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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
1 月 20 日，副省长时清霜到邢
台市南和区、隆尧县调研指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细之又细、严之更严，进一步做
好流调和隔离工作。

时清霜先后来到集中隔离
点、村卫生室、县疾控中心，深
入了解排查流调、隔离管控、发
现报告等相关情况，并看望慰
问国家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
他强调，要加强各方协调配合，
统筹疾控、公安、工信、通信、交
通运输等部门和单位力量，科
学配置专业结构，综合运用大
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对各类线
索严格进行核查流调，确保将
可疑传染源全部纳入管控范
围。要拓宽流调溯源思路，进

一步解放思想，针对“人传人、
人传物、物传人”开展多链条追
溯分析，人物同查、人物同防、
人物同检，彻底摸清疫情传播
的脉络。要加强重点地区和人
员隔离管控，在高风险地区开
展入户“拉网式”排查，确保每
一位感染者追踪到位，每一位
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应
隔尽隔。要加强隔离场所规范
管理，严格落实“三区两通道”
要求，配齐送餐、垃圾清运、保
安和医务人员，做到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要进一
步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的培训，规范消毒、送餐、垃圾
处理等服务保障工作，严禁被
隔离人员串门和随意走动，避
免交叉感染。

时清霜在邢台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时强调

细之又细 严之更严
进一步做好流调隔离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1月
19 日 0—24 时，河北省新增 19
例本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其中石家庄市报告 13 例

（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邢台市报告 6 例。无新
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1例。

1月19日0—24时，河北省
新增5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其
中石家庄市报告4例，廊坊市报
告 1 例。1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

除隔离医学观察。
截至 1 月 19 日 24 时，河北

省现有本地确诊病例818例（危
重型 8 例、重型 23 例、普通型
664 例、轻型 123 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2 例（普通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384例（含境外输
入 34 例），累计死亡病例 7 例，
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1175
例、境外输入病例 36 例。尚在
医学观察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168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5例。

我省新增19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支援石家庄的医疗人员已达3470人
同心抗疫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文君、王峻
峰）从 1 月 20 日石家庄市召开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6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1月 20 日 0至 12 时，全市新增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5 例，其中，藁
城区 3 例，新乐市 2 例；全市新增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3例，其中，新乐市、
长安区、桥西区各 1 例。1 月 2 日至 20
日 12 时，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
确诊病例784例，现有新冠肺炎无症状
感染者 183 例。除已经治愈出院的康
复者外，其他均在定点医院集中救治。

1月19日，石家庄市又有1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截至20日12
时，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17例，累计解除集中医学观察23例，累
计死亡 1 例。治愈出院病例全部送至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再进行 14 天隔离
观察。

石家庄市千方百计救治确诊患者
及无症状感染者，聚焦危重症、紧盯重
症、重视轻症，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
病亡率。按照“四集中”原则，所有患
者均集中安排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在国家级专家组指导下，一人一个专
班、一个专家小组、一个救治策略、一
套治疗方案，确保诊疗效果。坚持中
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注重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避免无症状感染者、轻症
患者等向重症转化。对患者做好营养
支持和心理干预。对所有进入定点医
院的人员，落实查验健康码、分诊等措
施，院内所有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定
期进行核酸检测，预防交叉感染。

截至 1 月 19 日 24 时，全市在院患
者共 919 例。其中，河北省胸科医院
469 例，分别为轻型 8 例，普通型 330
例，重型 13 例，危重型 5 例，无症状感

染者 113 例；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446
例，分别为轻型 108例，普通型 288例，
重型 6 例，危重型 3 例，无症状感染者
41例；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4例，均为无
症状感染者。目前，危重型和重型患
者病情稳定。

石家庄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高度重视，国
家、省卫健委给予有力支持，有关兄弟
省市派出多支医疗团队火速驰援。截
至目前，全国各地支援石家庄市的医
疗人员累计达到3470人，其中，国家和
省外医疗卫生人员有 1231 人，包括国
家专家组 43 人、国家医疗队 93 人、核
酸检测人员 681 人、流调队员 155 人、
院前急救 259 人，省内兄弟地市医疗
卫生人员达到 2239 人，很多是经过武
汉抗疫实战、医疗领域公认的权威
专家。

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的张伯礼
院士率领中医团队，亲临定点医院为
患者会诊把脉，提出指导意见和中医
方案。武汉抗疫时，被网友尊称为“重
症八仙”的国内顶尖新冠肺炎救治专
家，已有5位来到石家庄市，杜斌、童朝
辉两位教授坐镇河北胸科医院，康焰、
郑瑞强、姜利三位教授坐镇石家庄市
人民医院，每天深入病房和重症监护
室，详细了解每一位患者的情况，完善
诊治方案，为确诊患者早日康复出院
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石家
庄市将继续在规范组织采样、提升检
测效率和质量上下功夫，尤其对检测
全覆盖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重点督办
核查，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检测。
本轮检测结果可在全部检测完成24小
时以后查询。

□河北日报记者 张文君 任学光

“马上安排急救车出发，到藁城区
转运6名患者……”

1 月 18 日 11 时 35 分，河南省援冀
医疗队驻地，副队长燕重远接到任务，
立即通知正在待命的队员们。

驻地5楼的出发厅内，队员们开始
穿戴防护装备。

10 分钟后，一辆挂着“豫 A”牌照
的救护车驶向藁城。

从接到任务，到穿防护装备，上救
护车、转运患者，再到接收新的指令，
连日来，不管白天深夜，“无缝”出车投
入战斗，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赛跑，河
南省援冀医疗队急救的车轮一刻不

停歇。
1 月 13 日 22 时，带着 15 辆负压救

护车，两辆物资车，河南省援冀医疗队
抵达石家庄。连夜，根据来自 14 家医
院 95 名医护人员的特点，医疗队编组
分工，对驻地进行消杀、布置，和当地
的急救中心进行对接、认领任务，一切
紧张而有序。去年年初，燕重远就是
带领这支队伍，远赴湖北，在武汉奋战
45 天，成功转运新冠肺炎患者 2525
人。“武汉行，石家庄也一定行！”燕重
远说。

急 救 是 患 者 救 治 的 前 沿 阵 地 。
队员们日夜奋战，全力协助石家庄市
开展新冠肺炎患者的转送工作。河
南援冀医疗队的一队大队长、郑州市

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孙家安，主动
请战承接了医疗队来冀的第一个转
运任务，为同事们积累经验；47 岁的
赵峻岭，是医疗队年龄最大、驾龄最
长的司机，多次主动承担夜里的转运
工作；河南省儿童医院的赵龙护士，
转运一个 4 岁的男孩，一直给他讲故
事……

急救转运车队接的都是确诊病
例，常常遇到病人病情、转运路线都无
法确定的情况。“无论遇到多少困难，
我们都会克服，把患者摆渡到安全的
地方。”燕重远说。

1 月 15 日凌晨，医疗队接到任务：
到一家医院转运一名 81 岁的确诊患
者。“当时，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只有

60%，我们迅速采取措施，上呼吸机、用
药品，稳定住患者的病情并顺利将患
者转运到定点医院。”

伴随着石家庄急救中心的一道道
指令，这支来自河南的援冀医疗队在
石家庄市的大街小巷奔忙穿梭着。

刘阔厦，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科的一名河北人。疫情发生后，
河南省紧急组建援冀医疗队，为家乡
而战，他责无旁贷。工作中，他是急
救员，也是驾驶员，用最快的速度把
病 人 安 全 转 运 到 指 定 地 点 是 他 的
重任。

“很多患者都会竖起拇指或鞠躬
致谢，这种无声的语言是对我们最大
的激励。”刘阔厦说，他们接诊的患者
有85岁的老人，也有1岁多的孩子，在
医疗队队员的悉心呵护下，患者全部
被安全转运到了指定医院。

“河南河北一家亲，我们一定能
携手走过严冬，迎来春天。”刘阔厦说
出 了 河 南 援 冀 医 疗 队 全 体 队 员 的
心声。

河南省援冀医疗队日夜奋战

急救的车轮一刻不停歇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松峰、侯玉
春 记者刘冰洋）1 月 20 日，湖北省军
区援助的抗疫物资运抵石家庄。为帮
助河北军地早日战胜疫情，湖北省军
区主动与河北省军区精准对接，发挥
国防动员系统的特有优势，第一时间
协调部分地方拥军爱心企业等，筹措
了包括消毒液、酒精、方便食品等近

100吨生活和医疗物资。物资交接后，
省军区将第一时间把物资送达抗疫前
线的官兵和群众，确保物资分发及时
有效合理。

河北与湖北虽相隔千里，但两省
军民的心一直紧紧相连。湖北省军
区保障局副局长赵亮介绍，去年年
初，河北省军区主动向湖北省军区

伸出援手，发动河北各地的拥军企
业和社会力量，先后 5 次向湖北援助
抗疫物资。“河北疫情发生后，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向河北人民伸出援
助之手。只要军民同心，并肩战斗，
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歼灭
战。”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河北省军区

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分析形势、部署
任务；第一时间建立军地联络，实现
信息共享；第一时间组织驻冀部队任
务对接，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充分发
挥省军区系统和民兵“六个特殊作
用 ”，先 后 组 织 110 多 支 民 兵 分 队 、
4500 余人，协助 200 多个小区做好防
控工作，消杀环境 460 多万平方米，开
辟隔离点 7100 多间，搬运物资 2510 多
吨，支援驻冀部队和一线工作人员防
疫物资 1.2万余件，全力以赴支援地方
抗疫行动。

湖北省军区援助抗疫物资抵石

▶1月20日上午，河北省军区官兵在搬运湖北捐赠的抗疫物资。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1月20日，河南省援冀医疗队队员对负压救护车
进行检查后，准备出勤执行任务。当日是“120国家急救
日”，河南省援冀医疗队队员坚守岗位，与燕赵儿女同心
战疫。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1月 20日，
邢台市举行第 14 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截至20日12时，该市新增6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在南宫市，均
在集中隔离点或居家隔离中检出。无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此外，隆尧县新一
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全部完成，
共采样44万余人份，截至20日12时，已
出结果41万余人份，均为阴性。

目前，除南宫、隆尧外，邢台市其他

县（市、区）正在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针对企业用工需求，该市人社局
党组书记、局长司国亮表示，他们以医疗
器械、食品、医药等涉及疫情防控、国计
民生的87家重要物资生产企业为重点，
利用基层公共服务平台、人力资源产业
园等载体，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组织
线上招聘会 26 场，解决用工缺口 760
人。利用11家网上技能提升平台，面向
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等城乡劳动者

免费开展培训，累计培训8500人次。
“群众居家隔离，个人、单位最担心

社保办理受影响。”司国亮说，他们对社
保重点业务经办模式作出及时调整，采
取线上办、延缓办、特事特办的方式予
以解决。目前，已为25名相关人员紧急
补办了社保卡。

鉴于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邢台市
道路交通也在有序恢复。据了解，目
前，该市除南宫市域和邻县接壤乡镇、

隆尧县域和邻县接壤乡镇，以及和石家
庄接壤乡镇以外，逐步解除通道管控，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和生产生活秩序。
主城区已于 1 月 16 日恢复了正常的公
安交通秩序管理勤务。环市大外环 13
个进市口已于 1 月 20 日 12 时恢复正常
交通，不再检查登记人员、车辆。

据了解，目前，所有环省、市域外围
国省道和高速下口进省、入市道路设置
的检查站点，禁止国家发布的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车辆无特殊情况进入邢台市
域。除中高风险地区以外的，本省人员
车辆凭河北健康码有序通行，外省人员
车辆凭全国健康码有序通行。为防止
道路交通拥堵，公安交警部门实行“一
站一策”，优化工作流程，提升通行效
率，避免车辆长时间滞留。

邢台大外环13个进市口恢复正常交通
隆尧县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全部完成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
云 通讯员于民学、何菲）面
对疫情防控严峻复杂的形势，
省财政厅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紧盯全省疫情形势，
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加
大资金筹措力度，简化优化工
作流程，强化监控调度，全力
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基本民
生资金保障。

为助力支持打好疫情防控
歼灭战，省财政厅第一时间积
极筹措资金，统筹 6.32 亿元资
金用于疫情防控支出。其中，
安排石家庄市 2亿元、邢台市 1
亿元，支持两市开展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物资购置等疫情防
控工作。筹措预拨资金 2100
万元，支持开展患者救治、消杀
和物资购置、流调溯源、病房改
造等相关支出。及时拨付给河

北省胸科医院、石家庄市第五
医院两所定点救治医院用于新
冠肺炎患者救治专项周转金共
计 900 万元，保障患者医疗救
治费用支出。提前下达可用于
农村和社区疫情防控的省以上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 3.02
亿元。

省财政厅还提前下达各类
民生保障资金，以进一步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社
会稳定。及时拨付 2021年 1月
份全省企业和省级机关事业单
位 养 老 金 142.4 亿 元 ，确 保
388.6 万家企业和省级机关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一次性拨付工伤保
险3个月周转金支出11.3亿元，
确保全省工伤保险待遇及时兑
付。提前下达省以上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 59.6 亿元，用于
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供养、临时救助、孤儿和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及残疾人补贴
等，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

省财政积极筹措拨付资金抗疫情保民生

统筹6.32亿元资金
用于疫情防控支出

提前下达省以上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59.6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珊
通讯员苑博）日前，从省司法厅
获悉，全省各地各部门将积极
拓展线上途径，综合运用多种
方式，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法
治宣传工作。

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大力宣
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宣传省委、
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工
作要求，宣传各地各部门关于
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工作的好做
法、好经验、好典型；大力宣传
解释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政策
法律法规，明确每个公民在防
控疫情中的权利和义务；加大
以案释法力度，教育引导广大
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规
章制度。

突出重点区域。切实把农
村、城市社区和城乡接合部作
为重点，将法治宣传力量向基
层倾斜。针对农村社区特点，
开展好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工

作。把疫情防控法治宣传与法
治乡村创建紧密结合起来，进
一步推动提升基层社会依法治
理能力，深入推进移风易俗，避
免聚集性活动，筑牢疫情防控
的坚固屏障。

拓展线上途径。综合运用
多种方式，实现疫情防控法律
知识宣传的全覆盖。开展疫情
防控“指尖普法”，聚焦人民群
众关注的疫情相关法律问题进
行分析与讲解。注重发挥民间
文艺教化作用，努力拓展法治
宣传阵地。

各地各部门将严格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和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切实做
好本单位、本系统干部职工的
疫情防控法治宣传，主动面向
社会开展宣传教育，将法治宣
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切
实增强疫情防控期间法治宣
传 教 育 工 作 的 针 对 性 、实
效性。

积极拓展线上途径 综合运用多种方式

我省将加强
疫情防控法治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