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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 晴间多云，-4℃~11℃

晴间多云，-3℃~15℃明天

后天 晴间多云，1℃~15℃

市气象局提供

□本报记者 陶小敏

疫情当前，社会各界纷纷投入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奉献自己的力量。2月 14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坡杨村村民，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支援抗疫前线。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我市承担向武
汉提供血液支援的任务，再加上献血量较平
时大为减少，我市库存血液全线告急。

2月 14日上午，当市中心血站的流动献
血车来到坡杨村后，驻村第一书记高漠通过
村委会大喇叭，向全村广播了血液急缺的现
状，并呼吁广大村民积极献血。

这边广播声刚落，几个村民就已经到达
献血车所到的村委会了。很快，一个又一个
戴口罩的村民来到献血车前，在工作人员的
安排下，自觉保持距离，依次进行信息登
记、血液检验、静脉采血等。

“听到驻村书记的号召，俺带着老婆孩
子就来了，我们虽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冲在
前线治病救人，但可以通过献血出一份
力。”一家三口都参加献血的村民杨学伟表
示。像杨学伟这样，全家来献血的村民有很
多。下午 4 点，当流动采血车要启动回城
时，还有村民急匆匆赶来要献血。据了解，
此次坡杨村共有28名群众参与献血活动，累
计献血11200毫升。 图片由高漠提供

献血车开进坡杨村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位于市区五一路南段的源汇区人
民医院，是我市本次新冠肺炎定点收
治医院，主要负责收治市区疑似病
例。医院住院部大楼七、八、九三层
被设置为隔离病区，从 1 月 29 日开
始，20多名医护人员在这里与病疫做
斗争，全力守护生命健康。2 月 15
日，记者对医院情况和一线医护人员
进行采访。

矢志不渝医者心

2月 15日上午，源汇区人民医院
冷冷清清，门口两位全副武装的检测
人员，严格对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测。
该医院病房楼七、八、九三层为隔离
病区，里面又分为污染区、半污染
区、清洁区和全清洁区等区域，目前
九楼还没有安排病人。记者在缓冲区
采访了医护人员。

28岁的陈鹏飞是外科医生，刚结
婚 5个月，还没有孩子，为参加抗疫
工作，他说服了妻子和妈妈投入一
线。目前陈鹏飞在隔离病区已待了15
天，与第二批医护人员完成交接任

务，即将回到宾馆进行隔离。
陈鹏飞的任务是为疑似病例患者

接诊、询问病情，根据病情制定不同
方案，进行核酸检查，呈阳性的就立
即汇报。除此之外，他还要和病人沟
通，安抚情绪。“有些疑似病例患者
特别焦虑，这就需要心理疏导。”陈
鹏飞说，为了安抚疑似病例患者的情
绪，医生要多次到病床前解释，与病
人接触得越多就越危险，但为了让他
们安心，也顾不上这么多。

六个小时换一次班

隔离病区内，医护人员至少六个
小时换一次班，连续工作六个小时是
一件痛苦的事。“如果七点交接班，
我下午两点就开始不喝水，因为防护
服不够，也害怕上厕所，在隔离病区
换防护服会增加感染的危险。”陈鹏
飞说，在工作中虽然憋得特别难受，
但也要忍着，这也导致不少医护人员
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炎、便秘症状。

从隔离病区下班，基本已经很晚
了，甚至到了凌晨，脸部和耳朵被口
罩勒到破皮，疼痛难忍，加上过度劳
累和紧张，回到宾馆也睡不着，不少

人都准备了安眠药。
和陈鹏飞同一批进隔离病房的医

生于小龙，因劳累过度引发阑尾炎，
但他与疑似病人接触过，属于特殊人
群，只能在医院九楼隔离病区进行治
疗。于小龙今年 28岁，上班刚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主动请缨加
入疫情防控一线。“在隔离病区工作
的时候，感觉肚子隐隐作痛，不过工
作忙没有太在意，没想到刚与第二批
医护人员交接，身体就顶不住了。”
于小龙说。

虽然累但工作不能停

在隔离病区内的护士长韩利玲和
护士王剑侠，本来工作已经结束，但
由于要对第二批医护人员进行业务指
导，她们又在隔离病区多待了几天。

韩利玲的工作是负责物资调配，
处理突发事件，与外院援助医生进行
沟通，还要负责整个病区的消毒等。

“刚到隔离病区的时候，事情特
别多，从早上八点忙到下午四五点还
不能交接班，经过这段时间的运行，
所有流程已经很顺利了，基本能保证
六个小时换一次班。”韩利玲说，护
士们的任务是给疑似病例患者安排房
间、每天放置洗漱用品、发药、输
液、测量体温等。病人离开后还要对
房间进行消毒，消毒是避免交叉感染
的关键，非常严格。每天至少两次对
通往病区的走廊、电梯等的消毒也由
护士们负责。

工作时间太长，防护服又不透
气，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出现了不适症
状。出汗后橡胶手套不透气，皮肤被
汗水捂得发白，加上消毒液和酒精的
侵蚀，手皮脱落是常事。由于戴口罩
和消毒，护士王剑侠面部严重过敏，
起了不少红疙瘩，但她并不在意。

“在病房中，虽然我们很累，但
我们不能停下工作，新型肺炎没那么
可怕，做好防护，配合治疗，就一定
能够战胜它。”王剑侠说，虽然没有
前往武汉，但与同事们在漯河抗疫一
线奋斗，感到很骄傲，如有需要将再
次进入隔离病区，继续战斗。

隔离病区的白衣天使

医生陈鹏飞医生陈鹏飞（（左左））和护士长韩利玲和护士长韩利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