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华 勇
视觉设计：张 宁
检校：吴丹宁 牛凤宇要闻

YAOWEN

03
2020年2月20日 星期四

本报讯 特派记者董翰博 田勇
襄阳报道 早一秒救治，就是对生命
最大的负责。2月19日，在与当地医护
人员进行工作交接、做好必要防护措施
后，辽宁援襄医疗队的部分队员正式进
驻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东津院区2
号楼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儿科病区。

襄阳市中心医院东津院区2号楼
内设三个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儿科病
区，目前患者数量为90余人。医疗队
进驻后整建制接管其中两个病区，包
括64名儿科患者，其中年龄最小的仅
6个月，年龄最大为14周岁，多数年龄

在2岁到6岁之间。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儿童作

为特殊群体，更是重点防护对象、救
治对象。据辽宁援襄医疗队队员、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儿科教研室
副主任、儿科重症副主任许巍介绍，这
次疫情，儿科在症状发生、流行病学以
及影像学表现上都与成人有所区别，
特征不及成人明显，临床表现呈现多
样化。

“儿科患者病情变化十分迅速，可
能两三分钟前还在嬉戏玩闹，之后就
会发生新的、突发的临床表现，包括呼

吸困难、气胸等紧急情况。”许巍说，目
前所驻病区的儿科患者重症病人数
量不多。

整建制接管，集优质资源，派精兵
强将，是辽宁援襄医疗队的特点。许
巍称，此次进驻儿科病区的医生团队
有10人，都进行过长时间系统、规范化
的培训，并且是从业经验比较丰富的
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在处理一般的突
发情况时，技术上基本不会有问题。
如果遇到极其疑难情况，包括病因诊
断、病理判断和治疗药物选择困难等，
团队内还有多名高级职称的专家，可

以进行讨论和会诊。
儿科患者护理上同样存在难度。

此次进驻病区的护士团队有9人，工作
年限都较长。辽宁援襄医疗队队员、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儿科专业护
士长刘杨认为，目前条件有限，儿科患
者通常只有一名家属陪护，注意力很难
被分散，而且相对封闭的空间会加重家
属和孩子的恐惧和焦虑，所以加强情绪
疏导，成为护理工作的关键一环。“我
们会用温馨的话语、表情、手势来尽量
帮助他们消除恐惧，这对他们来说，是
一种心理支撑。”刘杨说。

辽宁医疗队进驻襄阳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儿科病区
接管患者64人，最小年龄6个月、最大14周岁

全省城乡社区（村）疫情严查严控措施30条

1.清楚排查对象数量，做到底数清。
2.清楚排查对象姓名、职业、住址、联系方式

等，做到自然情况清。
3.清楚排查对象返回或到来时间，做到节点清。
4.清楚排查对象返回地或来源地，做到地点清。

5.清楚排查对象详细行程，做到轨迹清。
6.清楚排查对象乘坐的交通工具及班（航）

次，做到方式清。
7.清楚排查对象是否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

例有密切接触，做到源头清。

8.清楚排查对象身体健康情况，做到状态清。
9.清楚排查对象采取了哪些防治办法，做到

措施清。
10.清楚排查对象家庭成员等密切接触者状

况，做到身边人员清。

一、严格排查“十清楚”

1.必须动员全体社区（村）居民共同参与群防
群控，做到邻里互助互促。

2.必须对村庄、居民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本
村（小区）居住人员一律凭证出入并测体温，外来
人员和车辆不得进入，做到“里不出、外不进”。

3. 必须对来自、去过外省人员采取 14 天
居家隔离措施，做到防患未然。

4.必须对出现确诊病例的村庄、居民小区或

单元实行封闭式隔离，将密切接触者转至集中隔
离场所，做到有效阻断。

5.必须对村庄、居民小区环境每日进行清扫
消毒，重点场所每日消毒不少于2次，做到无盲
区、无死角。

6.必须合理设置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做到
规范处置。

7.必须加强对社区（村）内出租屋管理，发生疫

情未及时报告，要追究出租方责任，做到依法查处。
8.必须加强居民“红事”“白事”备案管理，社

区（村）引导居民“红事”停办、“白事”简办，做到不
会众聚集。

9.必须对社区（村）内提供公共服务的场所加
强检查督导，做到餐饮、快递等配送无人员接触。

10.必须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做到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人有责、人人防控。

二、严格防控“十必须”

1.积极主动配合社区（村）开展疫情排查防
控，不要嫌麻烦、有抵触。

2. 本人及家属从外省来辽返辽，主动向
社区（村）报告，并居家隔离 14 天，不要随意
外出。

3.出行尽量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增
加传染风险。

4.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就医，并及时向
社区（村）报告，不要耽误诊治。

5.出门戴好口罩，在家勤洗手、勤通风，做好
个人防护，不要麻痹大意。

6.合理处置废弃防护用品及生活垃圾，不要
随意丢弃。

7.尽可能减少到人员聚集场所，不要聚餐和

走亲访友。
8.主动向社区（村）反映外来人员情况，不要

瞒报、迟报。
9.理性购买储存生活用品，不要盲目抢购

囤积。
10.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疫情防控动态和

防控知识，积极应对，不要传谣信谣。

三、社区（村）居民“十不要”

本报讯 记者赵静报道 2月19
日，记者从省政协了解到，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我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和
政协委员发挥优势，迅速行动，积极捐
款捐物，有序投入到抗击疫情中。

全省政协委员立足岗位，在抗击
疫情中发挥表率作用。他们有的坚持
奋战在疫情治疗、检测、防控第一线；
有的多方动员捐资捐物，为防疫工作
提供坚强保障；有的充分发挥智力优
势，为疫情防控积极建言献策；有的创
作优秀文艺作品，广泛凝聚人民群众

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截至目前，
政协委员共捐款2169.09万元，其中港
澳委员及特邀列席人士捐献款物折合
人民币1800余万元。

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积极投身
疫情防控工作。民建会员用积极行动
支持阜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2月14日，省民建筹措的第一批医疗
物资包括200副护目镜、44箱84消毒
液、76 箱医用酒精送达阜新，为阜新
市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省工商联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于1月26日发出“全力支持打赢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攻坚战的倡
议”，引导商会组织和广大民营企业向
湖北省、武汉市和省内医疗机构实施
捐助。辽宁方大集团、大连铭源控股
集团、沈阳开普医疗有限公司等一大
批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迅速组织生
产、提供物资保障、积极捐款捐物。截
至2月15日，省工商联共有2240家民
营企业（含企业家个人）、社会组织捐
款捐物69821.56万元，充分体现了我
省工商界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

积极有序参与抗击疫情

我省政协委员捐款超2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日前，省财政厅、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学校疫情防控经
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的经费保障，严格落
实国家有关通知要求，做好学生
资助工作。

通知强调，要及时了解本地
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体
和生活等情况，重点聚焦疫情严
重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等
特殊困难学生群体。对受到疫
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
及时对其予以资助。在本人或
家人感染疾病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入校后，各校要根据其家庭

经济困难程度，在国家资助的基
础上，使用学校按事业收入或学
费收入一定比例提取的学生资
助基金，采取减免学费或临时生
活补助等方式，保障其正常学习
生活。

通知要求，要及时足额发
放国家助学金等资助资金，对
已毕业且处于还款期的国家助
学贷款借款学生，因受疫情影响
不能正常还本付息的，可合理延
后还款期限；如因患新冠肺炎
失去还款能力的，要协调经办
银行启动救助机制，为其办理
代偿应还本息相关手续，减轻
其还款压力。

我省部署资助受疫情影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近日，位于锦州市太和区的朝
凌高铁紫荆山隧道工程建设正
式复工，标志着朝凌高铁工程
建设全面复工。朝凌高铁目前
已完成主体工程 60%左右的建
设任务。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按照“一点一案一策”的原

则，组织京沈客专辽宁公司对复
工点的安全生产、疫情防控情况
进行严格核查把关，同时，协调
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施工现场
建立疫情联防联控机构，实行封
闭式管理。

据介绍，沈阳局集团公司管
内在建的敦白高铁、赤喀高铁等
项目都将于3月1日前开工复工。

沈铁管内重点铁路工程
建设项目3月1日前全部复工

（上接第一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
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刘 彦 平 严 重 违 反 党 的 政 治 纪
律 、组 织 纪 律 、廉 洁 纪 律 、工 作 纪
律 ，构 成 职 务 违 法 并 涉 嫌 受 贿 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
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刘彦

平开除党 籍 处 分 ；由 省 监 委 给 予
其 开 除 公 职 处 分 ；免 去 其 阜 新 市
委常委、委员职务；收缴其违纪违
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
案移送。

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彦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上接第一版）
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策

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
要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对疫情严
重地区以及高风险地区流入人员加
强跟踪管理，开展健康监测和服务。
（2）要加强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病例监
测、发现、报告。城乡社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要落实相关防控措施，同时
做好环境卫生整治、防病知识普及等
工作。（3）要保证交通运输、城乡公共
交通正常运转，不得封路、封村、封社
区、封市场，确保人员正常出行和生产
生活物资正常流通。（4）要全面复工复
产，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用工、原材料、
资金、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困难和问
题。企业要做好通风、消毒、体温检测
等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指导员工做
好个人防护。（5）要取消不合理限制，
不得对企业复工复产设置条件，不得
采取审批、备案等方式延缓开工时间。

中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1）要在采取低风险地区各
项措施的基础上，做好医务人员、医疗

床位、医疗物资、隔离场所等方面的准
备，对病例密切接触者进行全面排查
和隔离医学观察。对于确诊病例，要
以病例发现、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
析为线索，根据其生产生活接触的空
间和人员范围，合理确定防控管理的
场所和人员。（2）要在对疫情相关场所
和人员采取必要防控措施的同时，保
证交通运输、城乡公共交通正常运转，
确保人员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物资正
常流通。（3）要根据疫情防控实际，合
理安排复工复产，组织员工有序返岗，
做到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复产同步进
行。（4）要落实企业疫情防控责任，做
好通风、消毒、体温检测等防控工作，
为员工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采
取分区作业、分散就餐等方式，有效减
少人员聚集。（5）要统筹加强区域内医
疗物资的生产、调配、储备。

高风险地区：实施“内防扩散、外
防输出、严格管控”策略，根据疫情态
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三、加强领导精准操作，做好分区
分级差异化防控各项工作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动态调整全

省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县（市、区）
名单，落实分区分级管控要求。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动态开展分析研
判，在病例数保持稳定下降、疫情扩散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后，及时分地区降
低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

各地各级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方针，坚
持依法防控，落实“四早”“四集中”，做
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加强相关措
施和工作的衔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要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畅通人
流、物流，接续产业链、供应链、资金
链，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生产和群众生
活的影响。要确保交通运输网络畅
通，保障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防
护物资供给，维护客流物流运行秩
序。省卫生健康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
和督促，根据疫情变化状况，及时调整
相关政策措施。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2月19日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

辽宁医疗队重症组在ICU病房为患者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本报讯 特派记者董翰博
田勇襄阳报道 2 月 19 日，省对
口支援湖北（襄阳市）前方指挥部
指挥长姚世明一行来到辽宁援襄
医疗队驻地，看望慰问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医疗工作者，传达
省委、省政府关心问候，并送去目
前急需的医疗物资。

在辽宁援襄医疗队驻地，指
挥部主要负责同志与一线工作人
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疫情防控
动态、下步工作部署和后勤生活
保障等情况，勉励医疗队员们要
与襄阳当地医务工作者站在一
起、干在一起，用精湛的医术、高
尚的医德、优良的作风、出色的工

作，救治患者、战胜病魔，坚决完
成党中央交给辽宁的对口支援任
务。要用最严密的措施、最严格
的要求，加强自我防护，确保自身
安全和身体健康。党员干部要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
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控第一线
高高飘扬。

辽宁援襄医疗队员对省委、
省政府及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
持、深切关怀表示感谢。大家纷
纷表示，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全身心投入到救治中去，与病魔
抢时间,与病毒作斗争，为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作出应有贡献。

省对口支援湖北（襄阳）前方
指挥部看望慰问一线医疗队员

12 名医生、48 名护士，22 天时间
里，他们与病魔鏖战，硬是将挣扎在死
亡边缘的23名患者拉回到生命的正常
轨道。

他们就是由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和急诊科主任冯伟带领的
辽宁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重症组。医
生都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重症医学专
家，大多数护士都有副高职称。这是
一支专业而精干的重症救治队伍。

1 月 26 日，辽宁首批支援武汉医
疗队到达武汉，经过短暂的培训，28日
联合武汉蔡甸区人民医院协和江北医
院对ICU病房进行整改提升，29日正
式收治患者，12 张床位，本已满员接
收，又额外增加 2 张。多接收一名患
者，就意味着要向负荷极限冲击，这一
点，冯伟心里比谁都清楚。

“来就是战斗的！”冯伟说。
然而，这次同他们较量的是一个

陌生而又极其狡猾的对手，送来的病
人都是危重病人，氧和指数大都不到
100mmHg，甚至有的已降至40mmHg，
呼吸越来越困难，命悬一线。

重症组很快根据病情的危重程度
决定分别采取早期插管、脉复张、俯卧

通气三种治疗手段。
然而，一个个危重症病人，身上插

满了各种管子，每次为这样的病人翻
身，就需要5名医护人员通力合作才能
完成，随后，每4个小时还需要对病人
的姿势调整一次，而病房内没有家属

也没有护工，病人的吃喝拉撒以及病
房的卫生全由医护人员来完成。

一天，从别的病区转来一名66岁
的女患者，发热10天，呼吸困难4天，
高流量吸氧无效，重症组立即采用气
管插管并实施脉复张和俯卧通气救

治，5天后，患者的氧和指数由来时的
90mmHg 升至 300mmHg，撤呼吸机、
拔管成功，呼吸通畅，能说话了。2月
17日，这名患者又要转到普通病房了，
她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辽宁的医生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多天来，国家专家组三次来到
医院指导，他们对重症组的出色工作
非常满意，连连说：“患者在这里得到
了非常好的救治，你们团队的病人无
需转诊！”

表扬的背后，是重症组60名医护
人员的坚持和奉献。

早上 7 点离开驻地，8 点接班，晚
上 6 点 30 分回到驻地，20 多天来，重
症组的同志超负荷战斗着。其间，为
了节省时间，他们把午饭都省掉了；
为了节省防护服，人人都穿着纸尿裤
上班……

“在这里，我们就是一个冲锋陷阵
的战斗队。”冯伟说得没错，医生侯思
远的奶奶 2 月 17 日去世，他忍着悲痛
救治患者；一些“90后”护士顶着被感
染的压力给患者处理大小便；冯伟本
人也顾不上陪伴身患肿瘤的父亲，主
动请战来到一线。

“辽宁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辽宁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重症组援助侧记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