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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大市民朋友要加强个人防护，外出务必科学正确佩戴口罩。
2.市民朋友外出时，应随身携带备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以便能随时更

换。
3.佩戴口罩需分清口罩的正、反面，保持金属条鼻夹在上，口罩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使

口罩与面部紧密贴合。口罩表面受到污染或沾湿，以及佩戴超过4个小时的情况下应及时更
换。口罩佩戴前、摘除后应做好手部卫生。

4.从事冷链食品、快递外卖、出租车（网约车）、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农贸市场、商超、酒店、
监管场所、社会福利院等重点行业和人群聚集场所的从业人员必须按要求佩戴口罩。

5.市民朋友前往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商超、农贸市场、酒店、剧院、厢式电梯等）或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长途汽车、火车、飞机、地铁、公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等）时必须按要求佩戴口罩。

6.前往医院就诊、陪护探视病人必须佩戴口罩。有发热或患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患者
外出及就医时必须佩戴口罩，并且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沈阳已经连续5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累计1632人密切接触者解除集中隔离 5例重症患者病情相对稳定

沈阳已连续五天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累
计治愈出院患者22例，1632人密切接触者解除集中隔离。沈
阳95岁患者治愈出院，多数在院治疗患者病情向好，5例重症
患者病情相对稳定。

1月16日下午，沈阳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十
场新闻发布会。沈阳市卫生健康委、沈阳市疾控中心、辽中区
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和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马晓春作情况介
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1年1月15日12时至1月16日
12时，沈阳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和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1月
16日，本次疫情1例本土新冠肺炎患者
在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治愈出院。患
者治愈出院后，需在市第六人民医院
康复病房继续进行康复治疗及医学观
察。截至目前，累计治愈出院22例。

面对本次疫情，沈阳急救组建疫

情防控转运专班全天候待命，严格落
实专车、专人、专物“三专”制度，全力
保障疫情防控转运和市民日常急救
转运工作，确保急救转运工作安全、
及时。截至目前，共完成急救转运
13968 人次，其中转运确诊病例和发
热患者 488 人次、集中隔离人员和重
点管控区域患者 631 人次，累计行驶
17万公里。

累计治愈出院患者22例

沈阳市从 1 月 10 日报告最后 1
例确诊病例后，已经连续 5 天无新增
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截至
1月15日22时，沈阳市已经解除集中

隔离密切接触者 1632 人，解除集中
隔离次密切接触者 6177 人，解除居
家隔离次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13998人。

1632人密切接触者解除集中隔离

在 1月 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救治组专家、
辽宁省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专家组组
长马晓春介绍了沈阳本次疫情救治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截至目前，沈阳本轮疫情累计确
诊病例 37例，无症状感染者 1例。本
轮疫情，患者有如下特点：一是患者
年龄大。60岁以上患者19例，占比达
到 50%，患者平均年龄 57 岁，最大年
龄为 95 岁。二是基础疾病多。半数
以上的患者伴有高血压、冠心病、糖
尿病等基础疾病，长期卧床、严重心
功能衰竭，部分患者还伴有再生障碍
性贫血、感染性心内膜炎伴金葡球菌
血流感染及全身多脏器播散。三是
病情进展快、多数患者肺部影像学表
现快速进展、病变范围广，发热持续

时间长，氧疗需求高。危重和重症病
例比例为23.7%，累计出现3例危重患
者。

截至 1 月 16 日 12 时，本轮沈阳
新冠肺炎疫情 37 例确诊患者中，累
计已有 22 例患者治愈出院，救治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包含大家关注
的 1 例 95 岁高龄患者，脑干梗塞，长
期卧床，无自主能力，为我省目前年
龄最大的新冠治愈患者。另 1 例 87
岁患者，既往有严重心功能衰竭，经
团队精心治疗及护理，两位老人不仅
新冠肺炎顺利康复，原发基础疾病及
一般状态较入院前均明显改善。

目前在院患者中仍有 5 例重症
患者，经呼吸支持、俯卧位通气、康复
期血浆等综合治疗，病情相对稳定；
多数在院治疗患者病情向好。

沈阳95岁患者治愈出院

1月 16日，沈阳市政府召开“沈阳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第三十场新闻发布会，辽中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孙海燕进行新闻发布
并回答记者提问。

截至 1 月 15 日 24 时，辽中区现
有二密 22 人，三密 17 人，集中隔离
119 人，居家隔离 26 人，7 天健康监
测 47 人。目前，辽中区居家隔离人
员26人，均佩戴了智能手环。

面对省外周边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尤其是近期出现在农村地区
的疫情，辽中区作为农村人口比例
较大的涉农区，是如何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对此，孙海燕表示，辽中
区按照“五早”原则，围绕“盯紧重点
人”、“盯住重点事”、“盯实重点场
所”三个重点，落实农村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加大对境外输入、外来人
口及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网格化
排查力度，秋冬季以来，累计排查国
外和国内重点管控地区、重点关注
地区来返辽中区2246人。集中隔离
519人，居家隔离218人，7天健康监
测 52 人。目前累计返乡 570 人，预
计春节前还有5347人返乡。针对返
乡人员，辽中区已与其家人和所在
村屯取得了联系，做好了登记备案
工作。

婚丧嫁娶全面从简，红事缓办，
白事简办，并实行备案制度。目前
备案 17 起。全面排查全区 51 户涉
及冷链食品重点企业，对辽中区冷
链食品企业和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
装箱货物企业实行“一企一案”监督
管理。

充分发挥“哨点”作用，16 家
乡 镇 卫 生 诊 疗 机 构 、335 家 村 卫
生室、400 人的医护人员，要求严
格 执 行 筛 查 询 问 就 诊 患 者 流 行
病学史并做好登记，发现发热患
者 及 有 流 行 病 学 旅 居 史 患 者 立
即 转 诊 并 上 报 区 卫 健 局 。 加 强
聚集性场所管控，目前暂时关闭
了 11 家集贸市场、185 个麻将社、
186 个文化活动场所及 32 处宗教
活动场所。

1 月 15 日，区公安分局出动干
警 143 人，对小卖店、麻将社等 183
处人员聚集场所进行了检查，对于
聚 集 的 28 处 场 所 128 人 予 以 驱
散。截至目前，累计检查 1326 家，
发现聚集场所 421 处，驱散聚集人
员876人，行政处罚5人。

辽中区：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场所”落实农村疫情防控
26名居家隔离人员均佩戴智能手环

健康提醒：口罩表面受到污染
或沾湿及佩戴超过4个小时应及时更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存在，国内多地出现本土散发和聚集性病例，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为保障广大市民朋友的身体健康，沈阳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特别提醒：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家里多人确诊新冠肺炎，陆续治
愈出院，家里最后一人治愈出院时，
向医生深深鞠躬：感谢你们救了我们
全家；还有适龄的患者在治好新冠肺
炎后，主动提出要捐出血浆，支持医
生工作挽救更多的患者。这些都让
李兴海医生特别感动。

1 月 16 日，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感染二科主任李兴海接受记者采访，
介绍了医生们在此次疫情中的救治
工作情况，并分享让自己感动的事
儿。

70后的李兴海，是一名抗“疫”战
场上的老兵了，从非典、甲型流感、禽
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到新
冠病毒，每一次的抗“疫”之战，李兴
海都冲在最前面。

本次沈阳新冠疫情，李兴海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再次进入一线战

“疫”，对新冠病毒确诊患者进行治
疗。

李兴海说，负压病房里采用的是
负压通风，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身

体很容易吃不消，所以6小时一换班，
每次脱下防护服时，里面的衣服都湿

透了。“在专家组的领导下，我们每天
要向专家组汇报患者病情，并进行会
诊；在专家带领下进行查房，对每一
名患者的情况都会问到位；从负压病
房出来后，会进行医嘱的修改，对患
者的检验、检查结果进行观察，交班
时候再巡一遍患者。大家 24 小时轮
转，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医生和护士。
尤其是一些重患，我们会安排 1 到 2
名护士、1 名医生对其进行护理和救
治，发现患者出现情况，随时解决问
题”。

“新冠肺炎患者们刚进来治疗的
时候，都会产生焦虑和不安的情绪，
好在通过治疗和心理、营养等多学科
的干预，和患者交流后，发现他们的
心理和身体状态都得到了改善。多
名适龄患者治愈出院时表示，进入康
复病区要捐献自己的血浆，帮助更多
的新冠患者，支持医生们的治疗工
作，特别感动。”李兴海说，还有的患

者全家多人患病，陆续治愈出院，最
后出院的患者向专家组和医生们深
深鞠躬表达感谢说：“感谢你们救了
全家，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了。”

李兴海告诉记者，看着患者一个
一个治愈出院，心里特别开心。患者
们对于医生的信任和发自内心的感
激，也让他内心感动的同时，心里的
压力减轻了不少，也有了更大的工作
动力。

此次进入一线战“疫”，李兴海一
直没有回家，他说作为一名战‘疫’
老 兵 ，已 经 习 惯 了 这 样 的 工 作 状
态。忙碌了一天，回到驻地，有时能
抽空和家人打个电话，视频看看家
人，还是很幸福的。“医院给我们医
护人员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后勤保
障 ，让 我 们 可 以 无 忧 的 在 前 线 工
作。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与大家
并肩战‘疫’”。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本报记者专访李兴海 多次出“战”支援非典、甲流、禽流感等特殊情况

每一次抗“疫”之战 他都冲在最前面

李兴海（右）与即将进入到康复病区的新冠患者（左）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