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勠力同心战“疫” 守得春暖花开
———我市抗击新冠疫情三年综述

记者 刘伟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
新历掀来一页红，开元晨始曰光浓。 新

年钟声就要响起。
早晚高峰， 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开始堵

车；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大型商超
内人头攒动，公园内游人如织；夜幕降临，
五一路小吃街叫卖声此起彼伏， 中原路大
桥热闹非凡……

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集中发

热后，在这场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虽
历经痛苦， 但曙光已现。 一切的一切，都
预示着生活又回到了三年前的状态。

三年疫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注定是无
法忘却的岁月。 回首过去近三年时间，我们
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经历了
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

面对大考，周口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
整疫情防控措施，党员群众众志成城，坚定
不移开展抗击疫情斗争， 从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医护人员零感染、 市内治疗零死
亡的“双零”战果到筑起了疫情防控严密防
线，终于守得春暖花开。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艰难 ，更彰
初心。 回首近三年抗疫历程，真可谓千磨
万击还坚劲，越是艰险越向前！ 2020 年，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周口市委、
市政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捍卫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定
信心 、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 ，团
结带领全市上下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科
学决策 、迅速行动 ，早部署 、严管控 、稳大
局 ，大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
战、阻击战，筑就了坚强稳固的防线。 全市
卫生健康系统冲锋陷阵，广大医务人员奔
赴防控第一线，不忘为人民群众谋健康的
初心， 牢记为全市人民保平安的使命，始
终坚持战斗在战 “疫 ”一线 ，突出 “早 、严 、
稳”，最大限度控制发病率，疫情防控工作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作为全省第二大千
万人口大市 、第一劳务输出大市 ，全市仅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76 例 ， 发病率全省最
低，市内病例治愈率达 100％，未发生院内
感染现象。

2020 年 1 月 20 日 ，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电视电话会议后 ，市委 、市政府连夜
召开专题会议 ，及早建立组织架构 ，成立
了由市委书记任总指挥、市长任第一副总
指挥的周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又迅速成立 7 个专项工
作组、13 个督导组及 5 个专家组， 明确职
责分工 ，立即开展工作 ，及早指定周口市
传染病医院等 10 所市县定点救治医院 、
17 家后备定点医院，落实全市应对疫情的
可使用床位数 1238 张 （定点医院 458 张，
后备医院 780 张 ），隔离病房 198 间 ；市县
两级医疗救治专家组 56 组 214 人 。 按照
“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 、集中救
治”的原则实施治疗，真正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 我市相继
采取“一个提高、两个全力、三个管控、四个
强化”“十个抓实抓细”和“五个全部”的具
体措施， 确保每个阶段方向明确、 任务明
确、重点明确。同时，成立市、县、乡、村四级
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层层压实责任，全力以
赴做好应急值守和防控救治工作。 抽调市
卫生、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人员，成立工
作专班，集中地点办公，加强指挥调度。

为稳定大局， 我市先后采取强化资金
保障、医疗保障、生活保障、复工复产保障
等措施，以稳一线人员、稳群众情绪、稳物
资供应、稳社会局面。 强化资金保障。 市财
政先后下拨 27385 万元，用于全市各级政府
部门疫情防控，卫生医疗机构、疾控机构防
护物资购置， 负压隔离病房升级改造等相
关工作需要。强化医疗保障。2020 年 1 月 20
日部署后，各级医疗机构立即对接供货商，
订购储备医疗物资；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物
资保障组购买和领取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调

拨的 N95 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急需防控
物资，购置负压救护车 13 台，建负压病房
床位 152 张。 及早动员驻外地党支部、驻外
商会、 社会成功人士和爱心人士积极发挥
作用，捐助募集医疗物资。 接收分发省市红
十字会、省慈善总会捐赠的 KN94 口罩、防
护服、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物资，保障了一
线医务人员和卡点检查人员的工作需要。

强化生活保障。 加大对药店、超市的排查力
度，加强口罩、酒精等防控物资和米、面、油、
肉、蛋、奶等食品价格的监管，确保市场供
应稳定， 维护市场秩序。 强化复工复产保
障。 坚持“两手抓、两不误”，科学调配力量，
统筹做好经济运行、项目建设、农业生产等
各项工作。

在这次抗疫中，我市 45 名同志被省委、
省政府表彰为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段雪亚、王国辉被中共中央、国务
院、 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

在固守本土的同时， 我市医护人员充
分发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以临危不惧、 义无反
顾、舍己救人的责任担当支援四面八方。

2020 年 2 月 7 日，农历正月十四，当很
多人准备在家团圆的时候， 周口市第一批
医疗队逆行出征、支援武汉。

2020 年 2 月 21 日， 周口市组派 71 人
的重症医疗队伍驰援湖北， 该医疗队年龄
最大的 50 多岁，最小的仅 23 岁。

2021 年 8 月 16 日， 周口市组织 100 余
名医务人员支援商丘核酸检测工作。

2022 年 3 月 16 日上午，周口市疾控中
心在 3 个小时内迅速抽调市、 县 30 名优秀
流调队员集结出征， 驰援吉林省长春市净
月和宽城两个疫情重灾区， 为吉林抗疫胜
利作出了周口贡献。

2022 年 4 月 3 日， 周口市医疗队支援
上海核酸采集工作， 坚守 52 天履行使命担
当，全力守“沪”。

2022 年 5 月 5 日， 周口 650 名医护人
员连夜驰骋郑州……

疫情三年， 我市广大医护人员在核酸
采集、患者救治、异地抗疫支援等方面承受
了难以想象的压力，白衣执甲，每个逆行者
都是英雄。 无论是千里驰援吉林的项城市
疾控中心王春霞刚下飞机就收到了母亲离

世的消息但仍坚守抗疫一线， 还是对着手
机里母亲的遗照一次次叩首的周口市中医

院护士田娜， 他们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持
久战斗中， 用自身的光芒温暖我们， 并引
领、陪伴我们前行。

接种疫苗是最有效最经济的疫情防控

手段。 2020 年 12 月中旬，国家启动重点人
群疫苗接种工作后， 我市迅速组织开展疫
苗接种工作。 2021 年 1 月 12 日，我市首批
1800 支新冠病毒疫苗在太昊路预防接种门
诊开始接种。 2021 年 3 月 26 日，按照相关
部署要求， 我市有序扩大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范围，18 岁以上及 65 以下人群作为目标
接种人群。 2022 年，我市全面推进 60 岁以
上老年人加强免疫接种和 3 岁～11 岁儿童
免疫接种，确保应接尽接、应种尽种，持续
筑牢免疫屏障。

2022 年 12 月 2 日，周口市开始接种第
二剂次加强疫苗， 要求在第一剂次加强疫
苗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 岁以
上老年人群、 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
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疫

苗接种。
截 至 2022 年 底 ， 全 市 累 计 接 种

1934.77 万剂次 ，3 岁～11 岁儿童第二剂次
接种率 87.93%，60 岁以上人群全程接种率
93.82%。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为我市抗疫
工作赢得了时间， 赢得了抗击疫情的主动
权，赢得了抗击疫情的优势，赢得了抗击疫
情的信心。

常态化疫情防控后， 我市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 、生命至上 ，以 “外防输入 、内防反
弹”为总策略，以“动态清零”为总方针，健
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
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 守住了不出现疫情
规模性反弹的底线。

周口市委、 市政府坚持把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市委、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 深入一线检
查指导，确保全方位全时段压实责任。 完善
防控指挥体系， 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指
挥长，成立 14 个工作专班，调整组织架构，
充实工作人员，加大防控力度。 建立扁平化
指挥体系， 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 “一办六
部”实行 AB 班运行机制，实行实体化、实战
化、实操化运作，全天候全要素值班值守，
坚持日调度会商、 日分析研判和日报告零
报告， 强化统筹协调、 信息报送和督导检
查，确保了指挥系统指挥有力、协调有序、

运转高效。 在 12345 市长热线开设疫情防
控咨询投诉专席，抽调 36 名专业人员“7×
24 小时” 为群众提供疫情防控咨询和投诉
服务，全面助力疫情防控。 各级各部门强化
统筹指挥和组织指导，配足工作力量，健全
完善市县一体、 上下联动的重点地区来返
周点对点闭环转运、 重点人员区域协查和
电子卡口等工作专班运作机制， 足额储备
配备防控物资、流调队伍、隔离房间，全方
位、 全链条提高应对疫情组织能力和响应
处置能力。

坚持“48 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场所码
全覆盖”。 始终把常态化核酸检测作为及早
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潜在风险的关键有效手

段，坚持城区 2 天一轮、农村 4 天一轮的常
态化全员核酸检测， 在城区构建 15 分钟便
民核酸检测采样圈， 主城区 （县城区 ）每
3000 人设置一个固定采样点， 共布设采样
点位 785 个，确保应检尽检、愿检尽检、不漏
一人。 充分发挥电子围栏作用，推进“周到
办” 场所码全覆盖， 全市各类场所均布设
“周到办”场所码，确保“一门一码”，设置专
人督促提醒进入人员完成扫码并查验，规
定时间内未取得核酸检测证明的人员不得

进入重点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目前
全市累计审核通过 “周到办” 场所码 32.65
万个，累计扫码 2.28 亿人次。

压实基层网格责任， 强化外来人员报
备管控。 始终把网格化管理作为打通疫情
防控“最后一公里”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建
立健全县、乡、村（社区）、网格四级疫情防
控工作网络， 设立网格化管理工作组 ，以
30～50 户为基础网格， 设立 1 名网格员；建
立县、乡、村三级日报告工作台账，实行日
报告、零报告制度。 网格员严格实行“一天、
两巡、三查、一宣传、一报告”制度，通过网格
化管理平台，切实强化来（返）周人员报备
核查管控，同时结合“爱家乡、护亲人、保安
全、作贡献”主题活动，做实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全员核酸检测组织、生活物资采购等
日常服务管理工作。 目前全市共有县级网
格 13 个、乡级网格 214 个 、村级网格 5123
个、基础网格 88878 个，构建了全覆盖无死
角的疫情防控网格体系。

坚持疫情防控和企业（项目）生产经营
双线契合，以“四保”企业白名单制度为抓
手，全力做好 2984 家工业行业、交通运输、
商贸流通、文化、旅游业和重点项目等白名
单企业防控服务保障工作， 确保应急状态
下白名单企业不停产、项目不停工、商贸不
停业、物流不停运，重点物资有序中转、供
应稳定，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2022 年，太康疫情于 15 天内实
现社会面清零，累计报告阳性病例 251 人；
沈丘、郸城、项城系列疫情于 7 天内实现社
会面清零，累计报告阳性病例 62 人 ；沈丘
疫情于 3 天内清零，实现了快速“圈住 、封
死、捞干、扑灭”目标，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
胜利。

2022 年 10 月底以来，我市采取坚决果
断措施，全方位、多举措有序做好郑州航空
港区重点企业返乡人员服务管理和郑州返

乡大学生管控工作， 有效管控富士康返乡
人员 9656 人， 累计报告核酸检测异常人员
2281 人，以快制快，及时发现、处置本地散
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做到发现一起、扑灭
一起 ， 累计报告本地核酸检测异常人员
14131 例，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不
失控、 不外溢的底线， 持续守牢了周口阵
地。 扶沟县（常态化核酸检测发现 1 例）、川
汇区（由西藏返回川汇区 2 例）、郸城县（由
河北石家庄返回郸城 1 例） 三起输入疫情
均实现了及早发现、快速响应、果断处置，
未造成社会传播，用最短时间、最小代价扑
灭疫情， 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
环境。

疫情三年来， 无论是太康疫情还是沈
丘疫情，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卫生疾
控部门都是第一时间采取“圈住、封死、捞
干、扑灭”的清零政策，是千千万万抗疫人
员日夜不休为全市人民筑起了一道道坚固

屏障。 他们是医生、护士、基层干部、志愿
者、民警......无论是“志愿红”还是“抗疫蓝”，
每个人都是抗疫先锋， 用自己的勇气和担
当，成为这个特殊时期一道最暖心、最靓丽
的风景线。

为积极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价值， 落实

中医药预防措施， 做好中医药疫情防控工
作，周口市各级医院大力响应国家、省、市
卫健委号召，参照国家、河南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及时熬制、
配备预防性中药，免费发放给医护人员、被
隔离人员、一线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让他
们应服尽服。 在助力周口疫情防控工作中，
中医药成为周口市抗疫工作的一大特色和

亮点。
疫情发生后，周口市中医院积极行动，

成立周口市中医药医疗救治小组， 要求在
全市疫情隔离点人员均要服用中药预防新

冠肺炎， 每个隔离点配备一名中医医师指
导用药，同时参与隔离人员的健康观察。 该
院先后形成并发布新冠病毒预防方、 治疗
方、康复期管理处方专家共识。

各县市区中医院先后组织召开中西

医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会议，讨论并拟定
了中医药预防新冠肺炎处方，组织人员积
极赶制中药防疫汤剂，在医院内、工地、高
铁站、 街头设立免费防疫中药茶饮用点 。
制剂中心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熬制中药防

疫汤剂 ，加工防疫中药茶 ，设立预防新冠
肺炎中药爱心茶点，为群众及来院就诊患
者免费提供 ， 做到中药预防汤剂愿服尽
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的独特优势。

2022 年 11 月 11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发布 《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将风险区调整
为“高、低”两类，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
栋为单位划定；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取消
入境航班熔断机制……

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发布后 ，我
市紧紧围绕 “三个坚持 ”，坚定贯彻 “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
要求 ，不断压实四方责任 ，提升科学精准
防控能力 ，优化调整防控措施 ，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着力营造安全
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及时优化细化
防控措施，出台了“六大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 ，一体推进启动高速路卡口建设 ，创建
“零疫 ”村 （社区 ），发热门诊建设 ，方舱医
院、医学观察点、黄码医院建设，集中隔离
点建设 ，核酸检测能力提升 ，进一步完善
防控体系。 出台了《周口市常态化疫情防
控 “232”防御处置技战法 》，围绕 “两快速
三精准两强化”， 指导涉疫县市区深入细
致开展流调 ，坚持大圈小封 、及时划定风
险区域、“先社会面、后封控区”，合理安排
核酸检测，确保快追快隔、快速捞净，持续
守牢了周口防控阵地。

按照方舱医院每个县市区 600 张以上
床位，医学观察点每个县（市、区、经开区、
示范区、港区）建设 300 张，黄码医院每个县
市区 1 所、床位 100 张以上，每个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建设发热门诊或
发热哨点的要求，全市建成方舱医院 14 个，
拥有床位数 6719 张（缺口 244 张），医学观
察点 18 个、 床位数 3707 张， 黄码医院 13
个、床位数 1339 张，199 个乡镇卫生院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发热门诊 65 个、发热
哨点 132 个，切实提升了防控基础能力。 将
居家隔离服务管理作为疫情防控 “主战
场”，规范居家隔离服务管理，严防疫情扩
散蔓延，市、县、乡分别召开居家隔离防控
工作专项培训会议，出台《周口市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告知书》《居家健康监测告知书》《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工作责任书》和《居家健康
监测工作责任书》，实行居家隔离人员 “两
明确一台账”工作方法，落实“5+1”（街道包
村领导、 社区包村干部、 小区干部 （网格
员）、街道医生、社区（村）医生、重点户关照
员） 包保管控， 确保居家隔离人员足不出
户、保证供应、保障就医。 压实各专班各行
业部门职责， 制订完善行业部门不同状态
下的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 指导监管领域
建立一校一方案、一院一方案、一企业一方
案、一项目一方案等，做好监管场所应急状
态下的切块管理工作， 持续筑牢行业单位
防控安全屏障，细化重点人群保障机制，形
成联防联控合力， 减少疫情对生产生活的
影响。

“生命重于泰山。 ”实施“新十条”和“乙
类乙管”以来，我市围绕“保健康、防重症、强
救治、优服务”，细化、实化、具体化各项措
施，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全面加强医疗保障能力建设，突出做好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 最大
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随着防疫措施的不断优化， 疫情防控
的重心从预防转向治疗， 我市各大医院也
及时调整了应对策略，在保障急诊、发热门
诊病人收治的同时， 各科医护人员随时动
态调整，确保病人应收尽收，扩容、新增病
区提高收治能力，增设重症病室，用于收治
感染新冠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保障重症病
人的救治，全力保障“一老一小”和急危重
症患者医疗救治， 兜住医疗救治和生命保
障底线。

压实各县市区书记、 县市区长牵头职
责，制定以县为单位的农村地区应对疫情高
峰的专案，明确了县、乡、村三级党委的组织
领导责任和两级政府的主导防疫责任。 以
村为单位建立了 65 岁以上老人、 婴幼儿和
外出务工人员信息台账， 以三个信息台账
为基础， 利用网格化管理体系和签约医生
服务团队，建立高龄老人、孕妇、婴幼儿和有
基础病人员包保责任制， 每天电话问诊、入
户巡诊， 尤其是对独居老用户实行一对一
管理，构建全时段、全覆盖管理责任体系，做
到应管尽管。 对农村敬老院、福利院等特殊
场所，执行一院一专班内部分区管理和封闭
管理，统筹做好感染者转运、医疗救治、生活
服务保障等工作。 对没有感染的 60 岁以上
老人进村入户上门接种，做到应接尽接。

为提升分级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对全
市 7458 个村卫生室医护人员开展了两轮专
业化培训， 为村卫生室配备血氧仪等检测
救治设备，保障村医用药。 全市所有乡镇卫
生院均开通了发热门诊， 设立了临时观察
区，利用医共体体系开展互联网诊疗，县级
医院为每个乡镇派驻一个医疗救助团队 。
全市县级医疗机构新增 ICU 床位 322 张，
总量达到 1298 张，新增医护人员 348 人，总
人数达到 1690 人，新增呼吸机 39 台，总量
达到 592 台。 在原呼吸科基础上，综合心脑
血管、消化等科室的床位资源，确保应收尽
收，同时以呼吸科专家为主，成立专家团队，
对整合的科室进行指导会诊，提升整体技术
能力。 以救治危重病人为主，依托市中心医
院、中医院、儿童医院，通过紧急扩容，新增
ICU 床位 238 张，总量达到 557 张，新增医
护人员 202 人，总量达到 754 人，开辟绿色
通道，购置呼吸机 97 台，总量达到 250 台，
使危重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建立以县
为单位的转诊绿色通道， 经签约服务团队
接诊的重症和有可能发展成呼吸系统疾病

的人员直接转入县综合医院， 做到应转尽
转， 对危重病人及时转运到市级医院进行
救治。

为全力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周口市多措并举统筹医疗服务资源，先
后紧急采购 33 万片布洛芬， 免费向市民群
众发放；全面加强发热门诊、重症救治力量
配备，优化救治、转诊流程，强化医护人员培
训，持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充分发挥
市域一体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机制作

用，有序有效推行分级诊疗，全面开展网上
诊疗服务， 确保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
诊所、 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正常开展
接诊、救治；组织 17 名本地中医医师结合实
际，发布新冠肺炎中药推荐方剂，通过医共
体建立中药制剂保供点、 医疗服务指导点、
便民服务点、饮用点，满足群众使用中药的
需求。

“周口市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 ， 持续提高新形势下疫情应对保障能
力 ，持续发挥好紧密型医共体市 、县 、乡 、
村四级高效协同优势 ， 强化医疗资源扩
容 ，加大药品供应力度 ，满足群众看病就
医需求 ，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最大限度
保障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胡
国胜表示。

“摧伤虽多意愈厉，直与天地争春回。 ”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也是一场必须打
赢的战争。 三年来，疫情反复、多点散发，考
验着每个人的安全意识和大局意识， 也考
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和治理水平。 面对疫
情，我市坚持平战结合，严格做好患者的分
诊分流和风险管控， 建立了中西医联合会
诊、联合救治机制，全市人民同舟共济、心手
相牵，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
出优秀答卷。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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