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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派驻市第一人民医院疫情防控工作组

督查医院卫生大清扫工作
睢阳区
强化中医药参与
新冠疫情预防救治工作

本报讯 近日，在应对新冠肺炎德尔塔毒株疫情
工作过程中，睢阳区从强化中医药服务组织体系架构
入手，强化中医药预防救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健全中医药应急组织。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落
实中医药及早介入原则，发挥中医药在集中隔离点人
群中的预防作用，成立了由 24名中医药主任医师、副
主任医师等中医专家组成的睢阳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医应急专家组，向14个集中隔离点各派驻1名中
医药医师，做好规范用药指导。

规范中医预检分诊。根据德尔塔毒株变异大、传
播快、毒性强的情况，强化中医药防控工作制度落实，
筑牢医疗机构防线。指导全区各级各类中医药医疗
卫生机构对发热患者、新住院患者、陪护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各类中医药诊所卫生室停诊，引导患者到设
立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提高中医医院应急和
传染病防治能力。

配送中药汤剂。统筹中医药医疗资源，本着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为医疗服务、集中隔离、交通
卡点工作人员配送中药汤剂，区中医院、古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郭村西街卫生院克服困难，完成了向集
中隔离点、交通卡点配送中医药汤剂 8700剂的任务。
市第四人民医院、睢阳区中心医院分别为本院职工、
一线医务工作者、患者及陪护人员发放了中药汤剂
7000多剂、3200多剂。

本报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曹永宏

一位89岁老人疫情期间的特殊来信

市中心医院医学装备部主任张超华

战“疫”背后的粮草官

本报讯 近日，市委派驻市第一人民医院疫情防控工作
组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对该院卫生大清扫工作进行了现
场督导检查。

督查组分别到全科医学科、眼口腔疼痛科病区、放射
科、CT室、产科二病区、儿童康复病区、肾病风湿科、中医内
科等，重点对天花板、墙面、病房、医生办公室、护士站、处置
室的卫生清扫情况进行了仔细查看和指导。

督查组强调，全院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卫生大清扫的重要意义，从细节入
手，坚决不留死角，确保室内外整洁干净，为复工复诊奠定
一个良好的基础。

督查组指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迅速
整改到位并建立卫生清扫、保洁长效机制。市一院相关负
责人随即现场联系相关部门，责令立即对各区域存在的墙
面乱贴广告、天花板灯罩有灰尘、空调风口清理不到位等问
题进行即刻整改。

督查组表示，市第一人民医院肩负着保护全市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的光荣使命，责任重大。全院干部职工要团结
一致，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抓住目前这一时机，变压力为动
力，化被动为主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对院区进
行一次全面“整容”，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全市人民的检验。

通讯员 韩凤珠 李啸

凌晨 2点：“到了 1600个口罩，已入库”；夜里 10点：“我
要在高速路口等核酸检测设备……”微信工作群 24小时不
断闪动；盒饭、泡面是主食；高速路口和车子是流动的家；一
天下来，连续睡眠仅三四个小时是常事，好不容易想趁着坐
车的工夫打个盹，还被电话铃声惊醒……这是疫情期间，商
丘市中心医院装备部主任张超华及其团队的生活写照。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党员，张超华不顾
腰椎间盘突出的伤痛，先后6次奔赴郑州、长垣、濮阳等地采
购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应急防疫物资，有力缓解了医院
防护物资紧缺的大难题。

今年 8月初，商丘再次打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当前，所有医护人员奋斗在一线。如何保障一线战士
的“武器装备”——核酸试剂、防护物资等，成了张超华工作
的头等大事。作为科室负责人的他，除了负责调度全科工
作，还向医院领导请示，积极外出筹备抗疫物资。无论在办
公室还是途中，他总是手拿两部电话，一边与相关企业和人
员联系、采购防护物资，一边指挥科室工作。因为讲话太
多，他的嗓子哑了，只能打字沟通。

他不顾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冒雨前去接防疫物
资，接到防疫物资后，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带领团队前往高
风险地区，第一时间将物资送到一线人员手中。他每分每
秒都在和时间赛跑，紧急购置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夜里10点
多送达，经过通宵忙碌，凌晨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他在暴
风雨中到市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库紧急组织转运市卫健委调
拨的 3台核酸采样亭；他在深夜里组装仪器；他在酷暑高温
下前往高风险区送防疫物资……

每当有人称赞他的时候，张超华反复说这不是他一个
人的功劳，是装备部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为了疫情防控，
大家都付出了很多，比起医护团队，我的这点辛苦算什么
呢？做好后勤物资保障，是我的职责！”

疫情期间，该院装备部全员取消休假，全身心地投入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该科为时刻保障呼吸机、等离子消毒机、
胎心多普勒、监护仪等设备的供应，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到发
热病房安装呼吸机、新生儿暖箱、心电监护仪等设备。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张超华和他的团队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用汗水为一线的医护人员筑起一
道道保障铜墙。

文/图 本报记者 谢海芳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有的人虽然没有
奔跑在战“疫”的最前沿，但一直坚守在战“疫”的幕
后，全心身地参加疫情防控，一刻也没有停歇，尽忠职
守、默默奉献，为睢县抗击疫情提供了高效的后勤保
障。他就是睢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材料组成员、睢县卫
健委文印室主任孔彦青。

虽然他没有走上疫情一线、守护一方平安，但他
连续坚守在文印服务保障生产第一线27天，扎实抓好
疫情期间文印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铮铮誓言。

为确保抗疫指令第一时间传达，孔彦青发扬“文
经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的过硬作风，强化

“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时间观念，文
字信息工作实行全天候即来即办，绝不因为文字信息
运转不畅通、不及时、不到位而贻误疫情防控。

每天晚上的调度会之后，需要发布的文件、上报的
信息、当天需要出版的信息简报等，排版工作随即展
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快速地敲打键盘，一行行文字
在屏幕上跳动，一页页会议材料在指尖上形成……等
到输完最后一个字符，结束排版工作，时间来到凌晨
是常态。

有时候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心里想的是让
这些重要文件能够及时上报和下发。有时文件材料
印完的那一刻，觉得天旋地转，但看到一篇篇文稿印
制成一本本规范的文件，看到匆忙而来的取件人员满
意而去，孔彦青心里感到极大安慰。

为做到文印工作的及时、规范、美观、实用等
要求，他脚踏实地，严谨认真，秉承“立足岗位，
服务大局”的原则，扎扎实实做好分内事情。疫情
期间，临时性文字材料件急、量多，需要及时、高
质按要求完成。为让这些重要文件能够及时运转，
他常常加班加点，不讲条件，不找借口，想方设
法，第一时间完成。

他曾经连续加班 5天，平均每天睡眠不到 4个小
时。虽然熬得黑眼圈都出来了，但年近50岁的他一接
到任务，激情立马高涨起来，全然一副小青年模样，浑
身有使不完的劲。有时甚至正值半夜，睡梦中的他接
到紧急任务，立即起床，迅速调整状态，克服疲惫，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来。他常说：“作为工作人员，自己
的价值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体现，只要有利于工作，一
切都值得！”

疫情严重那几天，正值下大雨，年迈的父母单独
居住，房屋年久失修，出现漏水，家人多次打电话让他
回去，他走到半途因突然接到任务而返回，听到年迈
的老母亲在电话中说“儿啊！你咋恁忙啊”，孔彦青泪
水瞬间模糊了双眼……漏水的房屋也一拖再拖没空
修缮。每天晚上连夜加班，想去看看父母的时间都没
有，在倍感内疚的同时，又是那么无奈，只能沉默，只
有默默坚持。

不求功名报酬，但愿疫情不再。疫情不退，誓不
休战，孔彦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做好文
印后勤保障，甘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勤务兵。

本报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蒋成亮

抗疫幕后勤务兵

本报讯 市第一人民医院自 8月 13日实行闭环管理以
来，很多职工依然坚守在岗位，保证在院重症患者的治疗，参
与院内疫情防控等工作。也有很多无法来院的职工，在集中
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他们虽身在院外，但心系患者，每天都
在为医院加油助威。全体干部职工上下一心，快速反应，积
极应对，昼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
动。

根据市委派驻该院疫情防控工作组和院领导要求，医院
工会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充分发挥“娘家人”作用，主动作为，
积极开展对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的关心关爱活动。

针对疫情原因引发的不同心理问题，该院工会和妇委会
及时组建“应对疫情心理疏导组”，通过微信群、电话交流等
多种形式，对近百名隔离人员和在院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为保证疫情期间大家的饮食健康和营养均衡，该院工会
主席张玉玲多次深入医院营养餐厅，鼓励餐厅员工为大家提
供品种多样、品质优良、营养丰富的饮食。

8月 20日至 31日该院组织购买水果、酸奶等慰问品慰
问永城援助该院医疗队员、医院在岗工作人员、患者（家属）
等5372人次，慰问在院外集中隔离点的职工842人次。

本报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李鹏辉

市第一人民医院
当好“娘家人”一线送温暖

“您在百忙中还送给俺一大袋水果，还有洗发膏、香
皂、卫生纸等日用品；更让俺满意的是医院的伙食，饭菜
丰盛、味道可口；最让我感激不尽的是，重症监护室救了我
的命……”近日，89岁高龄的张家伦老人手写一封感谢信，
交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许春进的手中。他用朴
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原来，8月13日凌晨，老人因病被儿女送到市一院，在儿
女为他办理入院手续时，他吐了血块。当日3点50分，老人
进入重症监护室后，又吐一次血，同时腹泻、便血，心力衰
竭，神志模糊，症状十分严重。

该院 ICU主任陈培莉、管床医生刘慧丽第一时间实施抢
救。第二天病情好转，第三天才完全止住胃出血。老人住
重症监护室治疗 11天，陈培莉和刘慧丽经常到床观察老人
的病情变化。护士轮流昼夜看护，十分周到，无微不至。护

士蔡豆给老人洗脸、刮胡须，护士张静静不嫌脏臭，给老人
清理大便，用湿巾纸给老人擦背，老人感动得热泪直流。住
重症监护室第7天，老人从睡梦中醒来，感觉身体轻松，大病
已除，体质开始康复，老人欣喜若狂，高兴万分地说：“我又
死不了了，是医护天使救了我的命。”

8月23日下午，老人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消化科。来到该
科后，科主任、医师、护士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老人，让他感到
十分温暖。医护人员给他拿来病号服，给他买了拖鞋、洗脸
盆、牙膏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让老人有回到了家的感
觉。

“我深刻感受到医护天使都把住院病人看成亲人。重
症监护室救了我的命，让我继续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是
您给我的福。我感激万分，无法表示，我想写篇感谢信以表
心愿。”老人在信中动情地写道。

本报记者 谢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