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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黄冈2月24日电 今天，由我省

捐赠价值73万元的两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核酸检测关键设备，连夜运抵黄冈，并投
入使用。

2月23日，省对口支援黄冈疫情防控
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由于筛查人群范围的
扩大，黄冈市原有检测检验能力，已跟不
上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急需两台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的关键设备——— 核酸提取仪和

荧光定量PCR仪。
特事特办，务实高效。指挥部紧急指

令省疾控中心联系厂家备货，省工信厅对
接对口支援黄冈疫情专用物流通道，分别
从青岛、济南两地调拨，并于当晚11：00
从济南连夜启程，奔送黄冈。各个环节均
以满足前方需要为第一要求，齐心协力、
密切配合，确保以最快的速度、高效完成
设备的紧急调拨、采购、运输等工作。

今天上午10：00，两台价值73万元的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关键设备——— 核酸提
取仪和荧光定量PCR仪顺利运抵我省专
门在黄冈设立的山东接驳站，并经紧急
安装调试后，于今天下午投入使用。

病例的快速筛查检测是实现“四早”
第一早——— 早发现的关键。据山东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临床观察所所长王
连森介绍，作为疫情防控、病例筛查的基
础关键设备，这两台仪器的投入使用，将
使黄冈市咽拭子核酸检测能力提高25%

以上，能够大大缓解当地的样本待检压
力，明显提升对疑似病例、发热病例和密
切接触者的快速甄别速度和效率。通过
流行病学调查，追溯感染来源，追踪密切
接触者，并尽早对这些人群采取有针对
性的管控措施，加强确诊病例的集中救
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有效阻断病毒传
播链，为当地疫情防控，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也为黄冈市疫情拐点的早日到
来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

□ 本报记者 李振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先后派出12批医
疗队奔赴湖北。山东医疗队在当地工作情
况如何？患者救治情况怎样？前线工作有
怎样的感触？日前，记者电话连线我省第
七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领队之一、青岛市市
立医院副院长李永春。

李永春介绍，我省第七批援助湖北医
疗队于2月9日抵达湖北武汉，这批医疗队
分为两支分队，一支是由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组成的“青岛一队”，另一支是由李永
春任领队、青岛市级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
“青岛二队”。经过一天培训，“青岛二
队”于11日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1区9楼重症病
房。病区配置50张床位，主要收治重症危
重症患者。

来到千里之外的武汉，医疗队面对的
第一关是适应环境。李永春介绍，刚接管
病区时，医疗队对当地医院、病区、病人
的了解还不够，同时，青岛二队是由5家
医院的医务人员组成，队员之间也需要熟

悉和磨合。“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无
论是接管病区，还是进隔离病房，都是党
员带头冲在最前面，起到了先锋示范作
用，一周内迅速磨合适应了新环境。”李
永春说。

“青岛二队”不断根据实际调整工作
模式。据介绍，最初他们采取的是一天4
班倒的工作模式，运行两天后发现，6小
时一轮换导致医务人员花在穿脱防护服上
的时间过多，浪费人力、时间和防护资
源。后来调整为一天3班，既能满足临床
需要，也节约资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
护人员的感染风险。在管理方式上也在不
断创新。以往对住院患者的管理，是一个
高年资医生带领团队管理一组病人，但重
症新冠肺炎患者需要投入更大的监护力
度。因此他们提出对病人的网格化管理，
在每位医生主管2个病人的基础上，横向
每个值班医生负责12-13个患者病情变
化，纵向向下一组医生“点对点”交接所
管12-13位病人，实现了患者的全面立体
化管理，提高了医疗效率与质量安全。

“现在工作顺畅了很多，进入了常态

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状态。”李永春
表示。常态化主要是指病区管理，流程
齐全且相对固定；规范化是从对患者管
理的角度，医疗质量有了更进一步提
高；精细化是指根据病人的不同特点，
“一人一案”给出个性化的治疗。2月
21-22日，“青岛二队”对在床的50名
患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摸底梳理，主要
是根据CT影像资料、患者的临床表现
等对患者基本情况进行判断，并根据其
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调整。

经摸底发现患者恢复情况良好。50
名患者中，48位患者已处于恢复期，其
中还有四五位符合出院标准，2月23日
已有两位患者顺利出院。另外2个重症
病例都是从前期的危重状态慢慢恢复到
目前状态，情况也在改善。

据了解，目前光谷院区驻扎了包括
山东、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
等六个省市的17支医疗队。众多医疗队
集中在一家医院，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开
展工作的？

“有统有分，联合作战。”李永春

介绍。每个医疗队接管的病区，病人管
理各自负责。同时，17支医疗队统一在
同济医院的协调调度下开展工作。比如
病人需要进行CT检查、核酸检测，需
要各类药品等都是医院统一提供。对于
危重症患者，比如心脏功能不好或需要
血滤等，医院会及时协调会诊团队。此
外还建立了疑难危重症病例讨论制度。
每天下午3点，整个光谷院区的各支医
疗队专家都会聚在一起讨论病例。这种
联合作战的模式能够集中团队智慧和力
量，为危重症患者拿出最优的方案。

谈及在武汉工作的两周，李永春表
示，最大的感触是对湖北同行的敬重。
他说，最初接管病区，外科、心内甚至
辅助科室的医生都在这里救治病人，可
见当地医护人员已经是全员尽出，这种
付出让人感动。当地对山东医疗队的支
持也是倾尽全力。“所有人群策群力抗
击疫情的氛围让我们备受鼓舞。”李永
春说，相信通过全国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迎来战“疫”胜
利的那一天。

□ 本报记者 王凯

2月24日，黄冈市卫健委公布的最新
新冠肺炎疫情速报显示，新增确诊病例为
0，累计病例2904例；出院病例119例，累
计出院病例1659例。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病人量持续减
少，医疗资源进一步整合。由山东医疗队
（第一批）率先开辟的南楼四层病房关
闭，全体医护人员撤离，有序异地安置休
整，现有32名住院患者全部转至其他病区
继续接受治疗。

山东省立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冀赛，23
日接到撤离通知，下午便召集大家安排转
运病人的各项分工，几乎涉及所有的步
骤、细节和内容。

24日8：00，冀赛乘班车到医院，又
将昨天的流程核对一遍，和队友一起进入
隔离病房，开始转运病人。先转病情轻
的，由护士引导着，一趟2-3人，拎着脸
盆、暖瓶、衣物等生活用品步行。冀赛第
一趟送的是两位女患者，她们一边走一边
夸赞山东医疗队技术好，感谢山东人，说
着禁不住流下泪来。最后转重症的，几位
队友一起用床推着，有种仪式感。

1月28日晚，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收
治第一批病人，冀赛当班。下午4：00进
场，为接收病人作最后的准备。一切事
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完成，大到建章
立制、设计流程，小到物品搬运、打扫
卫生，都是跟队友们一起一点点“施
工”。

病人入住后，又是各个环节、流程的
磨合对接、相互适应……第一天的兴奋、
紧张、担心加上忙碌，冀赛整整一夜没有
合眼，始终处于亢奋状态，直到29日8：00
才出病房。

把病人全部送走，冀赛又跟队友们一
起，对整个病房进行全方位的打扫规整，
全面消杀。

作为护理小组长，冀赛一直等大家都
出去了，自己又把病房检查了一遍，才最
后一个出来。轻轻关闭缓冲间防护门的那
一刻，泪水溢满了她的眼睛。

病房又回归“空荡荡”，完成了它的
使命。这里留下了队员们的汗水和喜悦、
热血与激情。

截至2月23日，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山东医疗队累计救治患者385人，治愈177
人，目前在院92人，重症8人，危重7人；
山东援助黄冈市五个县市累计救治患者
224人，治愈68人，目前在院155人，重症
45人，危重4人。

病人持续减少，资源进一步整合，山东第一批医疗队撤离黄冈“小汤山”异地休整

别了，我们的第一个“战场”

□记者 杜文景 通讯员 史华南 报道
本报济南2月24日讯 2月1日至6月30日，全省高耗能行业以

外的工商业用户计收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95%结
算。今天，省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阶段性降低工商业用电价格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决定阶段性降低工商业用电价格，
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

《通知》要求，转供电单位同步将降价红利传导至终端用
户，转供电单位按“先购电、后用电”电费收取方式的，“预购
电价”标准不得高于每千瓦时0 . 8743元。按其他方式收取电费
的，要严格按照《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转供电环节
电价政策的通知》规定执行。初步测算，政策执行期间全省相关
电力用户可减轻电费负担37亿元。

披荆斩棘何为惧

盼儿旗开得胜时
董浩吾儿：

见信如晤。
今得汝之家信，尔而立之年，已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情怀，主动请缨参加山东省第十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含泪
别离山东，千里远赴湖北，实属不易，为父者深感欣慰。忆
当年，吾远赴非洲援助已十七载，当年孩童已然为医，昔
日非洲大陆多疾患，医到病除四方去。坦桑之行颇艰苦，
披荆斩棘何为惧？今儿奔赴疫情地，毅然决然医者续。盼
儿旗开得胜时，父子滨州再相聚。

为父从医三十余载，现特以医之长者身份嘱汝等后
起之秀，以勉励而为之。一为慎之，吾等施药救人，定要慎
而又慎，中西结合方见奇效，凡药者皆有正反两极，用之
需考虑肾功，中药为国之精华，汝用之需监测肝功，以防
肝损，考虑周全，权衡利弊取其轻，切莫因个人主观意念
造成患方之所失。二为深之，医者需将症状体征辅助检查
与患方之心理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遇变化万要
深思熟虑，将病理生理置于表浅改变之上，深入分析方得
始终。三要思之，所谓思乃思患方之所想，知患方之所虑，
新冠病毒之害已远超疾病本身，置于患方角度出发方可
理解他人之感受，患方之恐惧难以言表，多倾听多沟通，
亦有助于其恢复。四要虑之，疾病非不治之症，用药合理
恢复更快，然需虑重中之重病例，患方虽暂时无妨，但随
时会加重，如何识别急危重症汝定要掌握，每日观察必不
可少，辅助检查更不能缺，良医品性具备时乃成大器。

吾等年老不免多言，神州大地万物复苏之季，竟遇病
灾，今儿以自己之专长，驰援湖北抗疫，乃为父之骄，家族
之幸，父母为儿之坚强后盾，湖北与山东天气不同，盼儿
前方保重自己身体，尽自己所能，早日战胜疫情！谨记教
诲在心，不忘父母之念，以此信为儿壮行！

父 董明远

（这是滨州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董明远写给儿子
的一封家书，儿子董浩是滨州市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住院医师、山东省第十批援
助湖北医疗队队员。□记者 李丽 整
理）

更多“发往前线的家书”活动相关
内容见大众日报客户端。

我省捐赠两台核酸检测关键设备黄冈投用
使当地检测能力提升25%，为“早发现”奠定坚实基础

在床50位患者中48位处于恢复期，“青岛二队”———

医疗救治转向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

2月24日，山东医疗队（第一批）南楼四层病房关闭，全体医护人员撤离，异地安置轮休，现有32名住院患者全部转至七层
山东医疗队（第二批）的病区继续接受治疗。图为重症患者在转运中。 （□全璟 王凯 报道）

□ 本报记者 赵丰

一位88岁老人康复出院，让我省医
疗队队员为艰辛努力的成果感到开心，
也增强了信心。

2月19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区，88岁高龄的邓姓老人出院。她是我省
第五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治愈的首批患者
之一。虽然老人已出院，但医疗队一直在
分析对她的治疗过程，总结经验，以运用
到其他高龄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去。

第五批医疗队由齐鲁医院的131名
医护人员组成，2月9日接管了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东院区两个重症病区。

队员高帅医生介绍，老人常年卧
床，生活不能自理，骶尾部有很深的压
疮，长期进食困难又导致了严重的营养
不良。反复发热、咳嗽5天后确诊。

高龄，伴有其他慢性基础疾病的新

冠肺炎患者病情发展并不乐观，也是医
疗队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要重点突
破的一类患者。

接管病区后，医疗队对患者进行了
分级，对危险程度高、合并症多的患
者，开展多学科会诊，制订个体化的治
疗方案。对这位邓姓老人，医疗队特别
注意治疗其肺部感染的同时，严格控制
血糖、血压，改善肠道菌群，监测肝
功、肾功、电解质等状况，及时对症处
理。

经过对症治疗，老人病情有了很大
好转，但吃得很少。队员侯新国医生提议
打电话询问老人女儿，这才了解到老人
喜欢喝粥。担心只喝粥营养跟不上，队员
们就用破壁料理机把鸡蛋、青菜、肉类等
营养食品做成粥。果然，老人很爱吃。

老人骶尾部的严重压疮常引起不
适，队员郑会珍副护士长就带领护理团

队清创换药、翻身拍背，压疮部位也开
始恢复。

老人也很坚强，积极配合治疗。入
院十几天后，发热、呼吸道症状好转，
胸部CT显示病灶明显吸收，连续两次核
酸检测阴性，符合出院条件。

高帅在日记中写道：一次夜间巡视
病房时，她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满是
沧桑的脸上，写满感动。

这位高龄重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也
是我省援助湖北“抗疫”大军的缩影：
面对患者，既有精湛的医术、专业的护
理，还用齐鲁大地医者的仁心善意为患
者创造更好的恢复条件，带来更坚实的
希望。

山东医疗队治愈一例88岁高龄重症患者

“满是沧桑的脸上，写满感动”

山东37亿元电费红包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2-6月工商业电价降低5%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孔进 赵云亮 范岑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确保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省财政制定了实
施细则，对参与国家和省组织调运物资的流通企业，依据“品种
+任务”清单给予补助，其中，省内调运补助物流成本的30%，
跨省调运的提高至50%，单个企业最高补助50万元。

完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自2020年起，将牛、
羊、家禽等其他畜禽品种纳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省级补助政策
范围，补助资金由省、市、县财政共同承担。督促各县（市、
区）财政抓紧兑付落实2019年度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

落实财政贷款贴息政策。各县于2月底前兑付生猪养殖、屠
宰企业2019年贷款贴息补助资金。支持省农担公司为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疫情防控期间新增政
策性担保业务，减半收取担保费，贴息率提高1个百分点。

加强农业保险保障力度。继续实施农业大灾保险和小麦完全
成本保险试点，放开生猪目标价格指数保险试点范围，对有意愿
开展的市县做到“应保尽保”。支持地方开发特色保险产品，省
财政按市（县）财政保费补贴总额的50%-60%给予奖补支持。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调运费用最高补助50万元

来自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报道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针对当前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困难，省

安责险联席会议办公室与省安责险运营服务中心、各承保机构联
合制定了六项措施，助力省内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下称“安责
险”）的企业更好实现疫情防控与稳定发展。

六项措施，涵盖保险责任扩展、保险期限延长等多方面。我
省参保安责险企业将免费扩展疫情救助保险责任，生产经营活动
过程中，参保人员因新冠肺炎导致死亡的，按不低于10万元/人
的标准进行赔付。省内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投（续）保安责险
的，在基准保费基础上给予30%优惠，优惠时间截至2020年底，
整体优惠不超过30%。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突出贡献的企业，
经省安责险运营中心认定，在安责险投（续）保时给予10%优
惠，整体优惠不超过30%。

据介绍，六项支持举措的推出，将为全省安责险参保企业节
省保费2000多万元，惠及全省130多万企业员工，为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更安心的保障。

省安责险出台六项措施

为企业节省保费2000多万元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