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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静 许凯报道
2 月 16 日，记者从沈阳市第六人民医
院暨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沈阳中心
了解到，目前已有重症患者转成普
通型。“我们这里先后收治了 8 名患
者，今天又有两名患者可以转出 ICU
病房，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省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总队
长马晓春说。

据了解，为有效降低病亡率、提高
治愈率，我省组建了重症救治专家指
导组，指导区域集中救治中心患者救
治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工作。同时，

建立了省级专家会诊、巡诊制度，加强
对省集中救治中心医疗救治工作的指
导和支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沈阳
中心医疗队由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等 6 家省属医院和 9 家市属
三级医院的以重症专业为主的医护
骨干组成。记者了解到，目前对重症
患者的治疗，主要有抗病毒治疗，积
极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即便重
症和危重症，经过精心救治也可以治
愈出院。

马晓春所在的重症组是守护患者
生命最重要的防线。每天，马晓春和
同事都要集中研究、及时调整每位患

者的治疗方案。
“这里的医生护士都把我照顾得

很好。”一名 71 岁的女性重症患者表
示，她来时浑身乏力喘不上气，如厕
也要人搀扶，经过治疗，现已明显好
转，呼吸平稳。另一名26岁的男性患
者，来时因为病情较重心理压力很
大，经过医护人员的鼓励和精心救
治，他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感谢医
生，你们辛苦了，没有你们，我恢复不
了这么快。”还有一名危重症患者，虽
然上了呼吸机不能说话，但一直通过
点头和竖大拇指，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

“从目前来看，辽宁重症和危重症
患者的治疗，总体效果较好。”马晓春
表示，现在我省大部分重症患者已转
成普通型，没有转成普通型的患者，相
对也比较稳定。包括两例危重的病
人，病情也在总体控制之下，其中一
例已有了明显好转。目前全省重症
病人都在辽宁省重症团队统一协调和
治疗下得到精心看护，包括大连中心、
锦州中心的患者病情也都相对稳定。

“从整体治疗经验来看，这次新冠肺炎
患者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结果。
所以大家有信心，我们也有信心。”马
晓春说。

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沈阳中心精心治疗患者

已有多例重症患者转成普通型

“必须坚持把履职落脚点放在解
决问题、推动发展上。”全国政协委员、
朝阳市政协副主席邢吉华说，政协委
员肩负使命，必须担当有为。

由于一直从事法律相关工作，邢吉
华多年来尤其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积极
发声建言，仅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时，就提交了“关于市场监管部
门在执行法律中部分法律条款有待完
善的建议”“关于出台涉税领域、骗贷领
域相关司法解释文件的建议”等多篇高

质量个人提案。2019年11月13日，在
参加全国政协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
专题网络议政时，邢吉华结合实际，提
出公益诉讼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
建议在基层县区检察院设置专门的公
益诉讼机构、编制，提高办案队伍的专
业化能力；赋予公益诉讼办案部门刚性
的调查取证权等。

助力招商引资，加快新型城镇化
建设，补齐民生短板……去年一年来，
邢吉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献策

出力。
在社会服务中履职尽责，邢吉华

向民盟中央申请，在朝阳市开展“‘守
护天使’乡镇影像支持方案”活动，加
大医疗扶贫工作力度，推动城乡间医
疗资源均衡配置。开展引资引智推广
工作，争取吸引更多项目、资金和技术
落地朝阳。推广“班班有个图书角”公
益助学项目，自2016年开展以来，已为
朝阳市数百所学校建设1200多个“图
书角”，受益孩子达7万余人。

助力精准脱贫，邢吉华深入帮扶
村走访调研，为他们实地解决问题，并
送去慰问金、米面油等；组织民盟朝阳
市委各支部开展法律援助、扶贫义诊
等活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邢吉华
多次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联系科研院
所、对接合作、开拓新市场等。

“今年，我将继续密切关注发展大
局和热点难点，切实加强调查研究，积
极建言献策，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
力和实效。”邢吉华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邢吉华——

把履职落脚点放在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上
本报记者 关艳玲

经过三天三夜、历经1700多
公里的长途跋涉，在辽宁、天津、
河北、河南、湖北5省市交警接力
护送下，2 月 16 日上午，40 台华
晨雷诺金杯负压救护车运抵武
汉，并很快分配至湖北各县市区
供医疗机构使用。

本报记者 杨靖岫
姜义双 刘 佳 文并摄

40台“辽宁造”
救护车运抵武汉

2 月 16 日，记者在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见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丁仁彧。作为辽宁支援湖北重症医疗
队领队，当天，他正带领着150名战友
与病魔鏖战。

从2月4日到2月16日的13天时
间里，经过他们的全力抢救，已有13名
重症患者好转出院，另有8名极危重患
者转为重症患者。

与狡猾的病魔较量需要“重武

器”。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有来自全
国的8支援助医疗队，丁仁彧带领的辽
宁队第一个实施气管插管技术，第一
个实施血液净化技术，第一个实施
ECMO技术，这些都是风险很大的高
精尖技术。

丁仁彧不仅医术高超，还有丰富
的管理经验。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后，为提升医院管理水平，他进一
步完善了医院的治疗流程，建立了重
病诊疗规范，建立了三级查房制度，

并统一了感控标准。
为提高治愈率，丁仁彧带领团队

对接收的患者实行分层治疗，集中优
势兵力，实施精准化、精细化、滴定式
的诊疗策略，早期识别和抢先救治可
能由重症发展为极危重的高危患者，
效果明显。

2 月 15 日，经过连续几日惊心动
魄的抢救，一位85岁的患者从危重病
房转出，逃离魔爪。

“从事重症医学的人就像生命的守
门员，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丁
仁彧常常对队员说，“每一个生命都不
要轻言放弃，必须要全力以赴。”

来到武汉后，丁仁彧每天只能休
息三四个小时，还总在半夜两三点被
叫回病房。每次走出病区，他都是浑
身湿透、精疲力竭。由于丁仁彧所工
作的隔离病房是应急改造而成，还不
具备负压系统，气管插管中打开患者
呼吸道的瞬间，大量的病毒会喷涌而
出，给实施操作的医生带来巨大的感
染风险。

尽管所干的工作艰辛劳累并充满
风险，但丁仁彧对自己能够从事重症
医学，很是自豪。“当看到垂危的病人
转危为安，高高兴兴走出病房，那是我
最开心的时候！”丁仁彧说。

与死神较量的勇士
——记辽宁支援湖北重症医疗队领队丁仁彧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2月16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2
月 15 日 10 时至 24 时，辽宁省新
增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为葫芦岛市病例，属普通型病
例。新增 3 例治愈出院病例，其
中大连市1例、锦州市1例、辽阳
市 1 例。目前，辽宁省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20
例，治愈出院32例，死亡1例。

120例确诊病例中，沈阳市28
例、大连市18例、鞍山市4例、本

溪市3例、丹东市7例、锦州市12
例、营口市1例、阜新市8例、辽阳
市3例、铁岭市7例、朝阳市6例、
盘锦市11例、葫芦岛市12例。

目前共有 87 名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
治疗，其中重型病例6例，危重型
病例2例。

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
者 2461 人 ，已 解 除 医 学 观 察
1888 人，现有 573 人正在接受医
学观察。

辽宁累计确诊120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2 月 16 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
获悉，为更好开展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锦州、沈阳、大连集
中救治中心日前分别成立了省
（锦州）传染病区域集中救治中心
临时党委、省集中救治沈阳中心
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省集中救治
大连中心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临
时党委、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按照职责管理所辖范围
党员，团结带领医疗队员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到
了关键时刻。省集中救治沈阳
中心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向支部
全体党员发出倡议，要紧密团结
在党中央周围，紧急动员起来，
众志成城，构筑起抗击疫情的钢
铁防线。

我省三个集中救治中心
成立临时党委、党支部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国资国企系
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无私奉献，
主动驰援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同
时，还积极捐款捐物。截至 2 月
14日，省属企业合计通过中国慈
善总会、红十字会等渠道对外公
益捐款 3619.79 万元，向社会各
界和疫情严重地区捐赠各类物
资 或 提 供 服 务 ，折 合 人 民 币
2406.36万元。

连日来，省属企业聚焦防疫
一线需求，大力生产采买、及时
捐赠各类急缺物资。辽控集团
积极累计捐款及捐赠物资合计
1341.56 万元，包括口罩、防护
服、护目镜、防护手套共近 140
万套（个）。华晨宝马汽车有限
公司及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累计捐款3500万元，华晨
集团已经和即将捐赠负压救护
车 、中 华 轿 车 等 各 类 车 型 72
辆。辽渔集团捐赠 10 万罐金枪
鱼罐头，发往武汉供辽宁医疗队
食用。

交投集团在捐赠款物的基
础上，累计减免高速公路通行费
529.5 万元，优先放行应急防疫
物资和人员运输车辆 12648 台
次。能源集团、水资源集团、机
场集团、城乡建设集团、地矿集
团、工程咨询集团、辽勤集团等，
分别通过定点支援湖北地区慈
善部门、减免保障疫情防控重要
运输班机费用、无偿参与防疫重
点工程设计建设、为医护人员提
供免费防护用品等方式，进行了
捐赠。

省属企业捐赠款物
总计6000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2月15日，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
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
康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提
出春节期间生产配送防控物资企
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通知明确，对春节期间（截至
2020年2月9日）开工生产、配送
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企业，吸纳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且签
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的，根据2020年1月、
2 月社保增员人数，按照吸纳人
员的单位缴费金额给予企业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对向上述企业
提供职业介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推荐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不
低于 200 元/人的一次性就业创
业服务补助。

通知要求，各地要有力确保
重点企业用工，对保障疫情防控、
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及
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企业、重
大工程，指定专人对接，满足企业
阶段性用工需求。对当地难以满
足的，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
提下，协助企业定向跨区域招聘。

我省对春节期间生产配送防控物资
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为
保障疫情防控用品及时快速供
应，省药监局为口罩、防护服、隔
离服、酒精等产品开通了快速审
批通道。

针对疫情防控需要，省药监
局积极推进医用防护服生产工
作，对某企业防护服生产筹备进
行现场指导，确定了“环氧乙烷”
和“钴 60”两种灭菌方式同步排
产，并发放生产许可。迅速完成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厂

酒精棉球产品生产资质许可相
关工作。为沈阳迈思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核发了医用呼吸机配
套用加热呼吸管路、鼻塞导管 2
个产品的《产品注册证》和《生产
许可证》。

截至目前，新获批的沈阳浩
宁实业有限公司、沈阳盛实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累计生产医用
口罩60.6万只、29万只。全省20
家隔离服生产企业已累计生产一
次性隔离服、隔离衣34.7万套。

省药监局开设快速审批通道

力保防护产品快速投放市场

（上接第一版）四要注重“两个保障”，
优质高效服务。要落实省政府出台的
相关帮扶企业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共

渡难关。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企业、
深入车间、深入一线，做到保障靠前、
服务靠前、工作靠前，及时精准高效帮

助企业解决区域防控、企业用工、运输
物流等燃眉之急，最大程度减少疫情
对企业的冲击。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陈向群、副总指挥崔枫林出席会议并
讲话。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我省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
防护用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严
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制
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行为，目
前，已查获问题口罩10.36万只。

2 月 4 日至 2 月 13 日，全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接到投诉
举 报 2193 件 ，其 中 涉 嫌 违 反

《价格法》投诉举报 1351 件，占
61.6%；涉嫌销售假冒伪劣防护
产品 290 件，占 13.2%，两类投

诉 举 报 占 总 量 的 74.8% 。 2 月
13 日口罩等防护产品相关投诉
举报数比 2 月 4 日减少 509 件，
下降 79.8％。

截至2月13日，全省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检查各类经营业户
21.9 万 户 次 ，查 获 问 题 口 罩
10.36 万只，查获其他有问题的
防护用品 1729 件，查获问题消
杀用品货值11.66万元。查办价
格违法、销售假冒伪劣等违法
案件298件。

我省查获
10.36万只问题口罩

2月15日下午5时许，武汉市下起
了多年少见的鹅毛大雪，气温随之下
降，但对住在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区
14楼C病区的重症患者来说，却丝毫
感受不到窗外的天寒地冻。

“在协和住院的都是重症患者，亲
人和家属都不能陪护在他们身边。”来
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
的副主任高丽红说，“我们不仅给患者
提供专业高效的救治，更会通过亲人

般的关照与心理呵护，尽量驱散他们
心中的恐惧和寂寞。”

2月9日，高丽红所在医院接到驰
援武汉的任务后紧急动员，60名具有
丰富重症救治经验的医护人员迅速集
结，10日便到达武汉，经过短暂的休整
和严格的防护培训后，便投入到紧张
的工作中。

“因为接管的患者都是重症，仪器
设备越来越多，处置也格外复杂，还需
要测体温、血压、血氧……”高丽红说，
工作超常繁重，但所有的队员都没有
一丝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越努力工作，
这些患者才会越早转危为安。

感染科医生张欣负责25张病床的
25名病人，他每次接班的第一件事就
是与他负责的患者挨个握一次手，轻
声地问一句：“你好啊，今天感觉怎么
样？”虽然隔着手套，但患者依然能感
受到张医生发自内心的关爱与期盼。

通过与患者交流，年轻的护士邓
林琳得知一名患者特别想吃苹果，她
和队里的姐妹们当天回到驻地，把自
己晚餐配发的苹果攒了4个，第二天一
早洗干净放进密封袋里，到医院换好
防护服走进病房，隔着三层手套把带
着她体温的苹果放在了患者手中。

“每天的工作就是‘驻地——病

房’两点一线，不允许外出，也没有时
间去购物，只能这样满足患者的要
求。”邓林琳说，“那位患者咬第一口苹
果的时候，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回忆
那一刻的情景，护士纪丽丽说，很多患
者一开始并不知道她们这些医生护士
来自哪里，只能听出她们的口音与本
地人不同。当后来得知她们是辽宁人
时，患者很激动：“谢谢你们，辽宁人就
是我们的亲人！”

“这些护士都非常年轻，在家里都
还是被宠爱的宝贝，可在这里她们却
用最专业的手法、最敬业的态度、最温
情的举动，担起了大任。”高丽红说。

四个苹果和一次握手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杨靖岫 姜义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