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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您好，是马女士吗？ 我是疾控
中心的流调人员。 请问您在老家吗？ 现
在是集中隔离还是居家隔离？ 目前有
没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 ”1 月 17
日 10 时 30 分，来自项城市疾控中心的
流调人员刘杰和张山花 “搭档” 在一
起，一个拨打电话，另一个进行电脑录
入， 正在对一名从外地返项的阳性物
品密接者马某某进行电话流调， 两人
工作中配合的十分默契。

此时，在项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数
据核查流调大厅，20 多个流调小组的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1 月 4 日以来， 由 50 多人组成的
流调队伍每天都在与病毒“抢时间”。他
们或对上级发来协查函上的相关人员

进行电话流调，或对大数据筛查出的从
中高风险地区返项人员进行电话核查，
“流调+核查” 的人数少则一两百人，多
则六七百人，不分昼夜，忙碌不停。

在这里， 流调工作具体怎么开展，
核查应该怎样进行？ 1 月 17 日，记者来
到项城市“疫”线流调人员身边 ，为大
家了解这项工作打开一扇窗口。

与时间赛跑 4 小时内要完成初步流调

对于流调，大家或许并不陌生。 “流
调”全称叫做流行病学调查，就新冠疫
情来说，就是流调人员要对确诊患者进
行流行病学调查，详细了解他们的旅居
史、接触史、暴露史和既往史，尽全力排
查传染源，寻找传播途径，判定和追踪
密接者，做到应控人员百分百管控。

在疫情防控中，除了要对确诊患者
进行流调外，有时候，还要对密切者进
行流调。

“我们是 10 时左右接到的协查函，
要对一名从外地返项的阳性物品密接

者马某某进行电话流调。 按照规定，我

们要在 4 小时内上报其行动轨迹，也就
是初步流调， 然后在 24 小时内上报详
细的流调报告。”时至 12 时 20 分，刘杰
和张山花仍在一起埋头撰写流调报

告。
对于曾经参加过扶沟县疫情流调

工作的刘杰来说， 虽然她已经拥有丰
富的流调经验， 但要和同事一起流调
一个密接者，仍须花费一番功夫。

首先，她们要在第一时间与协查函
上的密接者进行电话联系， 详细核查
其返乡时间、去过什么地方、接触过什
么人、是否正在隔离、目前身体状况如
何等情况， 然后将一个个相关联的线
索串在一起，进行研判分析，最终确保
信息准确无误。

在打完电话以后，她们必须在 4 小
时内上报密接者的行动轨迹以及次密接

者人员名单， 以便疫情防控人员及早采
取有关措施。 此外，她们还须在 24小时
内撰写一份严谨的流调报告进行上报，
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般来说，电话流调只是其中方式
之一，如果流调工作顺利的话，至少需
要 1 个多小时时间，中间会向多个人不
间断打电话核查情况。 如果一时联系
不到密接者， 流调人员会立即穿上防
护服， 协同民警等第一时间赶到密接
者所在地进行面对面的现场流调。

“只要接到协查函，我们就是不吃
不睡，也要争分夺秒完成流调任务。 因
为， 多耽误一分钟， 就可能多一份危
险。 ”刘杰说。

被拒是常事 核查电话一直打不停

流调是一个相对科学规范且繁琐

的过程。 在这里，流调人员除了执行电
话流调任务外， 更多执行的是对来自
中高风险地区返项人员的核查任务。

相对流调来说，核查主要由大数据
提供的人员名单， 对来自中高风险区
的返项人员是否正在进行隔离， 是否
做过核酸检测， 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
等情况进行电话核实， 然后进行信息
录取和上报。

“每天需要电话核查的人数最多
时 700 余人 ， 最少时也有 100 多人 ，
平均每组流调人员一天的工作量达

到 20 多人 。 ”在此负责大数据信息
汇总的工作人员种俊晨说 ， 他在这
里已经坚守了两周时间 ， 每天见到
的都是流调人员不停拨打电话的场

景 ， 对方挂断电话等被拒情况在这
里都是常事 。

当日，第一次参加流调工作的刘建
伟和赵铁团“搭档 ”在一起 ，他们分到
了 23 个人的核查任务。其中，刘建伟负
责拨打电话，赵铁团负责录入信息。 他
们一开始工作， 就体验到了这份工作
的不易。

刘建伟说，有些人的电话一次打不
通，就需要打上好几次；有些人的电话
打通了，没说几句话就会被挂掉，还需
要再打；更有甚者，有些人直接就把电
话挂掉了……

就这样，直到任务结束，刘建伟只
记得不停地拨打接听电话， 却早已记
不清拨打接听电话的次数了。

不过，让流调人员欣慰的是，随着
疫情防控意识的深入，在核查工作中，
理解配合的人越来越多，排斥、抵触情
绪的人越来越少， 更多群众会在核查
后对他们道声感谢和辛苦。 ②15

走近项城“疫”线流调人：

忙于“流调 +核查” 电话一直打不停
□记者 张志新 文/图

������近日，家住淮阳区的热心读者小薛
向本报反映，自己感冒多日，但是不了
解现行疫情防控背景下到医院就诊的

相关情况。 接到读者求助后，本报记者
专程前往淮阳区，以普通市民的身份陪
同该读者前往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就

诊，并借此机会了解当前疫情防控背景
下市民群众赴医院就诊的相关政策。

在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在查看了小薛和记者的健康码、行程码
“双绿码”和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后，建议
小薛先到发热门诊筛查。 得知小薛未出
现发热状况，且不是从中高风险地区来
周返周人员后，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及
时指引小薛前往普通门诊就诊。 因小薛
出现咽喉肿痛等症状，普通门诊的导医
又将小薛引导至耳鼻喉科就诊。

在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二楼

的耳鼻喉科 ，住院医师单力接诊了小
薛 。 在查看小薛的健康码 、行程码和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听完小薛对自己
病情的描述后 ，单医师初步判断小薛
是由上呼吸道感染引发的急性咽炎 ，
并建议他做一个喉镜检查 。 检查结果
显示 ， 小薛的鼻咽喉部出现多处水

肿 ，符合上呼吸道感染引发的急性咽
炎症状 。 随后 ，医生为其开了口服药
和喷剂 。

“最近由于天气变化 ，不少群众出
现了轻微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等症状，因
为担心去发热门诊会被隔离或交叉感

染，未能及时就医导致病情加重，这样
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特殊时期，为保证
患者和他人的安全，一般不明原因发热
的患者需要先经过发热门诊筛查，排除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可根据情况到普
通门诊就诊。 ”单力说。

相关链接：
春节临近，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到了

最吃紧的阶段，普通市民患病时应如何
就医？ 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什么样的病
症需要立即就医？ 周口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工

作人员提醒，疫情期间，患者如到医院
就医，一定要佩戴口罩。 如果是在一般
门诊就诊，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即
可。 如果去发热门诊就医，建议佩戴医
用外科口罩，并尽量乘坐私家车，不要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患者出现以下情况 ， 应立即
就医。 一是内科急症，比如说老年人，
因为天气变化、室内外温差较大，既往
有糖尿病或冠心病基础的人易诱发心

梗，危及生命。如果老年人或者有基础
疾病的人突然出现心慌、头晕、胸闷等
症状， 一定要马上就医。 二是外科急

症，如急腹症，出现这一类突发肚子剧
痛问题，一定要立即去医院就医。第三
种是儿童发烧。 这个时期病毒比较活
跃， 容易出现各种呼吸道疾病或者手
足口病等， 最明显的临床表现就是发
烧。儿童的疾病发展很快，必须立即就
医。 ②15

小薛就医记
□见习记者 沈铎

流调人员正在进行电话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