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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4月1日起，在沈阳乘坐地铁须凭
绿色健康码进行测温、安检、进站乘
车。地铁一、二、九号线双向运营末
班车发车时间将调整为23点。

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在

全市推广“健康通行码”的通告（第10
号）》要求，全市实行“健康通行码”亮
码或扫码通行，其他电子通行凭证将
在 3 月 31 日前完成与“健康通行码”
的转换。

昨日，在沈阳各地铁站内，黄色

的实名登记二维码旁边，均新张贴了
一张蓝色的“盛事通”二维码，通过扫
描该二维码，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可
以办理“健康通行码”，“健康通行码”
将根据所填信息的不同风险等级而
颜色不同。

自4月1日起，盛事通“健康通行
码”将作为乘坐沈阳地铁电子通行凭
证，建议广大乘客按照相关要求提前
扫码登记，进站时向安检人员出示。
地铁乘客凭绿色的“健康通行码”才
能进行测温、安检、进站乘车。

此外，按照惯例，从明天开始，也
就是4月1日起至10月31日，沈阳地
铁将执行夏季运营时间表，地铁一、
二、九号线双向运营末班车发车时间
将调整为 23 点，早班车发车时间不
变，各站具体信息请关注站内公告。

明起乘地铁须亮绿色“健康通行码”
执行夏季运营时间 末班车发车时间延至23时

“授业解惑是为师之责，树人传
道是为师之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博士生导师赵立教授，和她的6名博
士生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师生们
把平日所学和学术研究用在救治患
者的迫切需求方面，“吾等并非逆行，
逢江城遇疫，作为杏林医者，这里就
是我们前行的方向。”

女博导从除夕
就没有停下脚步

除夕一早赶到医院组建发热门
诊隔离病房；大年初一急赴朝阳为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现场会诊；和两位专
家共同签字确认发布确诊患者信息
……

从疫情开始，作为呼吸疾病方面
的权威专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博士生导
师赵立教授，就这样冲在了抗击疫情
的第一线，而且抽空收拾好了行装随
时准备出发去武汉。

2 月 12 日，赵立作为队长，带领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32人的
医护队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区。这是武汉市少数几家专门收治
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
医疗护理任务格外艰巨，使用呼吸机
的患者很多，几乎每个病区都有
ECMO（体外肺）的患者。

打硬仗不仅仅靠勇气，更多的是
靠技术和实力。接管病区的第二天，
赵立就进入隔离区查房。每一次查
房或诊断后，赵立都会总结经验，再
加上之前在辽宁的会诊经验，逐渐琢
磨出一套自己的治疗方法。比如要
注意鉴别患者心功能状态，老年患
者，特别是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患
者，必须常规检测脑钠肽或脑钠肽前
体；认真观察临床表现，如阵发性呼
吸困难、大汗、被迫高枕卧位或半卧
位等。

6名博士学生和导师
一起“逆行”

“襄阳在读博士叶蕊，从 1 月份
就和我一起组建和运行盛京医院发
热门诊隔离病房，又与我同日启程奔
赴襄阳。为了更好投入战斗，她已放
弃了今年的毕业计划。”2月25日，赵
立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赵立有多少名博士学生像她一
样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呢？“我
的学生都有才，你了解后就知道了。”
赵立表示：“包括已毕业的和在读的，
一共有 6 名博士学生和我一起奋战
在救治患者的一线临床。”

“赵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老师都
冲上一线了，我们作为学生肯定是跟
随老师的脚步。”李澎说。

把所学和科研用在
治病救人的实践中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赵立没有忘
记学者和师者的责任和使命，利用本
就不足的休息时间，撰写了《零死亡
——我和重症新冠肺炎的遭遇战》和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都不能少》等多
篇文章发表在知名医疗公众号上，把
自己在一线积累的经验供医疗同行
参考和借鉴。

3 月 6 日，李澎为中国医科大学
102期医学影像专业的63名学生上了
一堂网络直播课。以在武汉前线的实
战经验，李澎用病理图片、CT图片、支
气管镜照片等影像材料，讲解了肺结
核病的发病理、疾病表现和诊断治疗
等知识内容，并结合亲身治疗过的真
实病例提示了诊断治疗的难点。

李澎表示：“作为医生和教师，在
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够担起自
己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是一件非
常光荣的事。”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抖音短平台日趋火爆，日刷抖音
三百条，逢事发个小视频，都已经成
了不少人的习惯，然而刷抖音在调剂
生活的同时，骗子也暗藏于抖音平台
上蠢蠢欲动，通过抖音发布“免抵押
免征信、身份证即可下款”等信息，伺
机实施贷款诈骗。

“极速到账、灵活分期、超低费
率、仅需身份证即可下款”，网友小彤
差点被骗，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视频广告办贷款
差点被骗5000元

近期，小彤在刷抖音时，被一条宣
称能够“极速到账、灵活分期、超低费
率、仅需身份证即可下款”的贷款广告
短视频吸引。手头有些紧的小彤通过
抖音聊天与自称“代办员”的人取得了
联系，并添加了对方的QQ好友。

小彤向“代办员”表达了自己想
贷款2万元的意向，并在“代办员”的
操作指导下，提供了自己身份证、银
行卡等个人信息，在线注册成为会
员。不到半小时，小彤就收到了“代
办员”发来的极速审核通过的好消
息，并称将在1个工作日内将其所贷
的2万元打到小彤的银行卡上。

结果满怀期待等待贷款到账的
小彤，等到的却是“代办员”发来的一
份“贷款账户认证及解冻贷款账户说
明”。对方称由于小彤提供的银行卡
账户有误，导致其公司批款的2万元
资金被银行冻结。解冻需要小彤重
新递交身份证明，并需提供贷款金额
25%，即 5000 元的资金作为“认证
金”，称这笔费用融资银行认证完会
全额退还。

但当小彤拿着自己银行卡进行
确认时，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输错银行
卡号。就在小彤对此事迷惑不解时，

“代办员”还在锲而不舍地催促小彤
交付5000元的认证金。

自己不仅1分钱没拿到，还要交付
“认证金”？渐渐冷静下来的小彤意识
到了事情不对劲，急忙打电话报警。

网络平台发广告
专骗预付利息等

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
介绍，在这类诈骗中骗子的目的就是
以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预付利息、保
证金、保险费等费用，从而实施诈骗。

骗子通过电话、短信、或在微博、
抖音等网络平台上发布“低息办理贷

款”“免抵押快速下款”等小广告。
一旦有受害人上钩，不法分子会

要求受害人提供姓名、身份证号、银
行账户等个人信息，甚至还可能要求
受害人下载相应软件并进行注册。

在受害人提供了个人信息后，犯
罪分子就会以保证金、手续费、预付利
息等各种借口要求受害人交纳各类费
用，并生成只有交钱才能获得办理，而
且各种借口层出不穷，受害人即便交
纳“费用”却始终拿不到钱。等到受害
人醒悟，犯罪分子早已人间蒸发。

警方提醒：放款前先交钱
的九成是骗子

警方提醒，贷款机构没有固定办
公场所，只有网页和电话号码的，放
款前收取费用的都是诈骗。贷款一
定要选择正规机构，以免落入黑机构
的陷阱。

贷款一定要走正规程序，不要轻
信网络、电话和短信中的贷款广告，
更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所有正
规的单位都不会在放贷之前，提前收
取任何费用，牢记这一点，可以避免
90%的骗局。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
道 原定在2月18日开始采集造血干
细胞，因为疫情推迟。3月初，再次接
到红十字会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从
吉林老家赶回沈阳。昨日，他如愿完
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用于救治一名白
血病患者。他也成为沈阳市第43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黄先生 2016 年加入阳光志愿者
团队，成为志愿者后他就积极参加义
卖、关爱自闭儿童、慰问养老院、无偿
献血等志愿服务活动。在一次活动
中，他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能挽救白
血病患者生命，在现场就毫不犹豫地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从那时候我就
一直希望能和白血病患者配型成
功。”

2019年10月，他接到沈阳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和一
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非常高兴，积
极配合工作人员完成高配、体检等流
程，期待尽快安排移植。一切都准备
好了，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原定2020年2月采集造血干细胞
的计划推迟，黄先生很是失落。“真的
是很希望赶紧捐献，我也是随时准备
着。”

春节期间，黄先生回到吉林老家
休假。3月初，他再次接到沈阳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3月
可以捐献，询问他能不能配合。“我马
上就答应了，没有什么比捐献造血干
细胞救人更重要的事。”听说可以安
排移植计划后黄先生非常高兴，他马

上从吉林老家赶回沈阳。因为疫情
的原因，移植时间超过了体检的有效
期，黄先生还需要再次进行体检，但
他毫不犹豫地进行第二次体检，积极
配合患者做好移植的准备。

黄先生的妻子很支持他捐献造
血干细胞，陪同他高配、体检、入院，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也一直陪伴在他
身边。“妻子一直很支持，不用我再给
她做工作了。”黄先生留取血样的时
候就知道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对身
体造成伤害，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帮助
白血病患者早日重获新生。

凯旋背后故事

6名博士生和
导师一起“逆行”

赵 立
和在各地
支援的学
生通过视
频交流治
疗中遇到
的 问 题 。
（第 一 排
左 起 ：周
楚 铭 、叶
蕊 、高 懿
卓、赵立、
高 媛 、李
澎 、 吴
岑。）
视频截图

捐干细胞被推迟 昨日他如愿捐献

警方提醒：广告视频暗藏陷阱

辽宁省造血干细胞服务大队志愿者正在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黄先生按
摩腿部。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