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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数字版特刊

不惧危险 夜以继日
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医生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喂，张主任，今天病人又
留取了样本， 请尽快收取！ ”
“报告单出来了吗？ 请尽量快
点！ ”“今天隔离病区的样本收
取过了吗？ ”“专用通道是否已
经消杀完毕？ ”……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豆大
的汗珠从她额头滚落下来，谁
也不会想到在这个寒冷的冬

天，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的暴发，让本来可以回老
家过团圆年的她连续 80 多个
小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她就
是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的带

头人、主任、共产党员张宁。
与战斗在救死扶伤一线的

医护人员不同，检验科是一个
为临床诊断及时提供专业科学

依据的科室，检验科的医技人
员就是医疗战线上的侦察兵，
标本、仪器、数据就是他们作战

的武器。 检验科除了每天承担
着病房与门急诊病人的标本检

测， 还要加急处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隔离病区收取的

检验标本， 通过检验结果为临
床制定诊疗方案具有不可替代

的决定作用。 1 月 22 日，根据
医院领导班子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相关事宜扩大会议精

神，张宁迅速召集全科人员，组
织大家集中学习相关文件及实

验室检测技术指南。 面对来势
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 检验科全体成员披挂
上阵毫不退缩。 当首例患者要
进行实验室检查的时候， 为了
确保检验流程正确可操作，获
得第一手资料， 张宁把未知的
风险自己一个人承担，“没有想
太多， 只是觉得作为主任我应
该先上。”她全程参与处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区的所

有样本， 在实验室从早上一直
忙到下午两点， 等所有样本处

理完， 脱下防护服的她觉得天
旋地转。 这时她才看到手机上
有爱人打来的 5 个未接电话还
有孩子发来的若干条语音，“当
时我真的控制不住了……”

检验科还有一群像她一样

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一线的检验人员。
新入职的检验科工作人员冯婧

文和舒龙坦言道：“开始的时候
都很害怕，不敢接收样本，更别
说提取血清， 内心真的感到恐
惧。 但是看到主任一个人冲在
前面，我们都备受鼓舞，到第 3
天， 科里每个人都争先恐后要
求自己上，在疫情面前，大家责
任感倍增。”何小帆在蜜月旅行
中立刻取消了婚假， 返回工作
岗位； 王海燕本应春节回老家，
在收到通知后驱车数百公里急

援医院；熊欣欣利用休息时间亲
自为大家炖汤、做饭，只为了缓
解科室人员的思家情绪； 冯莉
莉的心中始终把患者的安危放

在第一位； 周顺杰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病房收标本，
一天下来浑身湿透。

让我们记住这个优秀检验

科团队：张宁、李强、王海燕、何
小帆、甘纯、张亚亚、严绍彬、周
顺杰、冯莉莉、熊欣欣、冯婧文、
舒龙、潘亮远等。他们不怕困难
和挑战，无畏疫情和风险，精于
业务、快速检验。 他们知道，唯
有认真和努力， 唯有尽善尽美
尽职尽责， 才能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 无愧身上这身白
衣，无愧信阳百姓的重托！

本报记者 程 云

通讯员 马 珂 陈丹丹

我市各医疗机构合理设置艾灸盒
为医务人员和就诊患者添保障

本报讯（记者 程 云）为更
好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控工作， 市卫健委下发
了 《关于在医疗机构合理设置
艾灸盒的通知》，建议各医疗机
构在疫情防控期间， 在门诊大
厅、病房大厅、预检分诊处、发
热门诊等地合理设置艾灸盒点

燃艾条 、艾绒 ，达到 “除湿 、杀
虫、除菌”的目的，更好地预防
和控制院内感染， 保护正常就
诊患者和医务人员安全。

据介绍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四版）》中的中医治疗方案，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归

属于 “疫病 ”范畴 ，其病因为
“感受疫戾之气”，在我国传统
民间医药学中，艾叶用于预防
疫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且
作用明显。

各中医医疗机构行动迅

速，积极利用传统的中医智慧，
为医务人员和就诊患者再添一

份保障。 各综合医疗机构相继
开展工作， 市中心医院积极研
讨具体实施方案， 成立熏艾小
组，包干责任到人，采用南阳产
十年陈艾，置木于木制灸盒内，
1月 29日下午全部到位。 市三
院安排药剂科具体负责， 点燃
艾条和加了苍术的艾绒， 预防
疫戾之气。 各县区乡镇卫生院
也纷纷用艾叶来助力。 各医疗
机构门诊大厅、发热门诊、治疗
区等地飘满艾香，烟气氤氲。

争分夺秒 尽早到达

“邮政速度”保障防疫物资寄递
本报讯（记者 马依钒）不到 40分钟，就完成了 100箱

药品的收寄。 1月 30日中午，市邮政分公司郊区邮政寄递
事业部投递班长牛仕浩带领 10多位揽投员，赶到信阳羚
锐医药公司，将捐赠给我市的 100箱药品迅速装车。

“寄递防疫物资，必须争分夺秒。 ”将 100 箱捐赠药
品第一时间送到市卫健委， 牛仕浩揩一把额头上的汗，
接了一通电话后，又赶往信阳羚锐医药公司厂区，赶装
一批发往武汉的捐赠防疫物资。

1 月 25 日起，为全面支持武汉等地抗击疫情，确保
各类物资及时寄达，中国邮政紧急开通防疫捐赠物资寄
递绿色通道，对全国寄往武汉地区政府指定接收机构的
捐赠物资，提供免费寄递服务。信阳邮政积极响应号召，
不休网、不拒收、不积压、不转投，优先满足地方政府、公
益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等机构组织对
武汉地区防疫物资援助的运送需求，确保寄往武汉地区
的防疫物资及时寄递到位。

信阳濒临湖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战“疫”当前，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1 月 27
日，光山县邮政分公司在得知该县怡海仓储服务有限公
司向全国发寄口罩等防护用品时，克服春节假期人手短
缺的困难，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上门服务。从卸货、包装到
打单、装箱，在党员胡东的带领下，20 余名寄递骨干冲
锋在前、连续作战，目前已收寄防疫物品 2 万件。

“疫情面前显担当，人民邮政为人民。 ”市邮政分公
司负责人表示，全市邮政系统必定争分夺秒，以“邮政速
度”全力保障我市防疫物资高效运转，及时到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战已经打响，全
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时下，有很多人虽然不能直
赴前线，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奉献着，平桥区明港
镇乡村医生陈东升就是其中一名。

近日，在明港高铁站、机场、公交站台、加油站、执勤
岗亭，时不时就能看到这样一番景象：一位医生开着车
前来，在人流密集区域为工作人员与路过群众免费发放
口罩，普及防护知识。

“接通你电话的一分钟前，我还正在协调物资，目前
我这已经没有口罩了。 ”1 月 28 日上午，记者采访陈东
升时，他一边介绍着情况一边连连叹气。

陈东升今年 47 岁，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曾任乡村
防疫医生。 2003 年，他参与过抗击 SARS 疫情，曾在明
港镇民政路口奋战 20 多天没有回家， 为过往行人量体
温、登记。“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我有抗击 SARS 的经
验，听说武汉有疫情的时候，我就联系供货商购买了口
罩。 ”陈东升告诉记者。

自农历腊月廿六开始，陈东升带着同为乡村医生的
妻子，为明港机场、高铁站等人流密集地发放口罩。除夕
夜，陈东升与妻子一直忙到深夜 11 点多才回到家。陈东
升笑着说：“往年的春晚我都一直看到结束，今年直到现
在，春晚的节目我一个都没看过。 ”

不足 10天的时间里， 陈东升免费发放口罩 1000余
只，每到一处，还为大家宣传疫情防护知识。 “我想让更多
的人知道，，现在这个阶段，，待在自己家里就是对疫情防控
最大的贡献。。 ””陈东升告诉记者，，目前，，他最紧要的任务就
是再协调一批口罩，，为防控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乡村医生免费发放口罩千余只
本报记者 周 涛

坚守岗位的检验科医生 马 珂 陈丹丹 摄

战“疫”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