义县新森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机声隆隆，
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忙着生产。

“前些时受疫情影响，闲在家心里很着急，现在厂里
有活干了，能挣钱了，心里也安稳了。”正在忙碌的张月娥
今年 53岁，是下马圈乡上马圈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她的
丈夫因患病不能干重体力活，还要赡养 80多岁的公婆，
生活困难。两年前经乡政府介绍来到新森服装服饰有限
公司做起了裁剪工，每年收入3万多元。

“服装加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工人都是
本地人，但防疫工作丝毫不敢松懈呀！”公司经理段连团
介绍，公司复工后严格按照防疫相关要求运行，每天对工
人测量两次体温，车间及车间周围喷洒消毒液，车间内工
人保持一定距离，并经常通风，保持卫生清洁，确保防疫
生产两不误。

尚义县在全力战疫的同时，力促符合要求、具备条件
的企业特别是“扶贫企业”“扶贫车间”“扶贫实体”早复工
早复产。同时本着能开则开、该复则复的原则，结合企业
特点制定了分期分批复工复产规划，确保 3月底全县企
业复工复产率至少达到 85%；整合协调县直机关职能部
门成立了6个专班，29名县处级干部对全县37家复工复
产和正常运行企业实行对接包联，及时帮助复工复产企
业解决防疫及生产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截至目前，为复工复产企业协调金融部门解决所需
生产资金1500万元，安排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580名。

尚义

帮企业排忧解难
助“扶贫车间”复工

张家口金融控股集团

在赤城建现代农业
扶 贫 示 范 基 地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巍 记者李艳红）近日，河钢
宣钢 1000 余吨优质抗震钢筋直供张家口奥体中心游泳
馆项目，过硬的产品质量及优质服务赢得客户青睐。

2月以来，河钢宣钢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
强与客户无缝对接，优质抗震钢筋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
津滨城际铁路等重点工程，提升了河钢品牌知名度与市
场竞争力。

该公司通过电话、视频连线方式高效对接客户，动态
关注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情况。对已落实的产品订单，实
施全流程跟踪，按时兑现订单。科学研判市场走势，依托
销售攻关组，详细了解项目用钢需求计划，高效优化运输
方式，全力保障订单发货。发挥驻外分公司优势，释放现
货库存，激活区域销售活力，完成区域销售目标。在生产
过程中进一步优化流程，严格落实岗位作业指导书，加强
全工序质量精益管控，确保产品质量满足项目建设实际
需求。

河钢宣钢

1000余吨优质抗震钢筋
助力奥体中心游泳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