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为一座城市复苏贡献了力量”
我省援助湖北第三批、第十二批医疗队等共计314人返回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3月16日召开

的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做
好我省疫情防控有关工作，日前，省委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发通知，明确若干防控措施。

通知要求，对所有入境来鲁人员，除入院治疗和接受医
学观察外，一律百分百实行集中隔离。特殊原因不宜集中隔
离的，需经市级领导小组（指挥部）批准后，与其共同生活
的家庭成员一起采取隔离措施。中转的入境来鲁人员除确诊
病例、核酸检测阳性、疑似病例和有发热等症状患者就地隔
离治疗外，其他人员一律乘飞机抵鲁。所有入境来鲁人员在
抵达隔离点当天和隔离期满前一天，由抵达地卫生健康部门
负责进行1次核酸检测。入境人员核酸检测阳性的，按规定
进行诊断治疗和医学观察，并将相关信息进行网络直报。

通知明确，对不明原因发热、或无发热症状但呼吸道症
状明显等病人，进行实验室检测、影像学检查和隔离观察，
及时发现报告病例。一旦发生疑似疫情，迅速组织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病例救治、密切接触者排查和重点人群管理、疫
点消毒等工作。

通知明确，全力抓好现有境外输入病人的医疗救治工
作，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强化确诊患者出院后管理工
作，进一步明确患者出院后的居家观察、生活保障等事项。

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通过电话、手机APP、微
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平台等形式，全面推开门诊完全预约
制。对于急危重症患者，按照相关制度和诊疗规范给予及时
有效救治；对于门诊慢性病患者，视病情将其处方用量延长
至12周；对于肾功能衰竭、肿瘤患者以及其他需要维持定期
治疗的重症患者，提供不间断的医疗服务；对于孕产妇、儿
童、新生儿等重点人群，严格执行相关诊疗规范和转诊流
程，保障母婴安全；发挥罕见病协作网成员单位作用，保障
罕见病及时救治。

通知要求，开展隔离点等涉疫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全面
查找安全管理隐患并限期整改，特别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隔离
点，立即停止使用，更换符合标准的场所。

通知明确，严格执行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有关待遇政
策，按照国发明电[2020]10号精神确定一线医务人员名单，不
得扩大泛化也不得缩小一线医务人员范围，对领导干部从严
把握。严格履行登记、审核、报批程序，及时公示公开，及时将
临时性工作补助、卫生防疫津贴等津贴补贴发放到位。对有章
不循、巧立名目、截留侵占、虚报冒领违规发放、挤占挪用的，
以及随意缩小范围，导致一线医务人员应发未发，损害一线医
务人员切身利益的应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做好
援鄂人员返鲁休整管理服务、相关政策兑现等工作。

对近期湖北入鲁返鲁人员，通知要求，组织社区（村）和单
位对在湖北的人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和报备登记，以市为
单位设立湖北入鲁返鲁人员集中服务点。在火车站、汽车
站、机场等交通场站设立湖北人员专门通道。对于入鲁返鲁
人员目的地相对集中的，可由当地政府或单位组织，通过包
车等方式，安排“点对点”运送一站直达。

通知要求，做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家属心理危机干预，
开展线上心理咨询援助和危机干预，组建心理咨询服务团队，
开通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依托“健康山东服务号”开设
线上心理咨询服务，为特定人群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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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印发通知

入境来鲁人员抵离隔离点
需接受核酸检测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娘家人来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山东联合工作组来了，给我们带来

了安全感。”
“国家没有忘记我们，山东没有忘记

我们！”
……
伦敦当地时间3月29日下午，山东赴

英联合工作组与在英侨界代表进行视频连
线。听说联合工作组要来，在英华人华侨
非常激动，视频连线平台很快爆满。在视
频连线过程中，联合工作组专家成员详细
回答了华人华侨关心的中医药防疫、日常
防护和心理疏导等问题。

参加此次视频连线的华人华侨很多是
在英国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中医师和中医
药专家，如何运用中医药对新冠肺炎进行
预防和治疗成为了他们关注的话题。曾在
山东中医药大学就读和工作、现任英国中
医整体治疗中心主任的杨波，非常关注中
医药在抗疫过程中有何具体效果。

“中医中药讲究因时、因地、因人制
宜，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中医药可以
参与新冠肺炎的全程治疗，对于老年病
人、特别是基础病患者有显著的疗效，轻
症患者可以只用中药治疗，也可用于预
防。”联合工作组专家成员、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肺病科主治医师沈宁回答道。

“对英国要求轻症自己在家休息，很多
人不理解。”英国华人青年联盟主席黄琪的
想法代表了许多华人华侨、留学生的担忧。
联合工作组专家成员、山东省立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蒋进皎认为，“如果出现症
状，并且接触过病人，就基本可以确定。在
表现为轻症没有继续恶化时，可以继续自
行居家隔离。居家隔离一定要注意休息，及
时检测体温和呼吸状况。如果在发烧过程
中出现了呼吸越来越困难的病状，一定要
及时联系社区医生，及时就诊，住院治疗。”

“非常感谢山东的家人前来支援我
们。”同样为英国资深中医师的马志民表
示，“作为一名在海外的华人中医师，我
们肩负着发扬中医的使命担当，有了家乡
专家传授经验，希望这次能够尽我所能为
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工作组专家提醒，一定要重视流行病
学，在日常工作、生活、外出中做好防
护，同时建议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建立抗疫
互助群，多进行交流，避免过于焦虑。

对于华侨华人关心的物资发放问题，
联合工作组相关成员表示，此次山东赴英
联合工作组所带来的防疫物资会用于帮助留学生、华人华
侨、中资机构人员等。物资的分发由中国驻英使馆负责。

“听说山东赴英联合工作组要来，我的朋友圈几乎是刷
屏的。都在说，我们的娘家人来了！都非常激动。”英国山
东同乡会会长林存国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朋友圈中对联合工作
组的期待，“通过这个讲座，大家学到了很多的、非常实际
的防护知识。非常时期，山东赴英联合工作组从物质和技术
上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让我们很感动。有祖国作后盾，我
们有信心战胜疫情。”

（□本报记者 于新悦 参与采写）

□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史馨方 邵黎明

3月30日，临沂市东江救援队返回临
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入住隔离酒店。在
过去的40多天里，这支救援队战斗在湖北
省黄冈市防疫一线，开展消杀工作，和山
东医疗队并肩作战。

“昨天我们从黄冈市出发的时候，
当地的志愿者和市民自发前来相送，我
们 还 一 起 唱 了 一首《 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黄冈市民的摩托车队沿路护送，
直到 高 速 入 口 ， 很 多 队 员 都 泪 洒 当
场。”3月30日，东江救援队队长朱文广
告诉记者。

从大年初二开始，东江救援队就一直
奋战在临沂市抗疫消杀一线。在得知黄冈
市严峻的防疫形势后，产生了前去支援的
想法。2月16日23点半，在前期沟通联系
的基础上，朱文广接到了黄冈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出的动员令，翌日
凌晨他们就完成组队驰援黄冈，并在当天
中午抵达，马不停蹄向黄冈市疾控中心报
到。

“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他们还自带
了煎饼和帐篷，山东人的大义豪爽令人感
动。”黄冈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舒天翅说，
东江救援队雪中送炭，解了黄冈市防疫消
杀工作的燃眉之急。

从2月17日晚上6点多开始，朱文广等
一行6人进行了3个小时的严格培训，山东
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为他们讲解了疫源
地消毒规则，还有最关键的防护服穿脱知
识。为了熟练地穿脱防护服，几个人一直
练习到半夜。朱文广说：“一般穿装备要
20分钟，至少11个程序，而脱装备更加严
格，有14个程序，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先
摘护目镜，再打开隔离外层帽，脱隔离
帽、口罩、鞋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消
毒，容不得半点马虎。”救援队每换一个

疫点就更换一套隔离装备，穿、脱都是如
此，手套也要戴双层。

进入战疫一线后，东江救援队担负
着黄冈市疾控中心机动消杀任务，确诊
病人接触的场所、医护人员的住所、医
院的外围、超市和药店等民生保障场
所，都是他们的战场。在高峰期，救援
队每天要用酒精喷洒双手一二百次，还
要小心黏膜传染。往常的三点一线，在
黄冈市被压缩为两点一线，除了在岗位
上就是在休息。

仅2月19日当天，东江救援队就对11
家酒店进行了预防性消毒。“最高的一
栋楼是10层，我们都是一步步爬上去、
一步步挪下来的，消杀过程中没有留下任
何死角。”朱文广介绍，当天他们就使用了8
桶消毒液、合计400斤，累计消毒面积达
22000平方米。“防护服、喷雾器、消毒
剂，每一次消杀任务都很辛苦，一天24
小时待命，完成一次任务全身的衣服就

都被汗水浸透了。”很多队员摘下防护
帽后，额间的压痕清晰可见，有的还被
药物灼伤，护目镜时常模糊，但大家都没
有怨言。

“山东、黄冈都是一家人，没有尽力
而为，只有全力以赴！”这是朱文广和他
的团队抵达黄冈后，作出的庄严承诺。

“我们6个人2台车，除了一台风炮消
毒机、5台喷雾器、300公斤消毒剂等物资
外，还带了100斤沂蒙煎饼和帐篷作保
障。”朱文广自豪地说，他们带去的喷雾
器是汽油发动机，功率大、效率高，消杀
面积广，喷到墙面10分钟干不了，消杀效
果让验收人员直竖大拇指。

两名留在临沂的救援队队友是临沂
恒昌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得知朱文
广在前线需要升级装备，他俩携带着价
值6万元的50台喷雾器等物资，连夜驰
援黄冈，并通过培训考核顺利加入团
队。

带着煎饼出发的救援队回家了

□ 本报记者 赵丰

“看眼睛就知道咱们一起值过班。”
3月30日下午，我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队员、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护士王淼对戴
着口罩的同济医院护士侯敏说。当天，医
疗队最后一次来到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与
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合影留念。

近50天的共同战斗，让这些医护人员
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2月9日医疗队落地武汉后，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的行政人员早早来到酒店，
帮助安排医疗队尽快入住。2月10日一

早，即开始紧张的对接工作。当天下
午，医疗队护理主管、山东大学第二医
院护理部副主任董红在同济医院病区护
士长的协同下，立即进行排班。因为两
家医院所采用的管理系统不同，病区又
是刚刚改造完成，为了帮助医疗队尽快
开展工作，每个班次都要有同济医院的
护理人员穿插进去。

这样的安排也确实取得了明显效果。
医疗队护理二组组长王贤华告诉记者：
“一开始来到病区，心里还是有些担心
的，毕竟对病毒、病区等很多东西都不熟
悉。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比我们更早开展
工作，这里又是她们的病区，各方面相对
熟悉，她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看到同济医院护士侯敏、肖淑琴，护理
二组几名组员走上去告别，甚是亲切。“因

为在武汉期间班次调整、轮换是比较频繁
的，我们很有缘分，多次轮到一起值班。”王
贤华说。

她记得，有一次肖淑琴本来在非污染
区的值班室工作，看到我们来了，换上防
护服，推着治疗车就和队员们一块进去
了；患者按呼叫器呼唤护士的时候，她也
很积极；病房内物品找不到的时候，从来
都是跑着过去帮着找。

“在隔离病房，看到我们队员不舒服，
她们都很关心。”王贤华说，虽然只是简单
的一两句话，但她觉得人在孤单陌生、危险
的环境下，别人给你的一点关心都会让你
印象深刻。

记者从她们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看到这
样一个片段：2月25日，肖淑琴说第二天
凌晨5点到9点的班可能会很忙，因为晚上

又要收病人。听到这个消息，王贤华先是
一愣，然后告诉她：“不怕，有你在，我
们很高兴。组里队员都觉得你很好，有你
在我们心里踏实多了。”肖淑琴回复她：
“我也很高兴和你们一起上班。”

随着医疗队队员对病区越来越熟
悉，根据安排，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些
护理人员不再陪同值夜班。不过，对于
系统操作中的一些问题，不管什么时
间，王贤华还是习惯立即向侯敏、肖淑
琴请教。“有时候晚上11点钟，我发微
信问一些问题，她们很快就回复了。”
王贤华说。

合影留念后，肖淑琴、侯敏关切地问
起队员们返程的情况，她们拉着手，眼眶
都有些湿润。那段艰苦的时间里同舟共济
的战斗经历，她们永远记得。

“看眼睛就知道咱们一起值过班”

□ 本报记者 常青

3月末的济南，气温骤降几天后开始
回暖，街道边各色花朵盛开，已然是春
天最美的模样。3月30日，我省援助湖
北医疗队第四批返鲁人员共计314人，
乘坐3架山航包机降落济南遥墙机场。
据悉，此次返回的是我省援助湖北第三
批医疗队124人、第九批医疗队中的12
人、第十二批医疗队178人。

2月2日，我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
从济南出发奔赴武汉，2月4日便进入华中
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整
建制接管C栋7层西区新冠肺炎重症病
区。在他们出征18天后，由170名医护人
员组成的我省援助湖北第十二批医疗队出
发，继续驰援武汉，对口支援武汉市第三
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江夏区第一人
民医院3家医疗机构。

从第三批医疗队开始，我省先后向武
汉派出7批医疗队，共计1186人，奋战在
武汉市十家医疗机构。截至3月29日20
时，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累计收治患者
1897名，其中重症、危重症605人，病亡
率为0 . 68%，处于较低水平。

回家的前一天，记者拨通了我省援
助湖北第三批医疗队医师副组长、山东
省立医院重症医学三科副主任纪洪生的
电话。问起此刻的心情，纪洪生用矛盾来
形容：既放不下武汉，又记挂着家里。他
深知武汉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只是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还没到放松的时候，但省内未
完成的工作也需要继续干下去。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重症医学科医
生，纪洪生的内心一直保持着冷静。有
一次在重症病区查房时，一位病人突然
神色紧张地拉住了纪洪生，脱口而出的
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快死了？纪洪
生平和地回复：我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
题。随后他流利地将该患者入院以来的
检查、诊断结果详细作了复述，得出的结
论是病情在逐步好转。专业的分析让这名
患者安心了不少，最终治愈出院。

纪洪生说，对患者的各种疑问，一个
答不上来、一个犹豫就会给患者强烈的不
安全感和不受重视的感觉，极大影响患者
的心理状态。

第三批医疗队队员常文胜来自滨医
附院重症医学科，是一名90后男护师。
一名女性患者见常文胜是男护士，表示
不让他打针。常文胜干脆地保证：哪怕穿
着厚重的防护，也能一针扎准。凭着过硬
的技术，常文胜取得了患者的信任。“打
完针，这个患者说今天是她的生日，我
就在她的导管贴上写生日快乐四个字，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心真正靠在了一
起。”

由于病床较矮，无数次常文胜都是单
膝跪地抽血打针。重症病人长期卧床，无
论大小事只要听到呼叫器响，常文胜总是
第一个冲过去。辗转过多个院区的一位老

爷爷，竖着大拇指夸他：“你们山东的孩
子真好。”

在机场看到第十二批医疗队队员、山
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检中心护士
姚霖时，她躲开了记者的镜头，她说她的
皮肤病复发了，现在脸上都是红疙瘩，很
不美丽。之前由于参与我省H7N9禽流感
重症患者治疗，长时间穿防护服让她患上
了严重的皮肤炎症。即便如此，一个月前
她还是坚定地走向了战场。

再次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姚霖刚到
武汉不久便陷入了皮肤疾病带来的疼痛
中，但按她的话说，每天又忙又累，甚
至连感受疼痛的时间都没有了。由于第
十二批队员分散到三家医院，负责整体
院感防控的姚霖需要三家医院来回跑。
她和同事们优化布局，不断完善，将交
叉感染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3月30日下午，从武汉市区去机场的
路上，很多医疗队员都湿了眼眶。他们
说，记得来时大街上没有一辆车，没有一
个人，那么美丽的城市就这样停摆了。如
今同样的一段路，大街上已是车水马
龙，武汉樱花纷飞，一切都在慢慢好起
来。

“我觉得自己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复
苏，也为这个城市贡献了自己的一点点力
量，这真让人骄傲。”常文胜说。

白衣天使的承诺
□ 本报记者 赵丰 逄春阶

“最危险的时候/一个弱不禁风的人/
加入逆风而上的队伍/昨天是护士/今天是
战士”。这是我省诗人孔德平先生的短诗
《勇士》。3月30日上午，武汉市蔡甸区
群众在我省首批援助武汉医疗队驻地酒店
广场，欢送135名队员回家。

武汉市蔡甸区委书记陈新垓代表蔡甸
区委、区政府和50万蔡甸人民向医疗队表
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陈新
垓说：“对这份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真
情，武汉人民永远铭记在心！正如山东医
疗队队员范春华在《武汉日记》中写的，
‘武汉对于我们，不仅是一座有着过命交
情的城市，更是一座有着浓浓亲情的城
市’。武汉永远是你们的第二故乡！ 欢迎
你们常回武汉，常回知音故里蔡甸。”

陈新垓提到的话语，是我省首批援助
武汉医疗队队员、主管护师范春华在撤离
武汉前一天写在《再见有声，团圆有时》上
的。这篇文字是她发在个人公众号“范范和
素颜”的第30篇，也是最后一篇《武汉日
记》。她的《武汉日记》系列近5万字，以细腻

的情感，真实记录了在武汉抗疫58天所见、
所闻、所思、所想、所悟，讲述她和医疗队
员、危重病人、武汉医生、武汉司机的故事。

范春华来武汉第一天就有个承诺，从
我省首批援助武汉医疗队进驻武汉之日
（2月2日）起，她与闺蜜素颜的公众号
“范范与素颜”，发表原创文章所收到的
全部赞赏，在医疗队战胜疫情，离开武汉
之时，全部捐赠出去。

从2月2日来到武汉起，范春华和闺蜜
的公众号受到关注，单篇最高赞赏2527 . 6
元，迄今累计赞赏10020元。3月29日晚
上，在离别武汉之际，她们信守承诺，将
所得全部捐给公益基金会。

范春华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我们相信，纵使再微弱的光芒，汇聚
到一起，就是照亮世界的爱。”

“生命之托，重于泰山，这是白衣天
使的承诺。”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总领队
左毅说。

肩负使命，白衣天使日夜奋战。截至
3月29日20点，我省援助武汉医疗队累计
收治患者1897名，其中重症、危重症605
人，病亡率为0 . 68%，处于较低水平。

□记者 卢鹏 王世翔 报道
3月30日，我省援助湖北第四批返鲁人员搭乘三架包机自武汉飞抵济南，队员们满怀欣喜，踏上故乡大地。

来自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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