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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林董鸿督导检查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文/图）4 月
12 日、13 日，郸城县采取先乡镇、后中
心城区的办法在全县展开全员核酸检

测工作。 县委书记李全林、县长董鸿带
领四个班子领导深入一线， 实地查看
各核酸采样点相关单位下沉力量到位

情况和现场秩序维护情况， 详细了解
扫码登记、样本采集、后勤保障等环节
落实情况和当前采样进度， 并向一线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表示慰问。

李全林要求，各乡镇办要在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中发现好的做法，相互学习
借鉴，进一步提升动员能力和组织协调
能力；要科学合理设置登记区、采样区
等区域，维护好现场秩序，认真落实测
温、验码、佩戴口罩、安全距离等措施，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核酸采样效率。
同时要强化服务措施，做好老人、孕妇
等特殊群体检测服务工作，做到精准化
管理、人性化服务；要进一步压紧压实

责任，加强指挥调度和协同配合，发挥
好网格化管理机制作用， 真正实现底
数清、情况明，确保核酸检测应检尽检、
不漏一人，尽早排除风险隐患，全面筑
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守护好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董鸿要求， 要充分发挥好网格员、
监督员作用， 发动群众当好政策宣传
员， 争取群众对于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的支持与配合，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

人。要做好核酸检测集中采样点现场布
置、秩序维护、物资保障等工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对于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
道。 要科学调配力量，开展好核酸检测
“敲门行动”，严格规范流程，降低核酸检
测过程中的风险。强化组织领导，坚持科
学分类施策，进一步优化“采、送、检、报”
流程， 确保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科学高
效、安全有序进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郸城县用心用情守护太康隔离群众纪实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孙小明 张洋 王玉红 王琼英 文/图

共“郸”风雨 护佑健“康”“感谢郸城县委、县政府，感谢医护
人员，感谢郸城人民！ 我们回家喽！ ”3
月 28 日以来， 太康县共有 823 名群众
来到郸城隔离。 郸城县委书记李全林、
县长董鸿高度重视，多次深入隔离点一
线调研，强化后勤保障，确保每一位隔
离人员在郸期间健康、 快乐、 幸福生
活。 经过 15 天的集中隔离生活后，首
批 519 名隔离人员经过健康监测与核
酸检测均无异常，解除集中隔离。 隔离
人员返程前夕，太康县向郸城县委、县
政府及相关单位赠送了锦旗。 挥手道
别时，太康隔离人员齐声表达了对郸城
县的感恩之情。

“我叫王金义，今年 102 岁，在这半
个月了，我吃得好、喝得好，（医护人员）
照顾得好， 感谢中国共产党， 感谢领
导。 ”在郸城县中心医院负责的陌上轻
居酒店隔离点，102 岁的太康县转楼乡
王集村王金义老人精神矍铄，自己拄着
拐杖第一个从酒店里走出来，向现场工
作人员表达感激之情。

据了解，此次，郸城县共接收太康
隔离人员823 人，分布在 11 个隔离点。
其中，3 月 28 日接收 582 人 （已转走 7
人 ），4 月 3 日接收 127 人 （已转走 9
人 ），4 月 7 日接收 114 人 。 这些隔离
人员中，年龄最大的 102 岁，年龄最小
的刚满 1 个月 。 其中 ，14 岁以下221
人，60 岁以上 159 人， 智障残疾人员 6
人。

太康在郸城隔离人员由郸城县委、
县政府负责统一管理，由公安、卫健、商
务、疾控中心和街道办事处等共同开展
服务工作。每个隔离点由一家医健集团
总医院分包负责，一名副处级干部分管
负责指挥协调工作，一个县直局委负责
后勤保障工作。在每个集中隔离观察点
内部设立临时办公室,由一名医健集团
总医院副院长任办公室主任，按要求配
备足量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下设防
控消毒组、健康观察组、信息联络组、安
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病例转运组、人
文关怀组,观察点工作人员实行封闭管
理。

记者了解到，郸城县每天为隔离人
员提供中药预防汤剂， 加强饭菜营养，
保证每天水果、蔬菜、肉蛋奶充足供应。
对隔离人员所住房间进行封闭管理，严
禁其出门串门。 同时，安排 3 名公安民
警 24 小时执勤， 杜绝隔离点内部发生
交叉感染。由县疾控中心和四家医健集
团总医院相关人员组成的隔离点污水

消杀工作专班，每天定时对各隔离点产
生的污水等进行专业消杀，确保隔离点
污水得到规范消毒和处置。

郸城县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解除隔离的是太康县首批来郸隔离

人员，由太康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组
织车辆，实行“点对点”对接，闭环转运，
确保集中隔离人员安全顺利返回家中。

第一医健集团：“上有老， 下有小，
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

“上有老，下有小，这里就像一个大
家庭。 我们把他们当家人、当亲人来照
顾。 ”新天地宾馆隔离点负责人、县人民
医院院长助理张广海说。

3 月 28 日 23 时， 新天地隔离点接
收来自太康的隔离人员共 89 人，60 岁
以上 38 人，14 岁以下 24 人； 年龄最大
的 92岁，最小的才 1 岁零 3 个月。

“上有老、下有小”，工作难度可想
而知。 县人民医院抽调医务人员 10人，
加上 3 名公安民警， 共 13 人组成工作
组，由张广海总负责。3 月 29日 20时左
右，一位 32 岁的女性突发胸闷、四肢麻
木、心慌等症状，值班医生立即前往检
查其身体状况。 经详细询问得知，该女
性患有“焦虑症”，且上述症状经常在精
神紧张时发作。值班医生为其做心理疏
导，提供对症药品，最终使患者症状缓
解。

4月 3 日下午，一位 78 岁的老先生
不间断咳嗽、咳痰，测其体温 37.7℃，因
患者有“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病史，
工作人员立即将患者转往发热门诊，全
程闭环管理。 经检查后，患者在医院隔
离病房住院治疗。

4 月 9 日 13 时许， 一位 76 岁的老
人出现双上肢抽动症状。值班医师张艳
辉还没来得及更换湿透的防护服，就立
即前往房间，为老人检查心电图、测量
血压，指导其服用降压药物，在老人房
间守护 3 个小时，饭都顾不得吃，直到
老人症状好转。

14天很短，却也很漫长。
唯爱精品酒店隔离点由郸城县

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德玺总负责 ，张
兵振 、温楠楠 、王小辉 、陈浩 、刘文
博 、王曼等工作人员分成后勤保障 、
医疗救治 、消毒消杀核酸采集 、感控
培训指导四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 ，
照顾来自太康县葛花李村 70 余位村
民。

隔离点全体工作人员一起， 本着
“隔离不隔爱”的宗旨，为所有隔离人员
提供周到、温馨的服务；他们身兼多职、
事务繁多，穿上密不透气的防护服，从
上门送餐到定时测量体温、 采集咽拭
子，再到心理疏导，他们不曾有一刻放
松懈怠； 他们的一举一动汇聚成隔不
断的善意与温情， 感动着隔离酒店入
住的每一位，让隔离人员感受到家的温
暖！

第二医健集团： 母亲在医院化疗，
他在隔离点坚守

“你去吧， 放心吧， 我能照顾好你
娘。 ”4月 5 日，是郸城县中医院副院长
史昊的母亲二次化疗疗程的第三天，面
对将去为太康在郸城隔离人员服务的

儿子，史昊的父亲低声嘱咐。
“妈，我刚刚接个紧急电话，要去郑

州参加一个培训。 ”史昊怕母亲担心，跟
母亲撒了个“谎”。

史昊的母亲今年已 74 岁， 去年做
了食管癌手术，今年在复查时，发现有
淋巴转移， 需要进一步化疗。 哥哥和
弟弟在外地工作， 因疫情防控无法返
乡； 史昊的妻子是县妇幼保健院预检
分诊部的医护人员， 也是 “疫” 线战
士；父亲年事已高，并患有肺气肿等老
年慢性病。 为了陪护和正常工作两不

误，母亲的化疗就在自己工作的医院进
行。

为了不影响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他
偷偷给在老家的父亲打了电话……

疫情就是命令。 身为副院长，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史昊深知这次任务的特

殊性。 来到隔离酒店，他迅速进入工作
状态， 检查集中隔离点的每一个楼层，
每一个电梯、步梯，每一个安全出口和
通道，“三区两通道”设置情况……

在集中隔离点的第二天，史昊接到
父亲的电话，说是老母亲背着人偷偷哭
了两三次，并提出不愿治疗了。 为了安
抚母亲的情绪，他只好在工作之余换上
便装与她视频通话。

在集中隔离点的第五天，史昊又一
次接到父亲的电话，由于化疗药物的副
作用，母亲需要进行补充蛋白和输血治
疗，母亲情绪很不稳定，又哭又闹，拒绝
继续治疗，要求出院。父亲束手无策，问
他能不能回医院看看。

史昊心如刀绞。其实，他所在的集
中隔离点与母亲接受化疗的医院仅

一路之隔， 但此刻却成了最遥远的距
离……

第三医健集团 ： 隔离点里唱起生
日歌

“感谢你们呀， 今年这个蛋糕是最

甜的。 俺婆媳俩同一天生日，年年一起
过，今年在同一个楼里隔离却不能一起
吃蛋糕， 不过， 幸福的味道比啥时候
都甜。 ”4 月 10 日，在郸城县中心医院
定点服务的隔离点 ，该院驻守的副院
长黎娟和医护组组长安静托着两个

蛋糕分别送到了刘某英和张某红的

房间 ，幸福的味道瞬间充溢着整个隔
离点。

刘某英介绍， 今年是她 66 岁的生
日，住在隔离点 909 房间的张某红是她
儿媳，两人同一天生日。平日里，婆媳相
处非常融洽，每年都一起过生日。 今年
是个“六六大顺”的生日，一家人原本计
划好好庆祝一下，没想到一场疫情打乱
了所有的计划，家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
见。

“阿姨， 不要难过， 太康已经清零
了，你们马上就能回家了。 疫情无情人
有情，虽然不能全家团聚，我们也是你
的亲人，今天我们陪着你过一个特殊的
生日。 ”黎娟、安静以及护理部副主任郑
艳娜、李晓敏等值班工作人员，共同捧
来了两个生日蛋糕，还有水果、纯牛奶、
长寿面等， 点燃蜡烛唱着生日祝福歌：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感谢你们呀， 你们都是党的好干
部，太谢谢你们了！ ”开门的一瞬间，刘
某英忍不住泪流满面，对着黎娟等人深
深鞠躬。

“感谢郸城县中心医院的领导和工
作人员。 我与俺妈视频通话时，她都感
动哭了。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特
殊的生日，不会忘记你们。 ”张某红激动
地说。

“疫情无情人有情， 让她们在这儿
吃好、住好，健健康康直至解除隔离，这
是我们的职责。 买个蛋糕算不了什么，
看到她们娘儿俩这么高兴、 这么激动，
我们自己也是非常感动，我们再多的辛
苦、再大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黎娟的眼
泪夺眶而出。

第四医健集团：太康隔离人员与妇
幼医生更亲密

“你们是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吗？ 那
太好了，来，帮我看看这腰上痒得很。 ”
“原来医生就说我有一大堆的内科病，

你来帮我看看吧！ ”太康县 68 名隔离人
员从 3 月 28 日深夜到郸城县海悦酒店
隔离时，得知自己由郸城县妇幼保健院
的医护人员照顾，心里的距离瞬间拉近
了。

“这 68 名隔离人员大多数是老人
和孩子，我们就需要提供更优质的妇幼
健康服务。郸城县作为国家级妇幼健康
优质服务示范县，其中体现的不仅是医
疗能力，更重要的是服务水平。 我们有
能力服务好每一位特殊的隔离群众。 ”
郸城县第四医健集团县妇幼保健院院

长亢国良说。
“我的肚子又疼了。 ”8310 房间的

陈巧丽和她 10 岁的孩子、70 岁的父母
都在这里隔离，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很
难适应封闭的环境。入住的第二天，老
人就开始各种不舒服 ，心慌 、胸闷 、腹
痛伴有明显的急躁和厌烦情绪。 老爷
子总是喜欢在夜里告诉医护人员自己

肚子又疼了 ，胸部又开始不舒服了，不
能按时排便了。

针对这种情况，郸城妇幼的医护人
员及时与老人沟通 ， 请专业的人员到
床边会诊 ， 排除各种器质性疾病之
后 ，判断老人的病在 “心 ”不在身 。 于
是，“话疗”成为了治疗老人疾病的最好
办法。

郸城妇幼的医护人员连续三天陪

老人聊到夜里 2 点， 以此治疗老人的
“心病”。面对这样的情况，陈巧丽深感
愧疚。医护人员总会说：“没事的，这也
是我们的父母 ，老人年纪大了 ，要多
沟通多关爱 ，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
的。 ”

8413 房间的齐花也是带着母亲和
12 岁儿子一起来到隔离点。 她母亲年
事已高 ，并且有内科疾病 ，入住的第
二天便开始腹痛 、腹泻 。 为治疗她母
亲的疾病 ，郸城妇幼医护人员排除各
种困难 ，检查 、会诊 、输液 、照顾饮食
起居 ，医疗后勤保障井然有序 。 “我们
做子女的也做不到这样 ，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你们就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一
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 ” 齐花激动地
说。

很多隔离人员知道李青丽等人是

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一大堆的妇儿
疾病问题都来了，发短信、发微信、回电
话……李青丽等人的“特殊诊室”忙得
不可开交。

为了进一步提升工作成效，郸城妇
幼医护人员迅速成立隔离点临时党支

部， 由副院长罗有启任临时党支部书
记，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责任和担当
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备受关爱的太康宝宝解除隔离
本报讯（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张洋

文/图）4 月 12 日， 太康县 519 名在
郸城隔离人员解除隔离、乘车回家。
在郸城县中医院定点服务的好宜家

集中隔离点， 一位抱着小宝宝的母
亲走出大门（如图），特别引人注目。

孩子的母亲叫刘某婷， 生活自
理能力较弱， 且没有照顾孩子的经
验。 在隔离期间， 中医院医护人员

为孩子准备了奶粉、 尿不湿、 婴儿
衣物等必需品，妇产科医护人员指
导孩子的妈妈正确为孩子喂奶 ，
儿科医护人员负责每天检查孩子

身体状况，中医院医护小组的护理
人员每天轮流护理。 经过大家的悉
心照顾，孩子的妈妈掌握了基本的
育儿技能， 小宝宝也越来越健康可
爱。

李全林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董鸿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110022岁老人解除隔离回家 太康隔离群众登车回家

鲜红的锦旗代表着太康人民的感激之情

医护人员为隔离人员送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