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中的辽宁体彩人
2020年，全国的体彩代销者迎来

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休市期，新冠肺炎
疫情更是牵动着全省体彩人的心。
有人选择了“逆行”，也有人选择了坚
守，不同的方式却同样诠释着：“战
疫”有我。

沈阳体彩代销者代表——杨书文

1 月 28 日，位于沈阳市浑南新
区营城子的 01289 号投注站“人多
力量大慈善群”以杨书文为代表，
为武汉“抗击疫情打好防护战”向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捐
款 10000 元。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
进行爱心捐助，去年这个爱心团队
为丹东宽甸杨木川镇中心小学优
秀贫困学生捐赠了 10500 元的助学
金和价值 4000 余元的学习用品及
生活物资。

这支充满爱心的公益团队是因
体彩集结到了一起。杨书文说：“我
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主动的、积极
的，其实我们只是这一次‘公益风暴’

的小小缩影，我们的公益之行也不会
停，接下来的公益活动中我们还将以

实际行动，踊跃参加，奉献爱心，为公
益献上微薄之力。”

大连代销者代表——苑宝中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造成
大量需要口罩，一位大连的体彩代销
者站在街头主动为路过的市民免费
提供一次性口罩。这个凛冬，一个薄
薄的口罩给每一个市民送去了贴心
温暖。

1 月 31 日，位于大连瓦房店于
屯街 2 段 37 号-库 8 的大连体彩第
02820 号实体店门前悄然地打出了

“本店免费发放一次性口罩”的黑色
看板。尽管正在休市，代销者苑先
生依然站在自家的销售亭前，为每
一个路过的市民赠送一个一次性口
罩。据苑先生介绍，他一天就发放
了 400 多个口罩。“很多出租车司机
听到消息都来领口罩了，还发朋友
圈”，苑先生说，当一位环卫工人过
来领口罩时，他直接送了一整包 20
个，因为他觉得环卫工人“需要更多
的保护”。

“这个春节因为有疫情，我偶然

通过朋友圈看到有人在卖口罩，当时
就决定买一些免费发放，妻子也支持
我”。“虽然 1000 个口罩很少，但我想
这样能给大家传递一些力量，加加
油、打打气。”

全省体彩从业者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目前辽宁省体彩中心响应总局
中心号召，向全省体彩工作者发出
倡议，要求所有体彩工作者严格执
行《关于延长 2020 年彩票市场春节
休市时间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5 号)，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国务
院关于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严格
执行相关规定，注重自我防护，提高
防病意识，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同时，省中心成立联防联控工作
领导小组，通过健全疫情防控协调联
动机制、建立疫情搜集制度、严格落
实机构工作人员与全省体彩代销者
信息报告制度，认真做好全省体彩销
售渠道疫情监控及防范工作。

沈阳体彩代销者代表杨书文捐赠证书。 大连体彩第02820号实体店门前。

作为沈阳市第二批定点医院 沈阳四院北陵院区已做好准备

首次采用机器人进隔离病房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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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沈阳市第二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定点医院，经过升级改造的沈阳市
第四人民医院北陵院区，已具备了收治疑似及
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能力和条件，
第一批医护人员也已经在 2 月 1 日入驻医院。
此外医院还首次引入3台机器人，代替护士进入
隔离病房为患者送餐，最大限度减少患者和医
护人员接触。

昨日，辽沈晚报记者走进四院北陵院区，进
行了实地探访。

3天时间
改造出标准隔离病房

1月29日，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到通知，
要把医院北陵院区作为沈阳市第二批收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定点医院，医院第一
时间启动隔离病房的改造建设工作。“隔离病房
和普通病房是不一样的，它得分清洁区、半污染
区、污染区，出和入都不能走一个口，医护通道
和患者通道也都是不一样的。”四院医务科科长
田宏介绍。经过医院后勤人员每天24小时的工
作，3 天时间，隔离病房改造完成，2 月 1 日凌晨
经过升级改造的四院北陵院区已具备了收治疑
似及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能力和条
件。

昨日，辽沈晚报记者在已经建设完成的隔
离病区二楼看到，清洁区、缓冲区、清洁通道、进
入隔离区等字样非常醒目。清洁通道的入口和
出口也都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口禁止逆行。
进入隔离区的流程，也都用红色字体标注，特别
醒目。进入隔离病房可以看到，病房宽敞明亮，
每个卫生间都配有电热水器，并且配有空气洁
净消毒器，隔离病区已经可以满足隔离规范的
要求。

目前整个院区从一到五楼都设置了隔离病
房，病房内的设备全部按照 1:1 配置，心电监护

仪、血压计、听诊器、体温枪等都已配备到位。
全新购置的CT设备在1月30日上午10时安装
完毕并打印出第一张 CT 片子，仅仅用了 42 小
时就完成了从购置、安装、调试、成像到实现远
程会诊的全过程。

首度启用机器人
可给患者送餐

在隔离病房，最引人注意的还有一个端着

托盘的机器人，四院信息网络中心工作人员郭
迪飞向辽沈晚报记者介绍，这也是医院首次启
用的机器人，它可以给隔离病房的患者送餐，尽
量减少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接触。

工作人员的电脑上有监控，郭迪飞通过遥
控器控制机器人，让它进入指定的病房。“为了
在操纵机器人时能够准确地指挥它进入相应的
房间，我们在房间门口的地面上标记了数字，会
更准确地操控机器人。”

机器人的托盘可以承受 10公斤的重量，而
且还有防撞功能，如果有人经过时，就会停止不
动。目前院区一共有三台机器人，2 楼、3 楼、4
楼各有一台，收治患者以后就可以工作了。

36名医护人员
进驻隔离病房

在隔离病房改造期间，医务科就开始召集
人员，医院以自愿报名的形式，给全院医护人员
发布了消息。“全院医护人员都积极报名，信息
发出去瞬间，我们5批次的医护人员就够了，后
续有很多人打电话想要参加，都没有机会了。”
田宏介绍。

第一批次 36 名医护人员在 2 月 1 日病房
改造完成的当天，就进入了隔离病房进行待
命。“在一线倒班的医生有 5 名、护士 10 名，现
在全都在医院待命。一旦有患者，马上就能
接诊。”

截至昨日，医院还没有收治患者，但是医护
人员每天的时间却也都安排得满满的。

“早上 6 点左右起床我们就要走一遍流
程。”田宏介绍，两名医生或者两名护士为一
组，一名假装患者，另一名则按照流程来接患
者，每个人每天早上都要演练一遍。之所以这
么早就演练，是因为 8 点钟医院就要对所有人
进行测温，测温之后所有人员要一起开会，总
结一下刚才演练流程中有哪些纰漏，有哪些需

要改进的地方。培训结束以后，医生和护士还
是两两一组进行穿脱隔离服的训练，并且熟悉
进出隔离区的通道。每天还要学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指南更新速度很
快，昨天已经是第五版了，我们主要学习新版
和上一版有什么区别，不同地方肯定是着重强
调的地方。”

第一批进驻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 5天来一
直坚守岗位，吃住都在医院，没有人回家。“虽然
没有患者，但是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一旦有患
者入院，我们医护人员可以马上接诊。”

四院还组建了其余四批次医护人员团队，
足以满足确诊患者与医护人员 1:1 的配置要
求。

夫妻俩都在“前线”
女儿画画点赞

四院心内科医生李铎是首批 5名以隔离状
态进驻北陵院区的医生之一。而他的爱人初晓
丽也是主动申请，去发热门诊上班，他俩5岁的
女儿只能由爷爷奶奶照顾。“现在每天都有很多
工作，也没有太多时间和女儿视频，每天也就三
四分钟，说实话很想她，但是没办法，我是一名
医生，这个时候必须要承担起我的责任。”说起
女儿时，李铎红了眼眶。

好几天见不到爸爸，女儿也会问爸爸到底
去哪了。李铎也如实地告诉了女儿，他在隔离
病房，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要救治病人。5
岁的女儿在家里的画板上画出了超人爸爸和天
使妈妈，还给他们画了很多的粉丝，并且给了他
们一个大大的赞。

初晓丽老家在黑龙江，她已经7年多没有回
过老家了，她和李铎本来已经买完了车票今年
过年要回黑龙江，但是医院通知一发出，他俩第
一时间就退了车票，申请到第一线工作。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李文慧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市第六
人民医院隔离观察病房和医护人员休养区从开
工到交付使用只用8天时间，工程质量如何？这
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沈阳市城乡建设局质
量站工作人员在建设过程中24小时不间断检查
监督，工作群中发布上万张问题图片和留言，确
保六院改造和新建工程质量过关。

市城乡建设局质量站党支部书记、站长岳
阳回忆，他正月初二接到上级通知后，马上从老
家返回到工作岗位，组织研究市六院应急工程
监管工作。考虑到这次工程建设的紧迫性和危
险性，质量站提出了以前不曾有过的24小时质
检工作方案。采取个人自愿报名加组织考察的
方式确定了 10名工作人员，分成四组全天候驻

守现场，每天24小时不间断检查监督，对排水管
道铺设、板房安装、电缆敷设、管道安装等各个
环节实现全过程、无死角、零距离监管。

除了现场监督外，市城乡建设局质量站还
负责对接设计、统计进场材料数量、电力设施改
造和设备安装进度。他们和设计师们一起戴着
口罩，在会议室里不眠不休地修改设计，24小时

后第一张施工图完成；为了让发现的问题能够
第一时间得到解决，质量站采取了信息化的监
管模式，后半夜最冷的时候零下20℃，质量站工
作人员不顾冻裂的双手，在工程建设微信群里，
发布现场检查的问题图片、留言超过一万条，施
工单位负责人通过这些现场照片及时改正，保
证工程质量过关。

市六院新建隔离病房从开工到交付使用仅用8天

24小时不间断质检 保证工程质量过关

医院首次启用机器人进入隔离病房为患者
送餐，减少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接触。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摄

052020.2.6 星期四
编辑 黄雪娇 美编 任兰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