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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莹 那可

疫情不散，支援不断。19日 15时 40
分，搭载着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 147人的
飞机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飞，这是我
省派出的第六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该批医疗队共147人，由哈尔滨、牡丹
江、佳木斯、绥化市及黑龙江省农垦总医
院、省森工总医院选派的医护人员组成。
其中医生 27人，以呼吸与危重症、传染病
或感染病、重症医学科为主，护理人员120
人，以内科为主。

投入到战“疫”中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黑龙江加

油！”“早日凯旋，一个都不掉队！”机场
内，医疗队集结出征前的一声声呐喊，振

奋人心。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湖北作为

抗疫主战场，从不是在孤军奋战，我省支
援湖北医疗队不断“增兵”，截至目前，我
省先后派出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共计
1161人。

此次出征领队，黑龙江省农垦总医院
副院长张俊，代表全体队员表态：在全国
上下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的严峻时刻，我们
作为医护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投入到这
场战“疫”当中。我代表黑龙江省第六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员郑重承诺：一是不负各
级组织的重托，不怕艰险、克服困难，完成
各项救治工作。二要做好个人防护，防止
交叉感染，让我们的队员带着任务去，平
平安安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取得
最后的胜利。

志愿到最前线
此次出征湖北，绥化市共有20名护士

志愿到最前线。来自海伦市人民医院的
樊爱霞说，绥化市派出的20名护士分别来
自绥化市第一医院、肇东市第一医院、明
水康盈医院和海伦市人民医院。17日晚
上她所在的海伦市人民医院接到驰援湖
北的通知，报名时间只有半小时，全院只
有 5个志愿参加的名额，可是就在这半小
时内报名人数多达五六十人。樊爱霞介
绍，因为自己是从事了18年护士工作的业
务骨干，才得以选入出征队伍。

“对医护人员来说，都想到疫情最严
重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曲淑杰是
哈尔滨 242医院神经科的一名护士，作为
家里最小的女儿，父母非常支持她去支援

湖北。

做孩子的榜样
“这场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能

到湖北去支援，是我的愿望，如今能有机
会，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保护更多人的
生命安全，做我孩子的榜样。”农垦总医院
骨科护士张丽娜的孩子29个月大，此次她
报名支援湖北得到了家里人的全力支持。

牡丹江市由各三甲医院抽调 20人组
成了牡丹江护理分队，牡丹江市第二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张鑫是这支队伍的
领队。她介绍说，我省首例被确诊为新冠
肺炎患者就是在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治愈并于 2月 8日顺利出院的，我们希望
能再接再厉到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治愈更
多的患者。

驰援湖北共发力 抗击疫魔再“增兵”
我省第六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侧记

本报19日讯（徐旭 记者陈贺）
19日，在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省新
冠肺炎重症集中救治中心，经过医
护人员 6天的积极努力，8名重症患
者病情好转，统一转至过渡病房进
行下一步治疗。

在这8名重症患者中，年龄最大
的86岁，平均年龄为72岁，均患有高
血压等不同的基础性疾病。过渡病
房是刚刚开设的病房，共有 56张床
位，初期配备了近60名医护人员，成
立了心内科、神经内科、肾内等相关
学科的医疗小组，主要收治救治过
程中病情好转的患者。医护人员将
会通过进一步观察，对患者做出相
应的康复治疗方案。

目前，省新冠肺炎重症集中救

治中心共收治重症患者 52名，在救
治过程中，哈医大一院集中了重症
医学科等相关专业 300余名医护人
员，对患者进行了 24小时的动态医
学生命体征监测、多次动脉血气分
析等相关的治疗措施，确保每一名
患者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医
治。同时，每日下午，省新冠肺炎重
症救治专家组组长、哈医大一院院
长于凯江都要会同相关学科专家，
对救治中心每一位患者进行会诊，
在国家新冠肺炎治疗指南的基础
上，分析研判患者的具体情况，一人
一策，实时调整救治方案，确保患者
得到最好的救治效果。

重症患者转至过渡病房。
徐旭 本报记者 张澍摄

8名重症患者病情好转
统一转至过渡病房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疫情防控第二十场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本报19日讯（记者闫紫谦）19日下
午，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我省疫情
防控工作第二十场新闻发布会。省住
建厅副厅长赖晓峰、省农业农村厅一
级巡视员李世润、省粮食局副局长王
大明、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杨景波、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二级调
研员赵昱辉介绍了我省应对疫情的有
关情况，并回答媒体记者和公众关心
的问题。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0年 2月

18 日 0~24 时,全省报告新冠肺炎新增
确诊病例 6例，其中：哈尔滨市 2例、大
庆市 3例、绥化市 1例。新增治愈出院
病例 23例。新增死亡病例 1例，为双鸭
山市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21例。

截至 2 月 18 日 24 时，我省报告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470 例，其中：哈尔滨
市 192 例、双鸭山市 52 例、绥化市 47
例、鸡西市 46例、齐齐哈尔市 43例、大
庆市 23 例、七台河市 17 例、佳木斯市
15例、黑河市 14例、牡丹江市 13例、鹤

岗市 5例、大兴安岭地区 2例、伊春市 1
例。

现有重症病例 72例。死亡病例 12
例，分别为：绥化市确诊病例 4例、大庆
市确诊病例 1例、双鸭山市确诊病例 3
例、齐齐哈尔市确诊病例 1 例、哈尔滨
市确诊病例 3例。

治愈出院病例 108 例，分别为：省
传染病防治院 10 例、哈尔滨市传染病
医院 36例、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4例、佳
木斯市传染病医院 12 例、绥化市第一

医院 16 例、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1
例、鹤岗市传染病医院 2 例、鸡西市传
染病医院 3例、齐齐哈尔市第七医院 6
例、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4 例、大庆市
第二医院 7 例、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6
例、大兴安岭地区 1例。现有疑似病例
75例。

全省当日发热门诊诊疗人数 2236
人。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5474 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 11909人，尚有 3442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扛起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双重责任”

本报19日讯（记者宋晨曦 张桂英）
19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春
节前，全省秋粮购销总体平稳运行。省农
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李世润、省粮食
局副局长王大明介绍了相关情况。

受疫情影响，我省个别地区粮食销
售受阻，粮食仓储保管压力不断增大。
如何科学储粮、防止霉变坏粮，让农民
手中余粮尽快变现，卖上好价，更加给
力备耕生产，省农业农村厅和省粮食局
为农民朋友带来贴心指导。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发改委
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粮食保管销售工
作的通知》，提出了6条指导各地农民科

学储粮、及时卖粮的意见；联合省粮食
局就进一步加强粮食保管销售提出7项
措施，以文件形式下发各地；组成工作
组结合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深入到各
地对粮食保管、销售进行指导，并帮助
农民联系销售门路；吸纳全省1000多家
农机合作社创建微信群，指导其对余粮
进行科学保管，适时销售；通过黑龙江
省农业信息网等媒体广泛宣传，让广大
农民朋友了解和掌握科学管粮技术措
施和注意事项；每天对市场粮食价格进
行监测，为农民提供及时快捷准确的价
格、供求等信息服务，引导农民理性分
析判断市场价格和适时销售手中余粮。

让农民手中
余粮卖上好价

本报19日讯（记者吴利红）在 19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赖晓峰就疫情期
间优化用水用气缴费服务等方面，回答
了媒体记者和公众关心的问题。

城镇居民小区实施封闭管理以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连续下发通知，要
求通过“网上办”，优化“不见面”服务流
程，决不因费用欠缴发生断供问题。鼓
励网上缴费，引导居民用户通过支付宝、
微信、银行客户端、企业网站等网上功能
进行缴费。目前，70%以上供水用户和
30%以上燃气用户实现网上缴费。实施
延缓缴费，要求尚未开通网上缴费的供

水企业采取延缓收费措施，只要在宣布
疫情结束后1个月内缴费均视为正常缴
费，不收取违约金、滞纳金。目前，暂停
或限时服务的窗口比例达到 80%以上。
开展圈存业务，在营业厅增设 IC卡圈存
机，用户可利用手机线上缴费、随时通过
圈存机刷卡存气，实现“不见面”购气。
拓展代办服务，建立供水、燃气企业与物
业、社区联动机制，对尚未开通网上缴
费、实行封闭管理的住宅小区和已隔离
居民不能外出的住宅小区，开展“点对
点”代办缴费和圈存代办业务，由物业、
社区统一收集 IC卡，企业派专人收取统
一集中办理。

确保城镇居民
用水用气不断供

本报19日讯（记者闫紫谦）疫情发
生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要求，省中
医药管理局积极推动中医药参与新
冠肺炎防治，结合我省地方特点，先
后制定并下发了两版中医药防治方
案，并发文要求各市（地）成立中医药
救治组，强化中医药治疗，加强联防
联控。

在发布会上，省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杨景波对我省应用中医药救治的
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杨景波说，为提升全省中医药救
治新冠肺炎能力，省中医药管理局派
出了 5批近 70人的中医专家或医疗队
支援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等省、市
定点救治医院、后备救治医院和省内
重症救治中心，本着“能用尽用”的原
则，推进中医同步治疗。截至 18 日，
中医药参与治疗确诊病例累计例数占
比是 95.2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使用中药汤剂占比是 63.12%，使用中
成药及中药注射剂占比是 18.10%，既

使 用 汤 药 又 使 用 中 成 药 占 比 是
18.78%。

杨景波表示，我省是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确定的 4 个“清肺排毒汤”临
床应用试点省份之一。从中医理论
来讲，新冠肺炎属于内湿为患、外寒
诱发，“清肺排毒汤”对其治疗应该
有明确疗效。为此，省中医药管理
局要求各地、各医疗机构在应用中
医药参与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突
出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在中医专
家指导下，根据当地实际采取形式
多样的方法应用中医药参与救治。
对于中医药治疗在我省部分地区的
应用效果，杨景波介绍说，佳木斯市
给全市患者均使用了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推荐的“清肺排毒汤”，经中西
医结合治疗，15 名确诊患者已有 11
名痊愈出院。佳木斯市中医医院牵
头组织全市省名中医配制出抗流感
茶饮 1 号，在辖区内进行了广泛使
用，目前已经完成对 4700 人的健康
干预，收到良好效果。

提升中医药
救治新冠肺炎能力

本报19日讯（记者闫紫谦）在 19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政医管处二级调研员赵昱辉对新冠
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用于临床治疗效
果和我省“恢复期血浆”治疗近期工作安
排等进行了介绍。

据了解，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是
利用康复者血浆中一定滴度的病毒特异
性抗体，来降低患者体内病毒含量，从而
达到治疗预期；是对重症、危重症非常有
效的重要手段。

赵昱辉介绍说，根据国家的指导，
我省迅速行动开展康复患者“恢复期血
浆”治疗工作，2月 16日，省卫生健康委
下发《关于开展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
血浆治疗重症、危重症患者的通知》，组
织对我省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恢复期
血浆筛查、宣传、动员工作，正式启动我
省应用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
疗重症、危重症患者的“病毒特异性抗
体”临床治疗方法。2月 17日，经过各
市（地）定点医院临床医师预评估筛选
推荐，全省首批共有 21位新冠肺炎康

复者提出无偿捐献“恢复期血浆”意
愿。2月 18日，卫健委在绥化市中心血
站首批组织了 6位康复者采集血浆，经
过初筛，最终采集了 3位康复者无偿捐
献的“恢复期血浆”。19日凌晨，经过
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的连夜奋战，首批
采集的“恢复期血浆”制备完毕并合格
通过病毒检测，上午制备的血浆已送至
承担全省重症治疗任务的哈医大一院
群力分院，开始应用于临床救治，救治
效果将在今后几日由专家进行评估。
从部署、采集到临床应用，我省创造了
全国最快的速度。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呼吁全省有更多
的新冠肺炎康复者伸出手臂，“献出新生
血浆、挽救同胞生命”，能够让爱心接力、
让生命接续。凡是年龄在18至55岁，无
经血传播疾病，目前身体状况良好，经临
床医师评估合格的康复者都可以捐献血
浆。为鼓励无偿捐献“恢复期血浆”的善
举，我省执行“捐献200毫升血浆视为捐
献一次全血”政策。

本组照片由 付彦华摄

康复者血浆
陆续用于治疗

来自省新冠肺炎重症
集中救治中心的报道

赵昱辉赖晓峰 李世润 王大明 杨景波

□本报记者 张澍

19日，在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
新冠肺炎省级危重症集中救治中心，
62岁的安女士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到
过渡病房。在进行完相关治疗后，她
走到卫生间，认认真真洗了遍头。然
后拿出手机，拨通了爱人的电话，报
过平安，她又给远在天津的儿子打了
个电话。“喂……”电话那头的儿子早
已泣不成声，安女士也哭着说：“儿
啊，妈妈好多了，过几天就能回家，你
放心。”

安女士是2月15号从双鸭山转
到省新冠肺炎救治中心的。前几
天，医护人员看她胃口不好，给她

买来酸奶、水果，还时常陪她说说
话。经过四天的精心治疗，她的病
情明显好转。安女士动情地说：

“这几天在重症监护室，医生非常
努力，冒着生命危险来抢救我们，
我太感动了。哈尔滨太好了，这些
医生太棒了！”说到这儿，她竖起大
拇指。

让安女士感动的，还有护士们的
付出：“这些小护士，像我女儿似的，
早上有人给洗脸，给端茶倒水、喂药，
让我特别感动。”想着自己很快就要
康复回家了，安女士特别开心。同
时，她想告诉其他新冠肺炎患者：“别
害怕，得这病不可怕！大家这么支
持，我们一定会好起来。”

转出重症监护病房的安女士

动情感谢医护人员

□本报记者 陈贺

为集中医疗优势资源治疗新冠
肺炎患者，日前，哈医大一院群力院
区作为我省新冠肺炎重症集中救治
中心，集中收治省内的重症患者。
19日，我作为“驻地记者”，正式进驻
救治中心。

有人说，这是疫情最危险的地
方。但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这也
是最需要记录打赢这场战“疫”的战
场。12时 10分，经过医护人员的防
护培训，我走进了救治中心重症监
护室的护士站，护士刘锐穿着防护
服反复核对医嘱单，整理着 28名重
症患者的用药情况。她说，每天至
少盯着电脑屏幕3个小时，眼睛有时
真的会发木，木了就使劲儿眨眨眼
反复看，必须保持时刻专注。刘锐
是哈医大一院 ICU的一名护士，省
新冠肺炎重症集中救治中心建立之
初，她便主动请缨加入战斗，而此
前，她的丈夫早已作为我省第一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前往了武
汉。疫情当前，夫妻共赴一线，刘锐
毫无怨言，只是闲暇时，想起出生不
满十个月的孩子，她总是思念满
满。“孩子暂时留在了姥姥家，他这
个时候应该很需要我，但是作为一

名护士，此刻还有更多的人需要
我。”刘锐话语坚定。

为了及时掌握省内其他医院重
症患者的情况，每天，省新冠肺炎重
症救治专家组组长、哈医大一院院
长于凯江都会连同相关学科专
家，进行远程视频会诊。14 时开
始，于凯江先后与双鸭山双矿医
院、大庆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市传
染病院进行连线。“血氧化饱和度
是多少？这个病史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于凯江详细地询问
着患者的每一项指标，并反复强调
如有异常，及时送到救治中心。15
时 30分，连线刚刚结束，于凯江又
组织救治中心的医护人员，对中心
正在救治的 52 名重症患者进行会
诊，分析病例、研究对策，医护人员
纷纷畅所欲言，共同商讨患者的最
优治疗方案。“我们在抓住病灶结
果的同时，更要精准找出每一个病
因，与时间赛跑，让患者得到最及
时的治疗，不负患者对我们的期
待。”于凯江反复叮嘱。

可喜的是，记者进驻救治中心
这一天，中心的8名重症患者病情好
转，统一转至过渡病房。接下来，他
们将根据各自的情况，接受下一步
的康复治疗。

与 时 间 赛 跑
不负患者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