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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疫 一 线 人 物 速 写

新华社北京 2月 13日电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
出席。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突出重点、统筹兼
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继续把湖北省特别是
武汉市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武汉
市要多渠道尽快增加隔离床位供给，对
“四类人员”加速分类集中收治或隔离，
确保救治设备和防护用品向重症病例治
疗集中，保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孝感、
黄冈等病例多的地区要立即采取和武汉

市同等的排查、隔离、医疗救治等措施；
湖北省其他地市要加强防控和提高收治
能力等工作。全力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
新增医务人员需求，借助 19个省份对口
支援机制适当补充湖北省其他地市医务
人员。湖北省和武汉市要进一步强化离
汉离鄂通道管控，压实内防扩散、外防输
出属地责任。

会议指出，通过错峰等措施有效控
制人流，今年不会出现往年那样的返程
高峰。各地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要求，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运用“大
数据+网格化”等做好对密切接触者、有
风险人员查找监测，切实做好防控工
作。由各省份负责，对本省份各市特别
是县根据疫情情况进行合理分类，制定
差异化精准防控策略，视疫情形势有序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搞“一刀切”，
及时纠正偏颇和极端做法。

会议指出，有效的药物和救治是战
胜疫情的关键环节。要全力开展医疗救

治。建立全国诊治协作网络和病例库，
组织专家及时分析总结目前近 6000 例
治愈病例，进一步完善诊疗方案。对重
症和危重症患者进一步采取呼吸支持、
循环支持等治疗方式，并努力防止并发
症，加快探索推广有助于阻断轻症转为
重症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强化中西医结
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
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加快药物临
床试验，有效的要抓紧向救治一线投放，
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会议指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
继续协调做好疫情防控物力人力保障，
指导各地分级分区防控，帮助解决突出
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要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勇于
担责，切实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抓实抓
细抓落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 署 进 一 步 分 级 分 类 有 效 防 控
要求优化诊疗加快药物攻关科学防治

王沪宁出席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陈
聪、马卓言）记者从 13日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按
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加大政策协调和物资调配力度，优
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
长曹学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工业和信
息化部充分发挥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
保障组组长单位的作用，积极推动重点
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增能扩产，抓好重点
疫情防控物资的统一调拨，全力满足湖
北特别是武汉的疫情防控需求。根据统
计，截至 2月 12日，国内生产企业累计向

湖北运抵医用防护服 72.67万件，医用隔
离面罩和隔离眼罩 35.84万件，负压救护
车 156 辆，呼吸机 2286 台，心电监护仪
6929台，全自动红外测温仪761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一级巡
视员夏农说，国家发改委从迅速组织企
业恢复生产、大力推动企业扩能改造、保
障全产业链协调运行等方面采取措施扩
大口罩生产。截止到 2月 11日，全国口
罩产能利用率已达 94%；特别是一线防
控急需的医用N95口罩，产能利用率已
达到128%。

在医疗资源调配方面，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

说，国家卫健委坚决把医疗资源集中到
“抗疫”一线，从全国 29 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调集 2 万多名医护人员
组成 180 多 个医疗队支持湖北和武
汉。针对湖北和武汉重症病例多的问
题，增派的医疗力量当中有 7000 多名
重症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加大重症救治
力度。

郭燕红说，从 2月 7日开始，全国每
天治愈出院的患者达到 500 人以上，目
前累计治愈出院病例近 6000 例。治愈
出院的病人越来越多，是一个非常积极
的信号，说明新冠肺炎防治工作显现了
一定的成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加大医疗物资和医疗资源调配保障重点地区需要

“妈妈，你现在好点了吗？”5岁的
儿子通过手机视频关心地问道。2月 6
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感染四科护士郭
晨晨值完班，终于有空给家人拨去了
视频电话报平安。

这几天，网上热传一段视频，视频
中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在经
历高强度工作后晕倒在岗位上。视频
中的主人公是郭晨晨。
“没事，妈妈只是脚崴了，现在很

好，放心吧。”儿子尽管只有 5岁，但是

懂事乖巧，郭晨晨没有说出实情，不想
让儿子担心。

春节前夕，郭晨晨一家回到泰州
老家过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
延，她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是传染
科护士，有专业特长，一定要上！”郭晨
晨第一时间向医院递交请战书，与战
友们一同向武汉进发。

2月 3日下午 3时，郭晨晨和其他
队员一起进驻火神山医院，熟悉工作
环境，演练操作流程，开展环境维护，
做好收治患者的准备。

忙完，已是翌日凌晨 1时 50分，疲
惫的郭晨晨坐上了返回驻地的班
车。5 时许，郭晨晨与战友们再次出
发赶往医院，为接诊第一批患者做准
备。9时 20 分，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
病房外，身着防护服的队员们做好了
一切准备。不一会儿，10辆救护车载
着来自武汉各定点收治医院的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陆续驶入医院。

他们严格按转运要求，将患者接
到指定病房。从救护车停放位置到病
房，要经过一个斜坡，穿着防护服和笨
重雨靴的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推送
担架车和轮椅，确保患者转运平稳。

10时 05分，第 25位患者在郭晨晨
等人的转运下，顺利入住病房。就在
返回转运下一个病人的时候，郭晨晨
突然一阵寒颤，但意识尚清醒的她和
自己暗暗较劲：“再坚持一下！”

没过几秒，郭晨晨突然感觉眼前
一黑，双腿乏力，身子也随之往下倒。
一旁的队友见状立即将她扶靠在轮椅
上，第一时间将她送到病房。“快把防
护服脱掉，做一个详细检查。”队友们
急切地说。
“不，不用脱！”此时，郭晨晨慢慢

清醒过来，她摆摆手，“物资紧张，多留
一件是一件，歇一会儿就好了。”

郭晨晨晕倒的视频播出后，心疼
她的网友们纷纷留言让她休息。借助
媒体，郭晨晨感谢了网友的关心：“请
大家放心，我身体很好。”

医院领导劝她轮换下来好好休
息，郭晨晨谢绝了。经过短暂休整并
通过了身体检查后，她又投入到医疗
救治任务中……

（本报武汉2月13日电）

左上图：郭晨晨在工作中。

作者提供

火神山医院感染四科护士郭晨晨——

晕倒，起来继续战斗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特约通讯员 汪卫东

“快！患者出现呼吸衰竭，马上
抢救……”2 月 11 日上午，奉命驰援
武汉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第
900 医院急诊科主任张伟，带领武汉
金银潭医院南楼第五病区救治小组
成功使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化险

为夷。
“哪里最需要，哪里最危险，我就

去哪里！”在任务分工时，张伟请战去
任务最重的救治一线。在收治重症感
染患者的第五病区，面对医护力量配
属不足、防护用品供应不足等困难，他
主动承担起 20 余名重症患者的救治
任务。
“救治，场场都是硬仗。”一次，

一位 81 岁的患者呼吸病情持续加
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刚刚脱
下防护服的张伟得知情况后，又重
新穿上防护服扎进重症病房展开抢
救。

张伟深知，此时必须立即为患者
进行气管插管。然而，在插管过程中，
患者随时可能从气管中喷出分泌物，
且操作中需要和患者近距离接触，被
感染的风险很大。

患者生命高于一切。张伟凭借多
年积累的经验，在短短 3分钟时间里，

为这名重症患者实施气管插管。
之后，这名老年患者出现气胸症

状，张伟及时为老人进行胸腔闭式引
流手术。

在重症病区，考验一场接着一场，
张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
带领小组成员不断向前冲锋。

一位 43岁的患者被送至重症病区
时，神情非常紧张。张伟对她说：“我
是一名军医，我会竭尽全力让你战胜
病魔。”

为了这份承诺，在患者病情不断
恶化的情况下，张伟想尽一切办法，逐
步让她的病情趋于平稳。
“不抛弃、不放弃！”张伟和医疗团

队闯过一次次难关，与时间赛跑，与病
魔搏斗。

(本报武汉2月13日电)

左上图：张伟在工作中。

张文明摄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第900医院急诊科主任张伟——

救治，场场都是硬仗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张文明

本报武汉2月13日电 记者赖瑜
鸿、通讯员王湛文报道：“每日食谱要荤
素合理搭配，人员取餐尽量避免面对面
接触……”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专项工
作组赴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入住的 6家
酒店，深入了解医护人员生活需求，现
地查看饮食保障情况。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联勤保
障部队军需能源系统充分挖掘军民融
合优势和潜力，全力以赴当好“粮草
官”，为火神山医院提供源源不断的后
勤供应。

为确保一线医护人员心无旁骛投
入救治工作，联勤保障部队多次与武汉

市政府对接研究，反复推敲制订医院供
应保障方案；与酒店和餐饮供应商逐一
对接，认真把关审核每日食谱、取餐流
程、厨房环境等服务细节；积极协调武
汉市有关部门，采购配发 4万余件生活
物资。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被装、

给养物资需求不断增大。联勤保障部队
供应局受领紧急保障任务后，迅即启动
应急预案，确立“精准预判需求、快速响
应调配、即时直供到位、靠前跟踪服务”
的保障原则，在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
源局的指导下，采取超常措施，同步推进
请示报告和筹划协调，调运预储被装物
资22.4万套件、军用食品1.25万日份。

截至目前，他们已先后为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紧急供应自热食品 3538日
份，补充被装物资 3540件套，为火神山
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武汉市优抚医
院调配补充医生工作服、床单被褥等急
缺物资1.03万套件。

联勤保障部队源源不断为火神山医院提供后勤供应
“自主呼吸恢复正常，心率跳动

90次/分，脉氧 90%，他的免疫系统终
于又开始‘战斗’了！”2 月 10 日深
夜，在火神山医院的病房里，医护人

员经过全力抢救，终于将陷入呼吸窘
迫的危重患者老李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

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数值极低，心
跳快速心律失常，继之极度缓慢，呼
吸越来越微弱……感染 4科 2病区 3组
组长卢武生紧紧盯着患者的病情变化
和检查结果，分析判断着，眉头拧成
了“川”字。

当晚 21时许，卢武生查房时发现
老李寡言少语，接着陷入嗜睡状态，
再摸脉搏，几乎感觉不到跳动。

不妙！卢武生判定患者进入了呼
吸窘迫，病魔随时会夺走他的生命。
呼吸窘迫，是新冠肺炎的重症表现之
一，卢武生迅速为他实施心电监护，
开启供氧系统，并对症开出药方，一
滴滴“救命药”通过静脉进入患者体
内。

卢武生冷静平稳地把控患者吸氧
节奏，既不能急促导致缺氧，也不能
过缓让呼吸更窘迫。

尽管老李打起精神配合救治，但
是没过多久，他的眼睑又垂了下来，
手脚冷冰冰的，脸色变得苍白。
“老李，战胜病魔，靠医生护士，

也要靠你自己……”卢武生一边鼓励
他挺住，一边与护理人员共同帮他活
动四肢，加快血液循环……

渐渐地，老李的心跳变得有力起
来，自主呼吸逐渐恢复，脸色也开始
红润起来，他终于转危为安。

窗外，天色渐亮。卢武生拍了
拍酸痛的腰，长长舒了一口气，这
才发现已在不知不觉中过了 9 个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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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本报武汉2月13日电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孙先鹏报道：2月 13
日下午，经过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科学有效的救治，7名新冠肺炎患者
康复出院。这是火神山医院首批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首批出院的 7名康复者为 3名女性和 4名男性，年龄最大的 66岁，
最小的 33岁。2月 4日转入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时，他们均有不同程
度的发热、乏力、干咳症状。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他们的症状逐
渐消失，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达到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确定治愈。

今天下午 4时许，7名康复者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依次走出感染七
科一病区。“感谢解放军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这些天得到了他们无微
不至的照顾，给了我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一名患者激动地说。

据悉，截至 2月 12日，火神山医院收治确诊患者超过 1000人。目
前，医院正不断加大对重症患者的收治力度，除两个重症医学科收治
外，普通科室也开始适量收治病情较重的患者。同时，在确保患者安
全的前提下，医院在各科室适当增加床位，组建新的综合科、增设新病
区，最大限度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左图：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给出院患者献花。

本报记者王传顺摄

火神山医院首批7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田
晓航、陈炜伟）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了解到，截至 2月 12日，国家卫健委共
派出 189支医疗队、21569名医护人员支
援湖北省的医疗救治工作。

另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湖北
省和武汉市医疗救治工作的支持，2月
12日，天津、河北、山西等 17个省（市）、

自治区共计 2897人（其中医生 1003名、
护理 1681名、其他管理等专家 213名）赴
恩施、神农架林区等 16个武汉外市州开
展对口支援工作。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武汉重症
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2月 12 日，组建
由四川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等 11 支医疗队整建制接管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肿瘤
中心 10 个重症病区和 1 个重症监护
室（ICU），组建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扬州市、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共 10
支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
院 9 个 重症病区和 1 个 重症监护室
（ICU）。 21 支医疗队共计 3170 名医
护人员。

国家卫健委

已派出189支医疗队两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