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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彤

日前，我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副领队蒋传路，专门给年轻队员宋欣
欣的家里通了电话，告诉她的家人孩子
她在这里各方面都很好工作也很出色，
家人们尽可放心。这场景的出现，是源
于他们医疗队给哈医大二院的 160名队
员，以党员和群众结成对子的方式，让远
赴武汉参加抗击疫情的队员，生活和工
作中有了“家”的感觉。

据了解，2月13日，黑龙江第四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其中的哈医大
二院第二批医疗队共有医护人员 160
人，也如期到达。怎样才能让这支队伍
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较强的战斗力，就
必须充分发挥 57 名党员的积极作用。
在出发前院党委就决定成立黑龙江省支
援湖北医疗队哈医大二院临时党总支，
下设 4个党支部，由蒋传路担任总支书
记，后按照大学统一工作部署，4个党支
部归入哈医大支援湖北医疗队临时党
委，由蒋传路担任临时党委的副书记。

组织架构搭建起来了，但怎么才能
有效发挥作用就成了需要仔细研究的
问题。

由于医疗队到达武汉后，就马上全
面接手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的医疗
工作。考虑到队员的年龄普遍年轻，高
强度的工作容易产生思想波动的问题，
支部决定从党组织的角度确定党员群众
一帮一结对子，采取老党员带两个群众，
新党员带一个群众的方式，结成了 57个
帮扶对子。由党员负责对群众进行帮扶
指导，定期开展思想交流，解决工作上遇
到的困难和思想上的困惑，并由党员定
期向其家人反馈队员的工作思想情况，
同时也是和家人报平安，通过前后方的

电话联系形成互动，确保青年人安心工
作，快速成长成熟。

蒋传路介绍，这就相当于在前线用
组织帮扶的形式搭建了 57 个“家”，党
员们给这些群众做好表率的同时，更重

要的是要通过唠家常、帮实事等方式，
让党员和群众建立了像家 一样的关
系，大大增强了队伍的归属感和组织的
凝聚力。

虽然到达武汉刚刚几天，这种“家”

的形式的帮扶，已经让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开始在各方面得到了发挥，不仅
是党员在工作中做出表率，队员们的工
作热情高涨，已经有 20名医护人员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带二”加上“一带一”

龙江医疗队前线搭建57个“家”

□本报记者 朱彤

2月18日，武汉的天气乍暖还寒。
我省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四名

队员，走出武汉沌口方舱医院都显得非常
疲惫，她们从昨天晚上10点钟正式进入这
里到早上7点钟走出，在里面整整度过了
九个小时。

“方舱医院在我们眼里都是陌生的，
但我们在进入之前就都知道，方舱医院对
武汉抗击疫情的重要。”作为我省第一批
进入沌口方舱医院小组的组长，周爱君性
格开朗说起话来也直奔主题。她说，虽然
正式进来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实地踏查，但
当我们真正来到这里，还是觉得它太大甚
至有些太空旷。

周爱君用空旷来形容这个方舱医院，
可能和她们九小时一直是在唱“独角戏”
有直接关系。

她们介绍，昨天这个方舱医院一共收
了33名患者，全部由她们四个管理。“三十
多人都要挨个进行床前病情各种指标测
试，以及患者病程等一系列信息的采集，

还要不停穿梭在病床和办公区之间，我们
每个人的袜子都磨破了。”忙乎完这些，都
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龙江医疗队四个姐妹的“独角戏”，也
让前来观摩的即将进入方舱的广西、内蒙
古医疗队队员很是敬佩。四姐妹“像小鹿
一样”在病床间的过道上穿梭，也让他们
着实感受到了“龙江速度”。“病床和医生办
公区足有200米距离，就怕走慢了完不成
首批患者的信息录入。”周爱君说，自己作
为大姐姐的率先“提速”，也把整个团队的
速度带了起来。

“龙江速度”让同行点赞，“龙江亲情”
更让这三十多名当地患者记忆深刻。

由于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轻症患者，
这些人的状态看着都很正常，四姐妹在忙
碌的时候也主动和他们交谈。“和他们交
谈首先是想让他们放松，但同时也是想让
自己放松。”管床护士马丽岩说，自己刚进
入方舱医院，又新奇又有些害怕，但通过
和这些患者聊天，不到半个小时自己已经
非常放松了。而且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
和患者之间有时几乎是零距离接触。她

说，让自己这么快放松的原因，还在于这
些患者的淡定感染了自己，许多患者进入
方舱后第一件事就是问“wifi”怎么连接、
电视怎么开，就像刚住进宾馆一样。

然而这个季节武汉的夜晚，还是给她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空旷的方舱
医院。

四姐妹中最小的是24岁的马帝，有着
男孩子一样的性格。能够成为医疗队“首
秀”方舱的队员她感到兴奋而骄傲。几个
小时的患者信息录入工作，她一直是在“亢
奋”中度过。而到了凌晨这里的冷着实让
她“刻骨铭心”。“都说咱们东北冷，但这次我
算领教了什么叫冷，是这种彻骨寒。”马帝
说，那时候她真想在屋子里跑起来驱寒，但
因为怕打扰到患者睡觉就一直忍着。

四姐妹中的唯一一名医生是李莉莉，

身为呼吸科医生对患者的问询工作对她
来讲不在话下，但是午夜方舱医院的冷和
静却让她印象最深。冷是沁人心骨的感
觉，而静得多少让人有些害怕。她说，从
一点多回到医生办公室，就一直盼着天
亮，也盼着这些患者能像休息之前一样，
和她们聊天开玩笑。“在刚开始工作的时
候，三十多岁的年轻患者问我，黑龙江最
好吃的是不是酸菜？”

医疗队领队谢云龙说，首次进入方舱
医院的四姐妹来自我省宁安市人民医
院。由于她们在方舱医院中9个小时的努
力，为医疗队后续人员进入方舱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

四姐妹“首秀”武汉方舱，“龙江速度”
“龙江温度”已经让在场的人有了深刻的
感受。

龙江四姐妹 武汉方舱九小时

我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副领队蒋传路（右二）作为160人大家庭的“家长”，时刻关心家庭成员的思想动态。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本报记者 赵一诺

18日，围绕加强一线医疗救治和防控
人员的职业防护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哈
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职业卫生与职
业医学教研室主任吴永会教授。他呼吁，
为减少医护人员感染数量增加现象，加强
我省一线医疗救治和防控人员的职业防
护管理迫在眉睫。

他向记者介绍说，一项基于 7万余例
新冠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于 2
月17日公布，报告显示，截至2月11日，在

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
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
型冠状病毒，其中确诊病例 1716名。此
外，还可能存在非职业暴露造成的感染。

吴永会教授不无忧虑地说，我省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后，医护人员、公共卫生防
疫人员迅速投入到紧张的防治工作中。
尽管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但仍会存在
医护人员感染的可能。

为此，吴永会教授提出八条职业防护
建议：

1.多数医护人员、公共卫生防疫人员

已经连续作战超过 1个月，大多数一线人
员24小时在岗，身体和心理承受着极大压
力，建议防控部门及时调配力量，合理安
排防控人员作息制度，并且及时进行心理
学疏导和干预，保障医护人员、防疫人员
的身心健康。

2.院区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避免家
属等非工作人员进入及传送物品。

3.医院病区不要随意合并，易造成交
叉感染。

4.医护人员、防疫人员在防护服脱卸
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减少接触污染面。

5.脱卸防护服的每一步均需洗手，
所有防护设备全部脱完后再次洗手、消
毒。

6.脱下防护眼镜、长筒靴等非一次
性使用的物品应直接放入到消毒液内
浸泡。

7.一次性使用的物品应该放置到专
用医疗垃圾收集袋中集中处置。

8.目前防护服厚且不透气，容易产生
湿闷，造成了皮肤过敏现象的发生，因此
建议防护服内穿一些薄的棉质衣物，减少
皮肤过敏的发生，影响机体免疫力。

八条建议，为医疗救治人员送上“护身符”
访哈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研室主任吴永会

本报讯（闫捍江 记者刘大泳）战
“疫”未获全胜，一刻不能放松。连日
来，大兴安岭各地各部门继续保持战
时状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动
起来、劝起来、硬起来、联起来、管起
来”，采取举报奖励、部门协调、督导
抽查、电话核查、入户敲门、邻里随访
招、告知提醒、特殊处理等办法，开展
返乡人员及外来人员排查“回头看”
工作，确保做到无死角。

在排查“回头看”工作中，加格达
奇各个社区的志愿者们采取电话问
姓名、问电话、问人口、问外来人员；
查住户信息、隔离提示卡、各类公告
是否宣传到位、外来人员是否有漏登
漏报；看家中是否有病人、精神状态
是否良好、生活物资是否短缺、防控
措施是否到位的办法，确保排查“不
落一户，不漏一人”。

随着节后返乡返岗、复产复工和
防火期临近，人员流动大幅增加，大
兴安岭全区各单位部门和乡镇林场
根据实际情况，超前谋划，统筹把握
好时间节点、批次密度和落地查人到
隔离的无缝对接。充分运用“大数
据+网格+群防群控”机制，对从国内
重点疫区及省内确诊病例较多地区
返回人员，反复开展网格化、地毯式
排查，深入扎实开展“回头看”，累计
排查 139569户、319521人。全力追
踪密切接触者，动态掌握相关人员情
况变化，建立台账，做到数据准、底数
清、情况明。严控人员集聚，关闭饭

店、健身房、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
6208 家，对全区 180 个小区封闭管
理，限制车辆人员出入。

为把住关口，外防输入，在通往区
域外的进出通道设置联合检查站，各
县（市）区局及乡镇林场设置内检检查
站，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测、逢疑必
报、逢热必控，对特殊情况需跨区流动
人员，实行指挥长和包片领导“双签
字”，全区设置岗卡48个，累计检查车
辆4488台次、人员47024人次。实施
分类隔离，全区征用酒店、宾馆等场所
开设集中隔离点28个，累计对18110
名返乡人员进行居家或集中隔离。

在疫情防控中，大兴安岭坚持党
建引领，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
优势，在一线医疗岗位、社区（林场、
村屯）网格、检查站、工作组等成立临
时党支部，把战斗堡垒驻在防控最前
沿。加强舆论引导，共播出各类宣传
报道近 3000条，推出防疫系列节目
48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造了打
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浓厚氛
围。提升救治能力，确定定点医院 8
家、发热门诊14家，成立疫情预防救
治和流调专家组，定点医院与省内定
点医院完成远程医疗救治系统联通，
发热门诊开通线上诊疗服务。积极
筹措疫情防控物资，地县两级投入疫
情防控资金 4774万元，社会各界捐
赠 660.49 万元，多渠道购进口罩
68830个、防护服 3557套等物资，为
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

大兴安岭

地毯式排查确保无死角

本报讯（王鹏飞 蔡高飞 记者
姚建平）为加强疫情防控，克山县动
员一切社会力量，对全县所有居民
小区、单散楼房全部实行封闭管
理。尤其是对单散楼，建立包保机
制，19名县级领导、64个机关企事业
单位党组织、45名社区网格长直接
奔赴小区防控一线，512名没有一线
防控任务的楼宇党支部在职党员通
力配合，有效控制人员流动，减少疫
情感染隐患，切断传染源，在全县织
就一张疫情防控网。

64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主动认领楼区,以单位为单元，担负
起牵头职责，协调小区内不在一线
的或者没有紧急居家办公任务的

在职党员和网格长具体负责楼区
内的发放通行证、排查、登记、测温
等工作。45 名社区网格长负责向
各单位推送小区居民情况和楼宇
党支部党员情况，在深入排查的基
础上，发放通行证，引导居民积极
配合包保单位、在职党员开展防控
工作，促进包保单位、在职党员与
居民间的联系。楼宇党支部的在
职党员主动发挥邻里帮扶的作用，
积极参与政策宣传引导，协助网格
长向小区居民宣传小区管控要求，
争取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并主动配
合包保单位对小区出入口进行管
控，带头遵守疫情期间各项要求，
为居民作表率。

克山

包保机制管好单散楼房

本报讯（周万常 记者马一梅）疫
情防控到了关键时期，山河屯林业局
有限公司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
整工作重心，织密防控大网，营造人
人关心、群防群治，众志成城、严防死
守的浓郁气氛，防控疫情。

自 2月 5日 10时起，全林区实行
机动车、电动车 24小时限制通行等
交通管制措施。除应急救援、医疗救
护、就诊就医、采购生活必需品、疫情
防控所需车辆外，其他车辆及非本林
区户籍人员一律禁止入内。公安、医
疗等部门联合检查，对所有外来车
辆、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基本信息登
记。林场居民所无特殊情况“只出不

进”封堵疫源。
山河屯林业局还启动了“战时应

急预案”，公安、街道、卫生等部门挨
门逐户登记居民情况，对外地回乡人
员逐人定时测量体温，跟踪到每个
人，向居民发放“十条禁令”和防护知
识宣传单。通过设在林场的防火宣
传车、固定高音喇叭，地区的微信平
台、广播电视和流动的消防、森防宣
传车反复滚动播放，实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街道办在局址地区、各林
场所的人员必经及醒目处悬挂上千
条宣传横幅、标语，向职工群众宣传
疫情防控，叮嘱大家务必取消一切集
体活动。

森工山河屯林业局

群防群治织密防控大网

日前，大庆市龙凤区瀚城星
苑小区居民发现，小区东门口出
现一座塑料小房子，远远看去云
雾缭绕，走近一看，小房子上面写
着四个字“消毒通道”。

1 月 26 日，菱建物业总经理
王福志在网上用加急快递购买
了 一 台 3000 多 元 的 喷 雾 消 毒
机。受疫情影响，喷雾消毒机 2
月 10 日才送达。这个入口也是
实行封闭管理以来，该小区唯一
的人行通道。业主在接受门岗
测温后进入“消毒通道”，只需停
留 5 至 10 秒就能完成全身喷雾
消毒安全回家。王福志表示：

“我们除了开通‘消毒通道’，还
购买了喷雾器弥雾机，对小区内
部人行道、宅前路、地下车库等
处进行大剂量消毒，让小区居民
心安。”

本报记者 李飞摄

大庆“硬核”物业

自建小区居民消毒通道本报18日讯（徐宝德 记者谭迎春）
18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疫情防控期间开
展安全生产网络公益培训公告，采取“线
上+培训”的形式避免人员聚集导致的传
染风险，确保防控疫情、安全生产“两不
误”。

《公告》要求，复工复产企业必须依法
加强上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严格落实

班组、车间、厂级“三级教育”有关要求，培
训过程应避免人员聚集，鼓励采用信息
化、网络培训等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各
安全培训机构组织学员采取网上报名、
统一按培训类别组班申报的方式，依托
线上平台开展高危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理论
知识线上公益培训，线上学习课时按 1:1

比例计入培训总课时。在疫情应急响应
解除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安全培训机构
凭“黑龙江省安全生产培训考核系统填报
的培训计划”和“学习平台出具的学员线
上理论知识培训学时记录”申请考试、考
核；其中，特种作业新培人员要按培训大
纲学时要求完成“实操”培训后，再申请
考试、考核。

《公告》强调，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加
强安全培训监管的同时，加大对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的社会监督，对复产复工企业不
依法开展岗前培训、“三级教育”的，对安
全培训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现场报
名和集中培训、在疫情防控结束后未按要
求组织“实操”培训的，可通过“12350”安
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进行举报。

“线上+培训”模式保障企业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