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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报道 疫情防
控期间市民积攒了一些业务无法去窗口办理，为
了有效避免驾驶人集中到窗口办理，减少交叉感
染风险，辽宁交警提供了网上办、自助办、便捷办
的交管业务办理方式。不用非要去窗口，3月2
日起，缴纳罚款等26项业务网上即可办理。

3月1日中午，记者来到沈阳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和平大队办理业务，虽然前来办理业
务的市民只有 4 人，但整个大厅同一时刻只能
进一人办业务，需要在门口登记、测温，记者前
面有两人排队，这两人办理业务用了十多分钟。

尽管已经开始办理业务，但由于疫情防控
等措施，市民要花费较长时间等待，甚至有人
在门口因排队发生争执。3 月 2 日，记者通过

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了解到，即日
起，包括缴纳罚款等26项业务可以通过网络办
理，不必到大厅现场排队。

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提示，市民可以
下载、登录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或“交管12123”APP，完成注册、认证后，选择需
要办理业务种类，按照页面提示要求办理即可。

同时，为大力提升网上办理业务体验感，各
地交警部门进一步加强了负责办理互联网业务
中心的配置，配齐配足网办中心人员、设备、物
资等保障，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办事手续，并加
强与邮政部门协调对接，在规范办理各项业务
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业务审核、受理、制证、邮
寄等环节效率、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交警业务网上办 在家就能缴罚款

本报讯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3月2
日，十余名工人经过测温、登记、消毒等防控环
节，进入位于沈抚大道旺力街的施工现场，开始
有轨电车路基施工。沈抚有轨电车西延工程项
目正式复工。

沈抚有轨电车西延工程是全国第一条连接
两个城市的有轨电车工程，是东北地区第一条采

用EPC模式建造的有轨电车工程。项目于去年
10月启动，是沈抚新区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同
时也是2020年省政府“重强抓”专项行动重大项
目之一。该工程以李石街为起点，由沈抚大道向
西沿地面敷设，共设置李石街站、杏坛街站、中兴
街站、旺力街站4座车站，终点为既有沈抚新区有
轨电车5号线上伯官站，全程5.23公里。该项目

对实现沈阳、抚顺两市轨道交通互通互联意义重
大，将进一步完善沈抚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缓
解新区居民的出行压力。

据悉，该项目原计划于今年年底交付使
用。目前，施工方正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设备
采购、人员调动等难题，力争如期交工。

沈抚新区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项目建设单位
会同总承包、监理等参建单位，制定了一整
套防范疫情风险的制度措施。项目复工前
即做了充分准备，重新组织编排施工计划，
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有针
对性地研究抢工方案，尽全力减轻疫情对工
期的影响。

沈抚有轨电车西延工程复工 原计划年底交付使用

对于中国医大一院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
许立薇来说，过去的这近一个月时间既飞快又
漫长。每一天，奔波在医院与驻地之间，一不
留神居然已经 20 多天过去了；而每一天都在
发生着那么多令人感动和终生难忘的事，仿佛
过去的不是二十几天，而是二十几年。回想这
段时间的工作与生活，许立薇用三个词来形
容，那就是：温暖、感动、责任。她将这些所思
所感用笔记录下来，也永远镌刻在心底。

记录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许
立薇

最温暖的“唠叨”
从 2 月 9 日下午 3 点通知，到 10 日凌晨到

达武汉天河机场，接着坐车去驻地、消杀、整理
个人物品，这一波操作下来，说实话我还是在
有点发懵的状态。凌晨4点20分躺在床上，拿
出手机，一共有一百多条微信、几十个未接来
电，基本都是来自于家人、朋友、同事的鼓励与
问候，回想这十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一切，就像
电影回放一样，一幕幕浮现。我知道，我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无数的战友与家人在支
持着我！

我们这个护理团队共有 30 人，由护理部
高丽红主任带队，说是工作组，但我感觉就是
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相互
关心、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无论有了什么问
题，所有人都会积极帮忙解决。高主任为保证

医护人员防护到位，亲自对队里每个人进行了
一遍穿脱隔离衣考核。每天还不停地“唠叨”
这、“唠叨”那：“脱防护服有没有按标准洗手
啊？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思想有没有什
么负担啊？饭菜合不合口味啊……”每天听着
这些“唠叨”，心里真的很温暖！

向我们鞠躬的司机
我们第四小组第一次上班的时候，由于对

于病区的熟悉程度不是很高，临下班时病人又
有病情变化，所以出仓晚了一个小时，没有赶
上班车，我们只好站在马路边上等下一班。这
时候另一个线路的司机师傅就问我们，为什么
这么冷站在路边还不走，我便将情况告诉了
他，司机师傅就让我们上车，等送完他原本线
路的工作人员后专程送我们回去，还拿出自己
备的巧克力给我们吃，说估计我们都饿了。

到了驻地，司机师傅起身给我们几个深深
鞠了一躬，说：“对不起了，这么冷的天，让你们
在外面等了这么长时间！谢谢你们大老远地
到武汉支援！”我们直说没关系，是我们下来晚
了，可司机师傅最后还是哭着走的！我们小组
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含着泪上楼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役中的战士，只
是战场可能不同。在这座城市里，在我们这个
国家里，有好多为了这场战役默默奉献的人，
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辽沈晚报记者 李文慧

盛京医院第二 ICU 护士张秀娇是该院第
二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员，在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东院区工作，接诊的都是重症患者，进入病
房需要穿上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勒上护目镜、
戴上面罩，大家谁也认不出谁。为了便于认出
搭档，大家就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上名字，慢
慢地衣服上不仅仅有了名字，还有图画，把孩
子最喜欢的玩具画在防护服上，让孩子来分辨
哪个是妈妈。3 月 2 日，“创画者”张秀娇讲述
了画画的故事。

记录人：盛京医院第二ICU护士 张秀娇
3月2日
说实话，来武汉之前，真不知道自己还有画

画这个才艺。
记得第一幅画是在防护服上画了一只机器

猫，希望我们可以像它一样有个百宝袋，能帮助
患者解决各种问题。他们虽然没有亲人的陪
伴，但我们同样像亲人一样去照顾他们，想方设
法地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辽宁医疗队队员的乐观
与温暖。

同事穿着画着机器猫的防护服进入病房，患
者说好可爱啊，他们笑了，我也笑了，笑着笑着泪
滴模糊了我的护目镜，赶紧调整好情绪继续工
作。几个小时的工作，我觉得自己的嘴角一直微
微上扬，想着患者们的笑容，就觉得自己的画没
有白画，我愿意用这种方式带给他们欢乐。

自那以后，同事们就纷纷来找我，让我给他
们画，我就接下了这份“重任”。

有一次，我画了一条腾飞的巨龙，因为我们
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在这个举国上下都在抗
疫的时刻，我希望自己变身成腾飞的巨龙，腾云
驾雾，用我的功力让病毒快点消散。后来，我又
画了美少女战士、熊猫宝宝、樱桃小丸子等等。

现在一进病房，患者们都下意识地看看我
们衣服上画了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每天看到的
不是一件件冰冷又刺眼的防护服，对于我们来
说，也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多的是我们给患者
的爱与关心。

同事有的孩子上幼儿园，有上小学的，还有
的同事有两个孩子，大家把思念用文字和卡通
人物表达出来。同事让我画多啦 A 梦，希望疫
情早点结束大家早日凯旋。有人让我把孩子的
名字、孩子喜欢的卡通人物都画上去写上去，把
照片发给自己家人，让孩子来寻找包裹严严实
实的哪个是妈妈，虽然看不到相貌，但孩子们看
见自己平时最喜欢的小汽车或冰激凌、小狗或
小猴子，以此来分辨自己的妈妈是哪一个，工作
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成了业余的简笔画家，每天大家把图片

提前传给我，简简单单地在防护服上画上几笔，
大家穿上特别开心。带着色彩的防护服，同事
们喜欢，病房里的大姨大爷们也喜欢！只是现
在彩笔只有红黑两种颜色了，绿色的笔已经用
没了。

我坚信：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生活明朗，
万物可爱，未来可期。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防护服上画玩具画卡通
让孩子分辨哪个是妈妈

张秀娇在画画。 受访者供图

每个在战“疫”中
默默奉献的人
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中国医大一院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许立薇和战友。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