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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大军”织网记

□文/摄 王永丽
本报记者 徐晓海

这个假期对于绥滨县大学生郝一
宁来说，别有一番滋味。从腊月二十八
开始，身为县医院院长的爸爸就不着
家，即使是年三十也没陪郝一宁娘俩吃
一顿团圆饭。年味正浓时，她的妈妈
又到社区做起了网格员。

郝一宁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

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在家帮助
妈妈整理走访记录、统计报表、录入
表格、电话回访，连续 3 天下来，她的
嗓子哑了、牙肿了、口腔严重溃疡，
连说话都不敢张大嘴巴，吃饭更是
张不开嘴。

看到父母都在默默为疫情做着努
力，她也希望能把担忧化为行动。2月
18日，郝一宁便自作主张到所在社区
报到，承担了入户网格员的责任，至今
从未休息过一天。

她每天穿梭在社区里，不停地敲开
每家每户仔细询问、做好记录，宣传防
疫知识，发放消毒品和口罩，帮助注册
龙江健康码。上岗以来，郝一宁负责
65 户居民防控工作，入户走访近 200
次，帮助50多人注册龙江健康码，帮助
居民解决通行证办理、寻医问药、生活
物资缺乏等问题近百个。

回到办公点，她又忙着登记排查信
息，几乎每天都要把工作带到家里，忙
完后，还要帮助妈妈干一些家务活，体
重一下减轻几公斤，她笑称这是她最开
心的收获。

郝一宁 大二女生担重任

郝一宁帮助社区老年人注册龙
江健康码。

□文/摄 于晓明
本报记者 韩丽平

“爷爷，您为什么天天出去啊？”“我
要帮社区工作人员搭把手，他们太累
了。”“爷爷，今天腿疼还出去吗？”“我还
能坚持。”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哈尔滨新
区平房片区联盟街道滨江社区网格员
王兴泰每天和小孙子的对话内容。

67岁原本是应该在家安享晚年的

年纪，但是王兴泰却毅然放弃了享受天
伦之乐，投入到紧张的社区防疫工作中
去。

疫情发生初期，社区首要任务就是
对居民进行摸底排查。哪户居民过年
外出了，哪户居民刚从外面回来……王
兴泰拿着户籍卡挨家挨户去敲门，详细
记录家庭成员人数、有无发烧、有无外
出等情况。因为年纪大，不会用智能手
机，王兴泰就拿着纸和笔认认真真地站
在楼梯旁写，写完再去敲下一家。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王兴
泰也和其他网格员一起送酒精、贴海
报、拉条幅、围围挡，而且每天下午还
要对楼道进行消杀……给居民送酒
精的那几天，有时候送酒精的车晚上
10 时、11 时才到社区，为了能让居民
第一时间收到而且不打扰居民休息，
王兴泰就站在楼下先看谁家窗户亮
着，再去敲门，第一时间为居民送去
酒精。等回到自己家时已经凌晨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王兴泰又早早地来
到社区报到。

王兴泰 工作做到居民心坎里

王兴泰正在工作中。

□文/摄 蔡高飞 王鹏飞
本报记者 姚建平

“咱妈今天病情怎么样？”已经是晚
上9时，克山县克山镇天泽文化社区第
24小区网格长刘哨铭一身疲惫来到医
院，母亲已经在病床上睡着了。从农历
大年初二母亲突发心脏病住院，一直都
是妻子一个人在医院护理，在防控一线
工作的他，只能在晚上9时后到医院去
看望。“一会儿我还要去卡点儿。”简单
同妻子交代了几句，刘哨铭便匆匆离开
了医院。

晚上10时，刘哨铭到达卡点，他负
责的网格内有3个卡点，在仔细查看居
民出入记录和详细了解几个卡点的情
况后，已近深夜12时。

作为网格长，刘哨铭承担着4栋老
旧散楼消毒、排查、卡点守护工作，范围
分散、量大，母亲生病住院那天正是第
一轮入户排查的第一天。“镇里有要求，
3天完成排查，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
就是宁可排查重叠，决不漏查错过一户
一人。”刘哨铭说。

疫情发生以来，他对辖区内的 192
户居民逐户排查3次，排查人员范围由武
汉及经停武汉返回人员扩大到所有外来
人员，对排查出的人员，他都认真登记，
做好建档立卡，确保防控万无一失。

“我们今天的体温正常”、“帮我买
点菜”，这几天家住园丁楼的高欢每天
都通过微信同刘哨铭联系。高欢因腰
椎骨折在哈市治疗，2月 15日晚 11时
30分，刘哨铭开车从收费站卡点把从
哈市返回的高欢和妻子接到家中，详细
询问并登记了他们的行动轨迹，又对他
家和楼道进行了消毒后，这才把他们送
到家里，并通知他们需要居家隔离。之
后刘哨铭又帮他们代购生活用品，主动
送到家中。

刘哨铭 安全为重不漏查一人

刘哨铭（中）正在卡点对来往居
民进行登记。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保
利公园九号小区，网格员徐英杰刚为
一户刚刚接触隔离的居民做信息采
集。“我协助新区政府办下沉的党员干
部用了7天时间，完成了保利公园九号
30栋、90个单元、853户的排查工作，并
形成了电子排查数据信息表，但仍有
一些因电话联系不上或处于隔离期的
居民，没有采集到信息。对于未采集
到的信息，我们会不间断地回访。”徐

英杰在与记者交谈中，又敲开另一户
居民门。

徐英杰是保利公园九号居民，作为
一名党员，在社区疫情排查小组成立初
期，他便主动亮身份，与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并肩作战，成为了一名网格员。

“不到一天时间，社区便组建了一
百多人的疫情防控组织机构群，虽然大
家清楚组织构架，但面对自己该干啥，
还是不清晰。”徐英杰告诉记者，为解决
这一问题，他协助社区书记设计出责任
分工明细的组织构架图，群成员按图行
动，使工作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高。

初为网格员，徐英杰仅用1天时间
便完成了所负责3个单元信息排查，随
即又帮着社区工作人员开始其他单元
的信息排查。

从成为一名网格员到加入疫情防
控组织机构，从入户排查登记疫情防
控调查表、酒精发放统计表、外来人员
登记表到小区门禁检查值班表等各类
信息的搜集整理，徐英杰都积极参与
其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
员的初心。

徐英杰 牢记使命守护小区安全

徐英杰正在采集信息。

□本报记者 朱彤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住院部四楼，
有一个由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负责的病区，这个病区有个特殊的名
字——孕产妇新冠肺炎重症病区，这里
收治的病人绝大多数为孕产妇重症患
者。而就在这个特殊时间造就的特别
空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30名龙江医

护人员面对46名武汉孕产妇病患，创造
了21名新生儿诞生而且母子平安“零死
亡率”的战绩，也为紧张、凶险的抗疫战
场，增添了许多温馨。

这个团队的组长是黑龙江第一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临时第一支部书记、哈
医大一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主任于世
寰，一个医疗援助经历丰富的老兵，说
起在这个特殊病房发生的故事，他颇有

感触。他说，进入这个病区，我和我们
团队就已经把“看好一张床、守住两条
命”的责任扛在了肩上。每天穿着厚厚
的隔离服，在隔离区内一呆就是几个小
时；在为这些特殊患者进行“精细化”救
治的同时，还要为这些因焦虑而普遍出
现心理问题的她们进行疏导。

“我们的不懈努力和这些孕妇的坚
强，也化成了战胜病魔的强大力量。”于
世寰说，这些孕妇患者为了即将出生的
孩子而体现出的坚强，有时也感动着他
和团队，更增添了作为黑龙江医疗队
员，一定要帮助这些不幸的孕妇患者跨
过这道坎儿，顺利迎来新生命的决心。

“几乎所有孕妇患者在出现发烧、
咳嗽等症状后，都会选择不吃药，怕吃
药会影响到孩子健康，所以她们来到医
院的时候病情都是非常重。”于世寰说，
由于这些特殊的患者都怀着孩子，救治
过程中在用药、检查方面就要“慎之又
慎”。适合用的药物也很少，就一两种，
这本身就增加了她们身体康复的难度。

在收治了一些孕妇患者之后，凭借
着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经验，于世寰和
他的团队也总结出了孕产妇新冠肺炎
患者的治疗指南，归纳起来就是：快评
估、慎用药、个性化、早干预。

“快评估，就是要在患者刚进医院，
第一时间就要进行病情评估、研判；慎
用药，是在充分考虑到不会对婴儿产生

副作用的前提下谨慎用药；个性化，就
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制定精准治
疗方案；而早干预，说的是要尽早对她
们进行心理疏导，消除她们的焦虑心
情。”于世寰说，我们现在对她们能用的
药只有两种，对她们的CT检查都要实
行腹部防护，几乎每个关节都要做到细
之又细。

一个患者三周时间的病情“由忧转
喜”的经历，也诠释了于世寰和团队在
救治过程中的精诚。

“这个患者刚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
好，呼吸困难上厕所都得护士全程搀扶
协助。”于世寰说，由于这名患者的情况
非常严重，当时组里几个人也几次商
量，已经按照终止妊娠的最坏结果进行
必要准备。“但我们一直为母子平安做
着最大的努力。”于世寰说。

这期间，于世寰和他的团队多次细
致研究，给这名患者制定了“比较精准”
的救治方案。同时，经验丰富的护理团
队对这名孕妇患者的护理格外精心，心
理疏导也特别入情入理，让患者的内心
也更加坚强。所以，恢复的过程也出现
了“奇迹”。

3月 1日，于世寰和团队成员宋波、
韦南医生和护士长赵晓琳，一起来到了
隔离病房。他们为这位191床的孕妇进
行系统检查评估，患者目前身体恢复的
程度让他们非常欣慰。

大医精诚 创造“母子平安”奇迹
记黑龙江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临时第一支部书记于世寰

早班时，于世寰和团队成员商议治疗流程。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本报记者 朱彤

3月1日，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重症组副组长、哈医大四院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毕宏远，在没有 ICU病房
条件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一名新冠
肺炎危重症患者插管治疗，并顺利拔除
气管插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情况逐渐
好转。这是医疗队的受援医院—武汉协
和西院第一例非 ICU条件下的成功拔
管。“搞重症医学的，无论面对怎样的环
境都要以拯救生命为己任，我们就是这

些生命垂危病患的最后一道屏障。”毕宏
远说，这次成功将极大增强重症组通过
对危重病人实施有创呼吸机治疗来拯救
他们生命的信心。

毕宏远创造这个“第一”并不偶然。
从事多年重症学科的他，是哈医大四院
新冠肺炎诊治专家组成员，还是中国病
理生理学会重症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黑龙江省重症医学委员会委员。

说起这个成功案例的过程，毕宏远
条理清晰。

据他介绍，2月23日，75岁的确诊患

者病情持续恶化住进他们负责的重症病
区。患者一度喘憋加重，呼吸困难，出现
生命危险。面对这一危急情况，毕宏远
治疗小组果断做出决定，立刻为患者实
施气管插管！他带领小组第一时间同时
加强气道管理、俯卧位通气、肺保护策
略，营养支持等对症支持治疗。接下来，
他们死看死守，随时调整用药，经过全体
医护人员的积极努力，患者的病情逐渐
好转，患者氧饱和度不断改善、生命指标
逐渐稳定。3月1日9点30分，达到了脱
机拔管条件，经过充分详细准备后，为患
者成功拔管。

“这个成功的救治案例，给我们重症
救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作为
我省重症医学的领军人物，省医学会重症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医疗队重症组
组长王洪亮对这次的成功救治这样评价。

其实，毕宏远的抗疫之旅在春节前
已经开始。

2020年1月23日，除夕夜的前一晚，
因为绥化市有一名新冠肺炎重患，出现
了呼吸衰竭。毕宏远得知这名患者急需
会诊，就毅然决然退掉了去往北京的机
票，放弃了与妻子及 2岁幼女春节团聚
的念头。他立刻赶赴绥化为这例确诊患
者进行会诊，并给出了详尽的全面诊疗
方案。而在返回哈尔滨后，他得知医院
要组建支援湖北医疗队，又主动“请战”，
加入黑龙江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重症
组，作为第一批赶赴湖北的重症专家。

“这个时候疫区需要我们搞重症的医生，
我们就应该冲上去。”毕宏远说。

“插管治疗是国家倡导的拯救危重
患者的必要手段，但感染风险极大。”据他
介绍，新冠肺炎主要依靠呼吸道飞沫传
播，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风险十分巨大，
是考验医生技术和胆量的重量级操作。

“插管容易拔管难”。毕宏远说这是
业内的难点共识，一是过程考验医生的

“手艺”，二要考验团队协调配合的综合
实力。

据他介绍，首先重症组的医护人员，
一定要准确评估病人的状态，并不被看
似很正常的“假象”迷惑，找准采取有创
呼吸机治疗的最佳时机。目前，国家已
经在这方面有导向，提倡救治时机前移；
同时，插管后要对病人实施时时监控，配
合俯卧位通气治疗等措施。但这需要团
队有较好的配合，医生每日进行病人信
息通报，护理人员多人协作为患者定时
变换体位，呼吸机治疗师死死盯住呼吸
机保证正常工作。

这些都是本次救治案例成功的原
因，也是今后的类似病例救治可以借鉴
的成功经验。

毕宏远说，“一个多月时间，相当于
让几万名奋战湖北一线新冠肺炎救治
团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实战历
练。我认为，通过这段艰苦的临床实
践，应该逐步建立以 ICU专家为主的多
学科协作模式，开展危重患者的救治，
因为这些 ICU专家都是重症学科专家，
在阻止患者器官衰竭方面有较丰富经
验。而目前临床显示，众多新冠肺炎患
者都是死于呼吸系统外的器官衰竭。”

直面疫情 以拯救生命为己任
记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重症组副组长毕宏远

毕宏远正在工作当中。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本报记者 朱彤

3月 5日，武汉天气难得“偷来半日
晴”。

上午，张晨和妻子郑雪玉趁着难得
的好天气，也在驻地附近转了转，感受
一下驻地周边依然寂静的环境。而每
次这个时候，他们小俩口谈论内容里最
不能缺少的，就是在医院隔离舱里工作
的经历和故事，包括辛苦和快乐。

作为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队员，张晨和妻子间能有这样的共同

语言，是因为郑雪玉也是医疗队员。而
在这支医疗队里，一共有两对这样的夫
妻队员并且都来自哈医大四院，分别是
张晨、郑雪玉和沈楠、刘梦媛四名护
士。他们中最大的 32 岁最小的才 27
岁，而且四人都是独生子女。“夫妻携手
走进隔离舱会让我们增添许多勇气，忘
记危险和疲惫。”他们都这么说。

“来武汉已经 38天，进隔离舱已经
快20次了，最难忘的就是和妻子一同进
舱的场景。”张晨说，2月 3日下午，我和
其他7名队员一起在抗疫一线成为中国

共产党预备党员。4日凌晨，便和妻子
郑雪玉一起携手走进了医疗队受援医院
住院大楼的五楼重症病区。这也是我们
第一次走进抗击疫情的“最前沿”。4个
小时下来，两人的汗水早已经把衣服湿
透，而身体也进入了疲惫期。“可能是由
于我们俩能够携手进病房有些兴奋，还
有互相鼓励的缘故，在这个时候我们谁
都没有感觉累，也没感觉到害怕。”

下午时间，沈楠、刘梦媛夫妻在驻
地的院子里休息散步，他们对明天早晨
的工作多少有些期待，因为他们明天将
第五次一起进入隔离区。

“我们夫妻这段记忆一定是一生中
最珍贵的。”刘梦媛说，“每一次穿戴好
隔离装备进入病区工作，穿着厚厚的隔
离服，4个小时后几乎要虚脱，每次摘掉
护目镜脸上都会留下深深的勒痕，这些
难和累都能互相鼓劲一同克服。在病
区工作，沈楠总是主动冲上前干活，连
当地的同事都说，沈楠真能干！每当得
到这些人的肯定，都是我们俩最欣慰的

时刻。”
让沈楠、刘梦媛感触最深的患者是

一位病重的阿姨。“当时刚刚住院时病
情很严重，经常说消极的话，不吃饭，不
愿意配合治疗。护士长看到她这样的
状态，和我们说一定要做好她的心理护
理，我们就开始鼓励她说‘不要怕，有我
们在这陪着您，您一定能治好痊愈出去
和家人团聚’，慢慢地阿姨也愿意配合
我们了，每次看她吃饭的样子，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了，经过我们医护的精心治
疗护理，她也逐渐好起来了，其实每当
看到患者病情日渐好转，让我们觉得这
一切都值了！”

明天凌晨四点，张晨将进入重症隔
离病房，妻子说会在驻地把他最喜欢喝
的饮料、吃的东西准备好。而沈楠、刘
梦媛小俩口，明天凌晨将再次携手进入
重症病房隔离区。他们说，这次一定多
留些图片作为“爱”的纪念。

张晨、郑雪玉夫妇。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夫妻携手“我们少了牵挂多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