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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抗击击疫疫情情 我我们们在在一一起起 0055

战“疫”路上勇担当
———我市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抗击疫情风采录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信
阳市毗邻湖北省武汉市，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 成为河南省疫情防控压力
最大的地区。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考
验与挑战， 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
基层医护人员， 放弃了和家人的春节
团聚，无惧病毒感染的危险，冲锋在疫
情防控的前线， 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
感，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为人民生
命安全保驾护航。

危急时刻奔一线

冲锋在前显担当

1 月 21 日，潢川县人民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接诊了一位症状为发热、乏
力、干咳的疑似新冠肺炎的患者。这位
患者的到来， 打破了春节前祥和的氛
围，拉响了抗击疫情的警报。

面对突如其来、 传染性极强的疾
病，陈甜甜同志毅然决然的给 10 个月
大的小宝宝断奶， 放弃了与家人的团
聚，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进入隔离区，直
接投入紧张地工作状态中。 按照医院
的安排，隔离病房、收治病人、劝离其
他住院患者， 一切工作紧张又有条不
紊地进行， 既保护了其他住院患者的
安全， 又保证了疑似患者能得到最快
最好的救治。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 为了让其他

同志减少被感染的风险， 陈甜甜同志
穿上厚重防护服坚持第一个为全县第

一例疑似病人输液、做皮试等治疗。疫
情爆发后，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包括协
调供应物资、保证物资及时到位、病人
的护理与治疗等， 经常从早晨忙到晚
上。她告诉记者，为了使病区环境严格
达标， 她坚持每天背起 20L 的消毒喷
洒箱消毒病房及走廊， 包扎转运整个
三层楼病房垃圾及打扫卫生， 保障病
人及病区医护人员的环境安全。 背着
重重的消毒箱，拽着沉重的垃圾袋，有
时累得想躺倒，作为护士长，她必须身
先士卒，率先垂范。 这次突发疫情，从
刚开始的手忙脚乱， 到后面的有条不
紊， 我们不怕苦不怕累， 胆怯过害怕
过，但是都坚持到最后。当院领导安排
第一批抗疫人员休息时， 陈甜甜同志
请战再次上前线， 她说：“我觉得这次
突发事件大家经过认真的摸索， 各种
流程和程序我基本上已经熟悉和掌

握， 继续工作在一线可以很好地帮助
大家尽快熟悉工作，投入战斗。 ”

永担防疫之责

牢记党员使命

宋筱是第二届青联委员和潢川县

人民医院疾控科副主任， 被潢川县人
民医院多次评为年度先进个人。 从疫
情开始至今， 宋筱同志为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断

努力着。
从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 在院领

导班子安排部署下， 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每天不论早晚参加专家会诊、及
时将院内疫情状况汇报疾控中心并进

行网络上报，拟定需要进一步检测的患
者信息上报至疾控中心，经常工作到凌
晨；为掌握疫情发展动向，打赢这场没
有硝烟的阻击战，每日统计全市及全院
发热病人就诊情况，并对其进行分析。

宋筱每天前往预检分诊、 急诊预
检分诊及发热门诊进行指导， 加强前
置端口的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经
常出入隔离病房， 与疾控部门同仁一
起对疑似、 确诊病人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将患者情况及流行病学调查汇总、
分析。为了做好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工
作， 利用多种渠道为县域群众科普新
冠肺炎防控知识， 并在全县进行疫情
防控视频培训及指导。

宋筱作为一名党员，在国家、人民
需要的时候愿意扛起这份责任。 做为
一名疾控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在这场战争中当先锋、作表率，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保障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以实际行动为党
旗增辉添彩。

践行初心使命

坚守岗位职责

彭青松， 是潢川县人民医院消化

肿瘤内科的一名医生。 2003 年退役后
来到潢川县人民医院工作，在这 10 余
年内一直在内科工作， 有着十分丰富
的临床实践经验。 2014 年作为骨干医
师被派遣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修

学习消化内科，消化内镜技术，学成归
来后一直立志并发展我院消化内科的

内镜下诊疗工作。
临近新春佳节， 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开始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肆虐，彭青松
开始关注这次疫情的发展动向，1月 23
日主动提出申请要求参加院发热门诊

工作， 那时候排查发热患者的任务重、
责任大，但是彭医生没有因此而退缩或
是放弃，而是更加认真谨慎的对待每一
位来就诊的病人。 因为突然发生的疫
情， 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力资源薄弱，再
加上新来支援的医生业务不熟悉，他曾
连续值班超 36小时， 身着厚厚的防护
服，闷热潮湿，渴了饿了只有忍着，累了
困了就在诊断床上眯一会儿。

1 月 31 日接通知出发至宁和医
院， 在这里彭青松仍然坚守在疫情防
控的最前沿—发热门诊。 每日除了值
班为门诊发热患者诊查以外， 还需要
指导预检分诊处的信息登记细节，要
为发热留观患者进行查房给药， 要汇
总发热门诊的日工作量进行及时上

报， 要为疑难患者组织会诊给出专业
会诊意见。 每天都在忙碌中充实着自
己，一个多月都未曾回过家，一直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

本报记者 赵 天 通讯员 雷环宇

传承红色基因 汇聚复兴伟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 在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前的短短几个月，先后
到江西于都、甘肃高台、北京香山、河
南新县实地缅怀革命先烈。 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
色政权是怎么来的、 新中国是怎么来
的、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一
再叮嘱“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
江山永不变色”，向全党全社会注入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不
朽信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
实践表明， 红色基因永远是激励我们
砥砺前行的强大正能量。 新时代更好
地传承好红色基因， 为我们进一步汇
聚起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伟
力，具有重要意义。

传承红色基因， 就要坚持不忘初
心，准确把握红色基因的深刻内涵。红
色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底色。
红色基因，是根植于我们党的肌体、流
淌在共产党员血脉中的遗传因子，是
中华民族共存共荣的精神族谱， 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政治优

势。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

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薪火相传，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接力奋斗，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战火纷飞、
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 还是在意气风
发、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或是波澜壮
阔、生机勃勃的改革年代，中国共产党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和改
革的伟大实践中，培育了红船精神、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
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
京奥运精神等一大批蕴含红色基因的

伟大精神。这些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人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
尚道德情操、优秀政治品格、优良工作
作风、积极精神风貌的结晶，有着其固
有的“内核”和不变的“根本”，贯穿其
中的都是党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的不懈追求。 对于共产党人而
言，红色基因是信仰，是忠诚，是追求，
是自强不息、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这
样的红色基因， 凝结着老一辈革命家
的艰辛探索和责任担当， 积淀着无数
革命先烈的赤胆忠诚与奋斗牺牲，蕴
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 坚定的信仰信

念、 先进的制胜之道、 崇高的革命精
神、优良的作风纪律，是我们新时代赓
续光荣、走向未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承红色基因， 就要坚持改革创
新，讲好新时代红色故事。创新是红色
基因得以赓续的根本动力， 也是社会
发展、时代任务、实践深化对红色文化
的必然要求。随着网络化、信息化进程
不断加快，在融媒体时代，多元文化、
海量信息对红色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

击，高时效、碎片化的即时传播方式也
对我们推动红色文化创新发展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以往简单依靠参观红色
场馆、组织红色旅游、阅读红色书籍等
单一形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灌输式教育”“被动式体验” 已经难以
跟上新时代的步伐。 所以，更好地传承
红色基因，就必须使红色文化结合时代
元素，不断适应传播规律，以新形式、新
话语传播红色文化，推动红色文化不断
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要创新理念手段，

充分发挥红色经典文学、音乐、影视、剧
目等基础载体作用，积极借鉴人们喜闻
乐见的传播方式， 结合新媒体传播形
式，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
术手段，借助和依托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等多种媒体，发挥网站、微信、微
博等新兴媒体作用，打通教育引导、环
境熏陶、作品感染、文艺浸润、典型示
范、实践砥砺等实践环节，推动传承工
作与时俱进， 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
芒。 要加强对红色文化场馆的保护力
度，加紧修建、完善、开放革命纪念馆、
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利用
歌舞、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再现革
命战场情境， 创建富有特色的红色旅
游景点，提升红色教育价值。 要完善宣
传教育体系， 大力推动红色主题教育
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发动
广大人民参与到红色基因的传承中

来， 营造出讲好新时代红色故事的浓
厚氛围。 （苏敬装）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