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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羽佳

“五一”假期，记者连线内蒙古援
沪医疗队医护人员，听他们讲述一个
个千里守“沪”的故事。他们中那些年
轻的面孔，体现了青春的力量。

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派出由
900余名医生、护士、卫生技术人员组
成的援沪医疗队驰援上海。经过两天
的培训和熟悉流程，医疗队正式进入
浦东张江方舱医院工作。

“医疗队队员中，有抗疫经验的不
少，但是在这么大方舱内工作过的还

是少数。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及时调
整工作方法，保障好医务人员的健康
安全。”刚刚结束一场会议的内蒙古卫
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张颖声音
沙哑地说。

来自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的护
士长辛月华每天都在队内召开一次
线上会议，梳理病区内的感控培训、
医护人员协调、数据上报工作。队员
中，不乏“95后”新手，但没有一个喊
苦喊累。

青年护士石彩霞第一次进舱，有
些紧张，在前辈们的讲解下，熟悉了如
何执行医嘱、测体温、发口服药、采核

酸、调节仪器设备……进舱4个小时
后，她悬着的心变踏实了。5月1日，
酒店发放了一些水果，她没舍得吃，把
水果带给了病区里一个14个月大的
宝宝，宝宝妈妈不停地说着感谢的
话。石彩霞在日记里写道：结束了
一天的任务，到酒店已是凌晨两点，
看到酒店提供的晚饭盒上贴着的小
卡片写着“上海人民感谢您”，瞬间被

“治愈”……
内蒙古援沪医疗队 900 多名医

护人员中，大部分是这样的青年。他
们挺身而出、担当奉献，汇聚青年战

“疫”力量。姜亚男是包头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院内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此次负责院感防控工作。从医护人
员穿脱防护服、环境清洁消毒，到各
流程制定，习惯操心的她都要一一紧
盯。每班4个小时，她却每天只睡不
到4个小时。“总得自己盯着、看着才
能放心，要努力确保医务人员和患者
零感染。”姜亚男的言语中，透着一股
坚毅。

来自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的宝音那接到援沪任务时，妻子已经
怀有25周的身孕。作为为数不多的
男护士，每每遇到急活、累活和难事的
时候，34岁的宝音那总是挺身而出。

他负责医疗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尽最
大努力保障医务人员、患者的各类防
护物资供应充足。最让宝音那感动的
是，方舱内的很多年轻轻症患者和无
症状感染者主动承担起志愿者的工
作，帮助医护人员分发物资、沟通协
调，对患者进行情绪疏导。

“为了帮助我们，你们从千里之外
的内蒙古远道而来，你们辛苦了，谢谢
你们！”听到这些话，宝音那这样的七
尺男儿也动容了。曾在武汉“火线入
党”的宝音那动情地说：“身为共产党
员，要在关键时刻冲得上。作为青年
医务工作者，当不负青春。”

年轻的面孔写满坚毅

□本报记者 陈静
通讯员 蓝玉培

福建省援沪医疗队厦门分队共
有 366 人，其中约六成是“90后”和

“00后”。
“脱下防护服还是孩子，穿上防护

服就是战士。青年的肩上从不只有清
风明月，更有责任担当。”用这句话来
形容厦门医疗队里的“00后”再恰当
不过。厦门市第五医院的黄茜和康丽
蓉都出生于2000年，只有22岁。

援沪至今，黄茜最大的感受是温
暖。在上海世博方舱医院时，一天凌
晨，她发现患者蔡大哥心情有些低落，
就主动过去跟他拉家常、聊他的爱好，
告诉他“不用担心害怕，我们会在这里
帮助你们，有需要随时来找我们”，一
直到蔡大哥露出笑容，她才放心离
开。第二天，收到蔡大哥表扬信的黄
茜为自己能帮助到患者而开心。

一天，康丽蓉巡视病床时，一位大
爷告诉她，感觉胸口有点闷，情绪低
落。她立刻报告医生，随后医生通过
CT、心电图检查，确认大爷的身体没

有大碍。深入交谈后，康丽蓉得知，大
爷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到方舱后感觉
焦虑不安。她便耐心开导大爷，大爷
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了。康丽蓉说，
很荣幸成为方舱医院这一生命之舟的
摇橹人，愿与大家风雨同舟。

厦门市海沧医院护师苏玉萍出生
于1994年，是一名有着7年党龄的党
员，去年9月支援厦门同安核酸采样
35 天。医院发布支援上海的通知
时，苏玉萍果断报名。她没有告诉同
事们，其实她刚结婚不久。从上海世
博方舱医院到城市足迹馆亚定点医

院，苏玉萍负责的是一脱区二脱区的
院感监督，以及患者的核酸采样工
作，而这两项工作风险比较高。苏玉
萍说：“身为一名党员，遇到困难时，
要不轻视不畏惧。坚守阵地是我们
应有的品格。”

生于1997年的范锦哲是厦门市
儿童医院的一名护师，有一次在方舱
护理中，他遇到一对特殊的母子。经
过治疗，8岁的孩子先达到了出院标
准，而母亲还不能出院，因此感到非常
焦虑。于是，他主动过去安抚，让这位
妈妈放松心态，还主动帮她对接社区

和中转站，让孩子每到一处都能与妈
妈及时联系，直到安全回到爷爷家
里。这位妈妈对范锦哲连连道谢。

郭宝磊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医院主治医师，也是医疗队临时
党支部组织委员。他所支援的上海市
老年医学中心定点医院G17病区主
要收治合并症多、年龄大的患者。医
疗小组共7名医生，负责74张床位。
郭宝磊觉得，在这里，一个人就是一支
队伍。在一线，他学到的不仅是专业
知识，还有在困难面前不服输、迎难而
上的那股冲劲。

青年的肩上扛着担当

奋斗者·正青春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李伟博 王丹

生日祝福

4月 27日，拿着纸笔，聚精会神
记录视频会议精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
援沪医疗队队员郑倩倩，绝对不会想
到，接下来的一幕会让她惊喜不已。

只见原本严肃的会议画风突变，
突然播起了生日祝福视频。郑倩倩怀
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技术问题”，直
到看到视频的主角——自己的照片，
她才惊讶地捂住了嘴。

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前一秒还在
传达会议精神的护士长贾少健送上了
生日祝福：“今天是省医援沪医疗队护
理组队员郑倩倩的生日，祝美丽的倩
倩生日快乐！”郑倩倩所在的产科三病
区护士长赵丽娜也出现在视频画面
中，她代表科室从遥远的省医本部，为
这位离家千里的护士送上祝福。援沪
医疗队护理组负责人、河南省人民医

院护理部副主任寇洁则代表护理大家
庭送上美好祝愿：“早日取得胜利，我
们一起回家！”此时，郑倩倩落下了感
动的泪水。

为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上海驻
地酒店送上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和长
寿面，工作人员还在楼下扯起了醒目
的彩旗，送上特别祝福：“谢谢你们为
上海带来的爱与希望！谢谢大白！你
们辛苦了！”

截至目前，河南省人民医院援沪医
疗队抵达上海已近一个月。郑倩倩说：

“这次生日很感动。如果爱有形状，一
定是此刻我们并肩作战的模样！”

温馨手册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援沪医
疗队接管上海浦东张江方舱医院 6
号楼以来，已收治近千名轻症及无症
状感染者。在忙碌的工作中，援沪医
疗队党总支副书记冯小娟发现，患者
住进方舱后，对自己的疾病治疗、康
复有许多疑问，对陌生的环境也有紧
张感。

为此，冯小娟将患者进入方舱后
所担心、疑惑和顾虑的内容汇总，予以
清晰解答，形成了一本色调活泼并添
加了温馨祝福语的健康手册。同时，
医疗队开启“云端科普视频进方舱”活
动，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推出了
科学抗疫短视频，让患者扫码观看，既
让患者掌握了疫情防控知识，又拉近
了医患距离，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紧张
情绪。

72岁的赵阿姨欣慰地说：“你们
的视频讲得明明白白，我再也不担心
了，安心配合治疗，加强锻炼，争取早
日出舱。”

冯小娟说：“恐惧往往来源于未
知，作为医务工作者很有必要通过科
普工作，帮助大家一起守护健康，恢复
正常的生活。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喜
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健康科普和心理
疏导，让患者树立必胜的信心，这是我
们的责任。”

“中药蹲”

4月23日下午，上海浦东张江方

舱医院5号楼4楼的病区内，一位河
南援沪医疗队队员举着大喇叭喊：“金
银花蹲，金银花蹲！”一名头戴“金银
花”字牌的患者赶紧连做两个深蹲，并
说道：“金银花蹲完芦根蹲。”随后，两
名头戴“芦根”字牌的患者一起下蹲，
重复喊着：“芦根蹲，芦根蹲……”

这热闹的场面，是来自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河南援沪医疗
队队员在和接管病区内的患者，进行

“中药蹲”趣味游戏。
一位参与游戏的患者感慨道：

“你们很用心，不仅对我们精心治疗、
贴心照顾，还不断地充实我们的方舱
生活。”

“这样的趣味游戏，既增加了医护
团队和患者的交流互动，又进行了中
医药科普，效果挺好的。”活动的主持
人、河南援沪医疗队队员海姣说。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医疗队队员进入张江方舱医院后，就
不断在方舱医院内开展“我爱方舱学
科普”中医药科普知识普及活动。每
天，由不同的中医药医护人员结合自
己的专业特长，为患者们讲解、教授、
普及中医药防病治病等知识。

“爱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模样”

新疆乌鲁木齐优化
家庭养老服务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雪 记者
张楠 夏莉涓）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计划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1280张，通过推出“三入户”服务，让
养老幸福“归家”。这是记者近日从乌
鲁木齐市民政局获悉的。

该市推进适老化入户改造，提供
地面无障碍处理、洗手间安全扶手加
装、适老化护理床及其他辅助具租赁
等服务，营造无障碍空间。推进智能
监测设备入户，通过安装必备的家庭
养老床位系统和智能化传感器设备，
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便利
性和舒适性。推进专业护理服务入
户，服务机构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的
老年人上门提供每周不少于3次、每
月不少于30个工时的居家照护服务。

河北保定开建
国际医疗基地项目

本报讯 （记者肖建军）近日，河
北省保定市 2022 年第二批重点项
目——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际医疗
基地系列项目开工。据悉，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保定市面向国际、直通京津
冀、辐射全国的高能级医疗服务核心。

据介绍，国际医疗基地毗邻保定
东站，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以医技服
务、诊断治疗、医学研究、创新创投为
主要功能，已引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多家医
院。这是保定市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着眼
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国际医疗基地首批开工项目
中，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设计床位
1000张，同步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
中心；广安门医院保定医院设计床位
1100张，同步创建国家中医区域医疗
中心。

陕西举办
爱卫知行大赛医卫场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近日，由
健康陕西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陕
西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的健康陕西行动暨爱国卫生运动知行
大赛医疗卫生机构专场竞赛在西安市
举行。

本次竞赛由健康知识竞赛、健康
科普展示和线上参赛助力3个环节组
成。代表队围绕生活中常见健康问
题、急救知识、健康陕西17项行动、爱
国卫生知识等内容进行健康知识竞
赛，以小短剧、快板、演讲、舞蹈等形式
进行健康科普展示。15支代表队通
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加竞赛，最终
产生团体奖10个、个人奖24个。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蔺全锁
指出，本次活动为全省医疗卫生机构
搭建了一个交流提升的平台。广大医
疗卫生机构要充分发挥在加强健康知
识普及、延伸健康教育场景、提升健康
素养水平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展现
全省卫生健康行业示范引领、带头推
进健康陕西建设的新形象。

甘肃提升
食安风险监测能力

本报讯 （记者王耀 林丽）甘肃
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2022年全省食
品安全工作会暨风险监测工作培训
班。会议明确，2022年要在持续抓好
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进构
建最严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着力提
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能力。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方
剑平说，2022年，全省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统筹协调，突出工作重点。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架
构，督促各级疾控机构、卫生监督机构
和医疗机构等依照法定职责和有关规
范完成好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会上
通报了2021年甘肃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工作情况，甘肃省疾控中心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工作相关专家针对2022
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进行了业务
培训。

远程影像服务
显身手

□特约记者 束苏雪
通讯员 汪永安 项磊

疫情防控期间，安徽省安庆市太
湖县中医院影像科充分利用安徽省影
像云平台优势，联动省级医院专家开
展远程会诊。

今年75岁的查爷爷，在蹲位站起
时不慎摔倒，几天后出现头晕、行走
不稳的情况。家属将老人送到太湖
县中医院，进行了头颅磁共振检查。
因磁共振不排除占位，老人需要转到
省级医院检查。受疫情影响，跨地区
出行不便，该院影像科医生通过安
徽省影像云平台发出了远程影像会
诊请求。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
家建议进一步行脑部CT检查，太湖
县中医院第一时间把CT影像资料传
输给该院专家。仅半小时，报告就出
来了，确诊是多发腔隙性脑梗死，查爷
爷得到及时治疗。

据了解，安徽省影像云平台已经
联网1400余家医疗机构，占全省可联
网医疗机构的80%以上，已开展远程
影像服务330余万例。

小区封控
不影响“看医生”

□特约记者 张晓燕

“这下我就放心了！”近日，张女士
对上门为她检查的医生说。

此前，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管
道局社区北院因为有一名确诊病例而
被封控。孕37周并被诊断为疑似胎
盘植入的张女士异常焦虑，向社区反
映了情况。

经社区和街道上报、协调，家庭医
生第一时间对张女士健康状况进行了

“云”评估，并咨询产科医生，做好了应
对突发情况的预案。同时，社区派专
人关注张女士的情况，安抚她的情
绪，张女士终于放了心。

“我们重视居家群众的需求，尤
其是特殊群体。”城关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管道局北院每个被封控的楼
都有包楼科长，每个单元都有专人负
责，全力保障医疗、生活等各项工作
落实到位。

“编外120”

5月4日，上海市嘉
定区街头，志愿者与家
属一起搀扶患者走下送
医公交车。嘉定区嘉定
镇街道下辖 17个社区，
在封控管理期间，市民
就医难题日渐凸显。为
做好孕产妇、急重症患
者等特殊群体的就医保
障，嘉定镇街道协调公
交公司组建就医专班，
通过建立需求收集、医
疗组研判、协调处置、跟
踪服务闭环管理机制，
全力畅通就医通道，被
居民们称为“编外120”。

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