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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丽亚
实 习 生 朱培炎

“大哥，回来了，测量
一下体温吧。”“阿姨，出
来买菜吗？买完菜赶紧回
来，尽量少接触人。”2 月
12 日，在市区漓江路与燕
山路交叉口附近的百合春
天小区门口，值班人员文
际翔给小区出入的居民进
行登记、测量体温等。

32 岁的文际翔是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一名
干部。面对疫情，他和其
他志愿者一样，义无反顾
地冲上防控一线。他被安
排在百合春天小区门口值

守，协助小区物业做好疫
情防控，比如核查外地返
乡人员并做好登记，做好
人员出入管理登记、量测
体温，呼吁小区居民不出
门、少出门、不聚集。十
多天来，从早上7点半到晚
上7点，他天天如此。

他的妻子姚琼是一名
妇产科医生，疫情发生后
主动申请到疫情防控第一
线的发热门诊工作。

他 俩 的 儿 子 一 岁 多 ，
平时由岳父岳母照看。

“我们一家三口只能在
妻 子 休 息 的 晚 上 才 能 团
聚，白天只能抽空与孩子
视频一下。”文际翔说。

夫妻双双抗疫忙

□本报记者 陶小敏

连日来，在源汇区问
十乡陶桥村，有一位“快
递哥”挺忙碌。

据了解，疫情暴发以
来，为尽可能减少人员流
动，规避群众在购买生活
物资时感染病毒的风险，
陶桥村扶贫干部张启言，
主动向陶桥村“两委”班
子提出，帮村民代购、代
送生活物资。这个提议通
过 后 ， 张 启 言 的 “ 快 递
哥”生活就开始了。

陶桥村村民利用微信
建 立 了 “ 陶 桥 村 村 民 之
家”微信群，村民们谁有
需求了就会发到群里。在
村干部的帮助下，每天下
午张启言会将大家的需求

进行统一汇总、核实。次
日一早，张启言就会开上
自己的车子，到超市里采
购 ， 并 为 大 家 送 到 家 门
口。村民们也会在收到生
活物资后的第一时间，通
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买
东西的钱转给张启言。

“ 他 是 俺 村 的 扶 贫 干
部，现在成俺村的‘快递
哥’了！”“人可好，要啥
在微信里说一声，第二天
就帮俺买来送到家了。”说
起张启言，陶桥村村民都
赞不绝口。

一 名 村 民 告 诉 记 者 ，
张启言和村干部为村民办
实事的行动，大家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大家也
都自觉主动地配合村里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扶贫干部变“快递哥”

□本报记者 尹晓玉

疫情之下，大家对去医院这
件事担忧颇多。但是，孕妇、突
发疾病者和一些慢性病患者，不
得不到医院去。他们怎么去医院
的？有什么感受？

近日，记者采访了几名市
民，听他们讲述去医院的心路历
程。记者还采访了专家，了解去
医院需要注意些什么。

顺利产女

家里有即将分娩的孕妇，本
来是件大喜事，但疫情来了，孕
妇们的生活被打乱了。

2月11日，王燕（化名）在
市区一家医院生下一名女婴，他
们全家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据了解，春节前后，因为突
然发生的疫情，他们家蒙上了一
层愁云：孕后期检查比较多，去
医院害怕感染，不去医院又担心
孩子的情况。2月 1日，王燕必
须得去医院产检。为了做好防
护，她买了一次性雨衣、手套和
护目镜，“全副武装”、在爱人的
陪同下去了医院。

2 月 8 日，王燕得到消息，
为了减少人员接触，她打算去生
产的医院出台了一项措施：住院
病人只允许一名家属陪护。正在
纠结是让爱人、月嫂还是妈妈陪
产时，2月10日，王燕因有了阵
痛入院待产，并于2月11日上午
顺利生下女儿。

“生之前非常没有安全感，
真的希望妈妈、老公和月嫂都能
陪在身边。好在医生给了我很多
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得以顺利生
产。”2月12日，王燕告诉记者。

胜似亲人

1月29日晚上，家住市区金
山路附近一小区的朱女士突发急
性胆囊炎。因情况严重，她在市
区一家医院接受了急诊手术。然
而，她术后恢复不好。

2 月 4 日，朱女士突发昏
厥、尿失禁等情况，转入市中心

医院抢救。疫情之下，她经历了
住院、手术、转院和抢救，也让
他们一家人对医务人员充满了感
恩。2月12日，朱女士的妹妹找
到记者，讲述了她姐姐生病、医
治的经历，一再表达对市中心医
院急诊科和心内科医务人员的感
激之情。

“我姐姐突然昏厥后，我们
当时所在的医院向市中心医院求
助。电话中，医生初步判定我姐
姐是室颤，随时有生命危险，让
我们转院。路上，我们还担心因
为疫情不知道能不能及时就诊。
结果到市中心医院时，急诊科、
心内科的医生、护士都在门口等
着。医生们一路小跑为我姐姐进
行急救。那种关心和急切的神
情，如果不是他们穿着白大褂，
一定会被认为是病人家属。”朱
女士的妹妹说，目前她姐姐已经
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康复中。

“全副武装”

除了突发疾病患者，一些平
时定期去医院复查、拿药的慢性
病患者，也格外焦虑，因为不清
楚还能不能放心到医院就诊。

55 岁 的 关 先 生 患 有 糖 尿
病，多年来一直是坚持用药、定
期复查。春节过后，眼看家里存
放的胰岛素和其他药要用完了，
他一直纠结要不要去医院复查、
开药。无奈之下，2 月 12 日上
午，关先生戴着口罩、墨镜、一

次性手套，“全副武装”地去了
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先量体
温，确定体温正常后才让我进
去。到诊室后，人不是很多，所
有人都戴着口罩。医务人员指导
大家排队，每人间隔一米以上距
离，不交谈。检查、拿药之后，
我就赶紧出来了。”关先生说，
因为医院按照要求严格落实了疫
情防控措施，他放心多了。

不用过分担心

对于不得不去医院的人来
说，如何科学地做好防护？

市疫情防控专家组副组长、
市三院呼吸科主任谷旭红表示，
为了应对疫情导致的患者就诊不
便，我市很多医院开通了“网络
在线义诊咨询服务”等线上服
务，有需要的人可以进行关注，
先在网上咨询或者预约。

如果必须要到医院，在前往
医院的路上和医院内，患者和陪
同家属要全程佩戴口罩，手不触
碰口、眼、鼻等部位；返家后，
立即更换衣服，认真洗手，衣服
尽快清洗。

“各医疗机构都在按照要求
严格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同时
医院设有专门的发热门诊，与普
通的诊疗区域是分开的。所以，
到医院看病是安全的，一般不会
被传染，不用过分担心。”谷旭
红说。

疫情之下 去医院的故事

市市中心医院住院部中心医院住院部，，医务人员在登记探病家属的信息医务人员在登记探病家属的信息。患者家属提供

□本报记者 齐 放

“心里特别感动，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我深深地感受到党
的温暖，非常感谢你们的辛勤付
出！”“感谢你们这么多天对我的
关心和照顾!”2 月 11 日，解除
14天居家医学观察的栗钲曜和
李宜隆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
到郾城区龙塔街道井冈山路社区
工作人员手中，以表达他们对社
区工作人员的谢意。

“我们从武汉回郾城后开始
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所有生活所
需都是社区工作人员在帮助我
们。”栗钲曜、李宜隆说，在 14
天的居家医学观察时间里，从日

常生活到精神安慰和心理疏导，
他们都得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无
私关爱。小到购买一双碗筷、领
取快递、扔垃圾，社区工作人员
都会及时帮助完成。“他们非常
辛苦，真的是无微不至，非常感
谢他们！”

好事成双。2月10日，龙塔
街道孟南社区居民杨路丹，把一
封感谢信送到了孟南社区工作人
员杨兰芳手中。

杨路丹1月30日返乡探亲回
家两天后出现低烧，回到社区在
第一次摸排中就如实报告了自己
的情况，随后便积极配合社区进
行居家医学观察。在居家医学观
察期间，她同样受到了社区工作

人员和社区医生无微不至的关心
与帮助。

杨路丹在感谢信中写道：
“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结束观察，
也来源于社区和医务人员的关怀
与照顾。素未谋面也没有收取半
毛钱的好处，对你们最高的医德
和工作能力致敬！”

记者了解到，自疫情发生以
来，郾城区龙塔街道积极组织社
区工作人员对摸排出来的居家医
学观察人员进行全方位服务，

“观察隔离不隔爱”，建立起一套
科学严密又充满爱意的居家隔离
帮护机制，从心理疏导到各种生
活帮护，取得良好效果，受到群
众肯定。

隔离不隔爱 真情暖人心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在郾城区沙北街道嵩
山社区电业局家属院，得
知疫情防控点需要值勤人
员，今年 82 岁的孙喜成主
动报名参加，并且带动爱
人加入其中。连日来，两
人忙碌的身影常常出现在
防控点。“我是名党员，党
龄已经 60 年了，在这个特
殊时期，去值勤尽一份力
是应该的。”孙喜成说。

2 月 11 日下午 1 点多，
孙喜成已经来到家属院门
口的疫情防控点。登记、
为车辆消毒、帮忙领取快
递……尽管已经 82 岁了，
但孙喜成手脚很麻利，干
起活儿来一点不含糊。“知
道俺家属院设了防控点，
我就过来报名执勤。”孙喜
成说，“我身体好，值勤这
点活儿不算啥。”

看到孙喜成报名参加
值勤，孙喜成的爱人董梅
荣也坐不住了。“孩子们都
没 回 来 ， 我 在 家 闲 着 没
事，也要去值勤。”董梅荣
说，两人商议后，决定上
午、下午轮流值班，“不值

班的人就负责在家做饭”。
值勤时，孙喜成随身

带着一支笔。这是他的重
要工具。看到居民登记完
毕需要按开关开门时，孙
喜 成 连 忙 走 过 去 ， 拿 出
笔，摘掉笔帽用笔头按开
关。按完后，他又盖上笔
帽。“我看了新闻，有专家
介绍说带帽的笔可以有效
避免由于按键导致的接触
感染机会。”孙喜成说。

“ 孩 子 都 可 支 持 俺 俩
了。”问及孩子们是否支
持，孙喜成说。

“ 孙 叔 他 们 俩 特 别 积
极，总是提前到岗，考虑
到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劝
他们回去休息一会儿，可
他们总是说能坚持住。”嵩
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张芬说。

孙喜成和董梅荣还是
家属院自发组织“劝返小
分队”成员。这个“劝返
小分队”成员的平均年龄
在 70 岁以上，负责劝导居
民“非必要、不外出”，对
确实需外出的居民，协助
社区严格执行出入登记、
体温测量、消毒等工作，
受到居民们的一致称赞。

82岁老党员坚守防控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