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前夕，
宁晋县第五中学
制作了“抗疫英
烈公祭”网页，
学生们网上祭
奠牺牲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
一线的烈士。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网上祭奠

抗疫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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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
4月3日，省委宣传部在“最美河
北人发布厅”录制了田英平等11
名“最美抗疫先锋”的先进事迹。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战大
考，全民抗疫，众志成城。此次参
加录制的11名“最美抗疫先锋”
分别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急诊医学科主任、省级新冠肺炎
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田英平，
香河县看守所所长李向国，秦皇
岛市交警支队六大队边墙子中
队队长张海峰，邢台县退役军人
返乡创业园创始人陈建，国网广
平县供电公司办公室主任岳金
栋，唐山遵化市凯歌儿集团总经
理邱凯，廊坊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副主任、主任检验师陈玉兰，河
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石家庄市支
队西柏坡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毛
帅，河北建工集团省安装二分公

司工作人员董立彬，蔚县交通运
输局路政管理站路政执法员周
永军，石家庄志愿服务基金会志
愿者李昆。

白衣执甲的医务工作者、
坚 守 一 线 的 公 安 民 警 、筑 牢
堡 垒 的 基 层 干 部 、勇 于 担 当
的 企 业 职 工 、无 私 奉 献 的 志
愿者……作为抗疫一线的先锋
代表，他们在疫情防控一线日
夜坚守，用责任和热血筑成牢
不可破的人民防线，为疫情防
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录制
当天，仍有部分抗疫先锋坚守
在工作一线。节目通过视频连
线、现场采访、播放事迹短片等
形式，集中展示了“最美抗疫先
锋”忘我奋斗的精彩片段。

据悉，该节目将于4月9日
在河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播出。

“最美河北人发布厅”录制
“最美抗疫先锋”先进事迹

我省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

窗外，柳树抽芽，桃花盛开；远处田
野里，春风微拂，小麦轻轻晃动。

“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河北
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省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医生白银箱打开手机准备拍
下眼前的美景，却习惯性地先按了一
下武汉市第七医院的APP。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他无数次从
这里查看患者最新的化验检查结果、
病历，追踪病情进展。随着患者出院、
转院，这个 APP 已经停用，白银箱却一
直舍不得删除，“这里面有太多的记忆
和牵挂。”

“与休整中的平静状态正好相反，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
与疫魔较量。”对 1 月份的最后一个夜
班，白银箱至今记忆犹新：那天 ICU 病
房里 12 名患者，有 9 个气管插管、上了
呼吸机。

最紧急的是29床，呼吸循环和多脏
器功能衰竭。一上夜班，白银箱就把新
调来的超声机推过去，给患者进行容
量、心脏、肺评估。

这边还没看完，护士就喊起来：
“快，37床呼吸困难！”

白银箱抬腿就往 37 床走。病床上，
患者呼吸急促、烦躁，血氧饱和度不断
下降。白银箱果断拔除插管，上高流量
氧疗，患者转危为安。

正在写医嘱，三病区又急匆匆推来
一名重症患者。血氧饱和度只有44%，全
身花斑，严重缺氧。插管、接呼吸机，血
氧上来了，血压又低了，马上颈内静脉
穿刺置管……

“一个夜班下来，我和同事一直在
奔跑。”白银箱说，这样的工作场景，几
乎每天都在上演。“紧急心肺复苏、静脉
给药、经皮插管、管路预冲……这些高

风险且技术要求极高的医疗操作，在武
汉都要以1.5倍速、2倍速、3倍速进行。”

“经历过这样的生死竞速，以后什
么样的救治场面都不会怵了吧！”白银
箱笑着说，脸上带着自信。

面对捉摸不透的病毒，普通人都明
白它的厉害，专业出身的医生、护士又
怎能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肯定怕，但总要有人上！”河北医疗
队队员、临西县人民医院心内科护士孙
继红告诉记者，用生命守护生命，平时可
能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但危急关头，却
是他们医护人员必须践行的承诺。

1月26日上午10时许，孙继红刚下
夜班补觉，就被电话吵醒，单位征集一
线报名。“想都没想，我就报上了，也不
知道会派去哪里。”

2月4日凌晨，孙继红接到出发去武
汉的通知，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我猜
去雷神山的可能性大，那边重症多。”孙
继红心里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被感染，
甚至牺牲。

临行前，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封
“遗书”，交代后事和银行密码。不想家
里人提前看到担惊受怕，她就悄悄藏在
飘窗垫深处，“若有意外，我想在仅剩几
口气时再告诉他们。”

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战场。战场
上有冲锋，有危险，有牺牲。

白衣执甲踏征程，河北儿女慷而
慨。在河北医疗队队员中，哪一个不是

像孙继红这样向险而行的战士？
“在武汉的每一天，随时都在面对

危险，但作为医生，我们别无选择。”河
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衡水市人民医
院急诊ICU医生吴建朝说，当一个个患
者被他从死神手中抢回来时，他觉得付
出的一切都很值。

这或许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忘
记的一次救治了。1 月 31 日 10 时许，一
名患者明显喘憋，呼吸急促，脉搏40次/
分，氧合指数下降至 60%，必须马上插
管。由于患者特别肥胖，几次尝试都没
成功，麻醉师束手无策。

“我来！”吴建朝一个箭步过去，直
接抢过麻醉师手中的喉镜，跟病人进行
面对面插管操作。

“吴大夫，给你戴上面罩！”
“来不及了！”
30秒后，气管导管顺利插入患者气

道内，患者呼吸逐渐恢复正常，吴建朝
终于松了一口气。

“作为管床医生，我当时心里只想
着救人，哪里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
危。”吴建朝说，现在想起来，他确实有
些后怕，“但那样的生死危急关头，我心
里就想着一件事儿：救人。”

一袭白衣，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能让一个人不惧生死？

“选择了学医，就选择了奉献。”
17年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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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三次出征：2003 年战“非典”，2009 年斗
甲流，大年初二，星夜兼程驰援武汉，她
是医疗队队长。

“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我是带了一
群陌生的同事，跨地域作战，疫情重、时
间短、挑战大。”在武汉，面对很多比自
己女儿还小的队员，袁雅冬又当师长又
当家长，手把手教他们临床操作，挨个
检查队员们的体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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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专业水准、高超医术。”在武汉市
第七医院，袁雅冬连夜制定院感防控
流程图、医护人员院感防控操作规范，
边改建边救治患者。医疗队一口气接
管了 4 个病区的 177 张普通床位，还有
工作强度大、感染风险高的重症监护
室、检验科。

新冠肺炎重症救治，没有现成经
验，为了给予患者最积极的治疗，袁
雅冬每天不管多忙多累，都要亲自查
房，挨个了解每个患者的病情，调整
治疗方案。

3 月 8 日下午，作为巾帼奋斗者代
表，袁雅冬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
见面会，她一下子“火”了。那位曾经命悬
一线，如今转危为安的老奶奶，躺在病床
上一脸满足：“大专家一直都陪着我呢，
我们要合张影，让家里人都看看。”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第一批医疗
队重症救治成功率在武汉排名前三，累
计收治病人429人次，其中重症、危重症
患者 197 人次，共护理病人 2458 人次，
检验核酸样本8144份。整个河北医疗队
的救治成功率达到 97%……“这是我们
的队员舍生忘死、奋力拼搏的结果。”

战斗的日日夜夜，袁雅冬没空照顾
自己的感受，返程时刻，在武汉天河机
场，她和队友们流下热泪。这，是胜利
的泪水！

“生命相托，我们一直与时间赛跑”
——在武汉的难忘战斗（一）

编者按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3月31日，随着最后一批白衣战士返

冀，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全部平安凯旋。在湖北武汉的60多个日日夜

夜里，这1000多名队员与时间赛跑、同病毒搏击，义无反顾地为了生命和爱战

斗，成为人们心中最美的逆行者，书写了新时代的燕赵儿女英雄传。让我们跟

随白衣英雄，一起重拾这个春天最难忘的战斗记忆。敬请关注“在武汉的难忘

战斗”系列报道。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通讯
员刘芳宇）思念难割舍，哀思寄云端。
今年清明节期间，全省各地民政部门
创新举措，采取多种形式鼓励群众文
明祭扫、安全祭扫。目前，全省有197家
殡葬服务机构确定可至少提供一次免
费代祭服务。

省英烈纪念园（省双凤山陵园）在
清明节前夕，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对全
园墓碑、寄存格位进行逐一擦拭清洁，
并在纪念塑像、英烈墓、社会墓区及寄
存厅前摆放鲜花，开展统一代祭活动。
陵园还开发上线了网上纪念平台，群
众可登录网址 wj.hebyly.com 建立网上
纪念馆缅怀逝者。

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推出免费“云
祭扫”服务，群众可关注公众号“燕赵生
命文化”进入祈福专区，并参与“直播共
祭寄哀思”，实现足不出户安全祭扫。为
引导市民开展居家祭祀活动，该处通过
电子信箱、征集电话、在人民纪念堂大门
设置“天堂信箱”等方式，多渠道向广大
祭奠群众征集抒发相思、祈福的寄语、卡
片、照片、录像，倡导绿色文明祭祀。

保定、邢台、衡水、廊坊、沧州、定
州、辛集等地殡葬服务机构积极推广应
用网上祭扫、代理祭扫等在线服务，亲

人可通过观看视频和直播的方式缅怀
逝者。秦皇岛、唐山、邯郸向全体市民发
出文明祭扫倡议书，倡导通过举办小规
模家庭追思会、网络追思会、网上时空
信箱等方式寄托哀思。张家口市在清明
节前夕制作了以“绿色、文明、法治、惠
民”为主题的民生民政专题栏目，倡导

广大群众移风易俗。承德举办征文活动
弘扬清明节传统文化内涵。

据介绍，清明节前，省民政厅相继
印发《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森林草原
防火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2020年清
明节祭扫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
求有效防范清明节期间野外祭祀用火

引发森林草原火灾，推广应用网上祭
扫、代理祭扫等在线服务，开通殡葬服
务机构移动客服端、微信公众号等服
务渠道。同时，要求全省各地民政部门
公布网上祭扫的平台网址和代理祭扫
的办理办法，大力宣传殡葬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祭祀。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孙涛

□张 博

今天，清明节。
山河呜咽，举国同悲。为表达全国各族

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
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发布公告，决
定 2020 年 4 月 4 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
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日10时起，
全国人民默哀 3 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
笛，防空警报鸣响。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让我们肃立，让我
们垂首，为那些戛然定格的生命寄上哀
思。从风雪寒冬到和煦春日，从遭遇时的
惊恸到奋起后的坚毅，从“封城”“隔离”到
不计代价的生死救援，这场战“疫”中我们
经历了许多，失去了许多，内心也酝酿着数
不清的情愫。以国家的名义祭奠逝去的同
胞——今天这样一个日子、一种礼仪，一定
能让逝者有不朽的名、生者有永恒的爱，让
所有人的心有所慰藉。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五星红旗徐
徐而降，生命的尊严冉冉升起。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
胞，有医护人员，有人民警察，有社区工作
者，有普通群众，我们或许和他们素昧平
生，我们或许不清楚他们的往事，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
道，但我们血脉里的潮汐和他们一样，生下来就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中国人。今日低垂的国旗像一条鲜红的纽带，把所
有人联结在一起，宣示着逝者的尊严，也宣示着我们的尊严；
彰显着国家对生命的敬畏，也彰显着我们党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

逝者长已矣，生者犹可追。凶顽的病毒夺去了许多同胞
的生命，但夺不走我们的意志和信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斗争中，我们呈现给世人的，不是哀怨，而是坚强。忘不了
白衣天使们一张张留着勒痕的脸，忘不了雷神山、火神山一盏
盏彻夜不息的灯，忘不了大江南北那一声声“中国加油”“武汉
加油”……即使是悲伤弥漫之际，我们身边也有无穷的力量在
升腾。为逝去的同胞下半旗，激励着我们彻底战胜疫情的决
心，鼓舞着我们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斗志。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但疫情反弹风险和输入性风险不容忽视，复
工复产还有很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对逝者最好的悼念，
就是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耽误
的时间抢回来，早日让我们的生产生活步入正轨。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
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把泪
水埋在心里，把哀思化作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拼搏竞
进、勇毅前行，我们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在
缅
怀
中
勇
毅
前
行

我省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倡导文明安全祭扫

197家殡葬服务机构提供免费代祭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吴培源

春风吹绿槐河岸。
望着岸边新栽的树苗，元氏县东张

乡苗庄村村民们说，这一片生机里，到
处都有好书记赵占海的脚印。

3月14日10时，当了26年村支书的
赵占海不幸去世，生命定格在62岁。

对于事业，赵占海没留下遗憾。3月
13日 6时，几天前刚做完手术的他病情
急剧恶化，呼吸不畅，家人准备带他去
医院。

“去之前，他非要把合同签完，19户
村民的 57 份合同整整签了半个小时。”
赵占海的妻子李竹宅含泪说。

回忆起见到赵占海的最后一面，村
委委员刘树芳眼泪止不住地流，“他躺
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还不忘嘱咐

我一定要把合同亲手送到乡亲们手里，
不能失信于民。”

“槐河人家”片区，是今年 6 月即将
召开的石家庄市第六届旅发大会的重
点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占苗庄村的地较
多，村民不愿让地。

3月 11日晚上，赵占海又一次与 19
位村民沟通，“以后咱们这儿也跟城里
一样，春暖花开，你们去河边走走，就像
逛公园，来旅游的人们也都知道咱们村
了，这是多好的事儿……”他讲理，也动
情，村民们听得认真，也想明白了。

“占海书记，你说行就行，我们听你
的，你快回家休息吧！”做完手术第4天，
赵占海又开始和村民沟通，几个小时下
来，他喘气都不均匀了，村民赵保文心
疼他，催他赶紧回去。

“活一天，干一天”是赵占海的口头

禅。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2019 年 4 月他被确诊为绝症，同年

5月做了个大手术。出院后，他忘记自己
是个只有半条命的人，为了村里的事，
天天串东家，走西家。

除夕那天，赵占海接到上级疫情防
控通知，饭都没吃一口，就带人去村口设
置卡点，怕值班人员冷，自己掏腰包买了
电暖风。怕村民不重视、不理解，通过大
喇叭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喊哑了嗓子。

正月初六傍晚，得知村民赵某某春
节回家与确诊病例同车厢后，他又冒着
可能被传染的危险，第一时间赶到赵某
某家的胡同口，拖着骨瘦如柴的身体，
做了近两个小时的工作，直到急救车把
赵某某送往集中隔离点。

赵占海就是苗庄村的一杆旗。
得知赵书记去世的噩耗，不少村民

想送送他。但疫情还未过去，村干部拦
下了含着泪的村民们。

说起好书记，84岁的村民赵印山难
掩悲痛，“俺村的一杆旗倒下了！”

赵印山说，村里要翻修小学，资金
不够，他从家里拿。修建卫生室、增设变
压器抗旱、解决贫困户取暖，他去跑资
金……如今，家家过上了好日子，占海
却走了。

村里低保户赵凤楼，没能送赵书记
最后一程，一直很内疚。儿媳两年前查
出癌症，家里因病致贫，前后花了 40 万
治病，孩子们上学都困难。赵占海得知
后，先帮他家办了低保，又在村北帮他
盖了猪圈，还多方联系帮着找猪仔。靠
着养殖业，家里的日子有了起色，去年
年底，20万元的外债全部还清 。“还没来
及说声谢谢，他就走了！”赵凤楼眼里含
着泪花说。

“住院他也不闲着，打电话指导大
家做好防控工作，村民们有困难找到医
院去，他一一解决，他把一颗心、一条
命，都给了大家。”村干部赵俊书说起这
位共事15年的老伙计，声音哽咽，“他真
心待村民，村民也真心信服他。”

抗疫一线见初心
——追记元氏县东张乡苗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