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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隔离治疗的特殊环境中，患者没有陪
护，常常产生沮丧、恐慌等不良情绪。医护人员不
仅要给患者提供科学的医疗救治，更要做好他们
的生活护理与心理沟通工作，解除他们的心理负
担，尽量为患者创造温馨的生活环境。”谈起隔离
区患者的生活，杨跃杰颇有感触。

杨跃杰，1986年7月毕业于开封医专医疗专
业。1991年至2009年，任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内
科主任、京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负责
人。去年，甲型H1N1流感肆虐全球，郑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被确定为省、市级定点医疗救治机构，43
岁的他受命任重症医学科主任，全面负责重症甲

流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他带领全科人员克服
重重困难，日夜奋战在临床救治工作的最前线，定
期组织人员开展技术培训。

“杨主任很细心，为了加强院内感染控制，
他要求我们全体医护人员从一包棉签、一双手
套做起，从而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科学、有序地
开展。”一提起杨跃杰，隔离区的医护人员无不
伸出大拇哥。参加工作20余年，他始终严于律
己，默默奉献，以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疗技
术赢得了患者、同事的信任与一致好评。

去年11月份，39岁的唐某因甲流被送往市六
院进行救治。“他刚送来时已经呼吸衰竭，口唇也

已发紫，是明显的甲流重症症状。”接诊后，杨跃杰
迅速将其转入重症隔离区，并进行全天候的护理
治疗。“为了更好、更快地了解患者的病情，杨主任
每隔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就会过来查房，晚上
也是如此。”护士们告诉记者，随着重症病例的增
多，他曾连续48小时没离开过病区，最终因低血
糖昏倒在地。

多年来，杨跃杰一直把“为患者负责，为生
命负责”作为科室精神，以团结、严谨、高效、务
实的精神，为重症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甲流
疫情仍在继续，我和所有重症医学科的工作人
员将继续坚守在病区，随时迎接更为严峻的挑
战。”他坚定地说。
获奖感言：

功劳是属于大家的，荣誉属于我们这个光
荣的集体。

我们将坚定信心，迎接新的挑战。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昨日14
时，郑西高铁车票正式开售，首趟列
车极受追捧，3小时销售超过九成。

郑西高铁将于6日正式运营，全
车定员610人，首趟车11：25开。昨
日14时开始售票，截至17时，此趟车
票额只剩38张，销售达九成多。

据了解，郑西高铁与其他动车
组列车一样，预售期为20天。郑西
高铁车票有两种：磁卡车票和纸质
车票。旅客可通过车站售票窗口、
各火车票代售点、自动售票机、电
话订票等4种方式购买车票。磁卡
车票在郑西高铁沿线新火车站部
分售票窗口和站内的自动售票机
均能购买到磁卡车票，而在其他售

票窗口和各代售点购买的车票，则
为纸质车票，磁卡车票在进站时可
通过自助验票机进行验票，纸质车
票则需通过人工验票。

郑州火车站昨日还公布了各
站的详细票价。郑州——西安，一
等票价 390元，二等票价 240元；郑
州——渭南北，分别为 342元、214
元；郑州——华山北，分别为 297
元、186元；郑州——灵宝西，分别
为 229元、143元；郑州——三门峡
南，分别为 192 元、120 元；郑州
——渑池南，分别为 147元、92元；
郑州——洛阳龙门，分别为 97元、
61元；郑州——巩义南，分别为 58
元、36元。

人民健康好卫士风采之五

“隔离区卫士”杨跃杰
本报记者 梁 晓 安 华

郑西高铁首趟车受追捧
3小时售票逾九成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
员 孟繁勇）为缓解春节前金水
路、“四桥一路”、花园路和黄河
路等主干道的交通压力，从昨
日起，晚高峰时段郑州交警将
启用多路口分流措施，限制部
分机动车驶入金水路、黄河路
等道路，确保主干道畅通。

分流措施具体为：晚高峰
时段17：30~19：00（视情况提前
至 17：00 或延长至 19：30），分
别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桥金水
路由东向西方向、金水立交北
上桥口右转上金水西路方向、
中州大道与民航路口交叉口右
转进入民航路方向、中州大道

与纬四路口交叉口右转进入纬
四路方向、中州大道黄河立交
桥进入未来路与黄河西路方
向，采取摆放反光锥筒和设置
高峰分流提示牌的措施，限制
从上述道路进入金水路的机动
车辆。

同时，在新通桥立交桥文
化路右转上桥口、大石桥立交
桥南北进入二层高架路方向采
取同样措施，控制进入“四桥一
路”及金水路的车流量；在金水
路与未来路交叉口北口高峰期
禁止右转上金水路、城东路与
顺河路交叉口东口高峰期禁止
右转上城东路。

晚高峰启动多路口分流
时间：17：30~19：00

英魂驻天山
——追记因公牺牲的郑州援疆特警沈战东

本报记者 陈 思 文/图

这两天，一个年轻的生命牵动着党中央、
国务院和河南、新疆及郑州、乌鲁木齐各级党
政领导的心；

这两天，一个英雄的名字传遍天山南北和
绿城大地；

这两天，一名28岁的郑州警察让乌鲁木齐
流泪、让郑州悲泣；

……
沈战东，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特警四大

队民警。从警4年来，先后参加了青海藏区维稳、
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安保、新疆维稳及各类
突发事件处置上百起，多次立功受奖。

2010年1月30日凌晨，执行一天巡逻任务
的沈战东因劳累过度，突然晕倒，经抢救无效
而牺牲。这天刚好是他28岁生日！

勇担重任 彰显忠诚本色
2004年 4月的一天晚上，两位荷枪实弹的

郑州特警在青海藏区一宾馆里，紧张而警惕地
坚守了一夜——

当时，正在青海藏南区执行任务的沈战东
所在营地遭到恐吓。接到通知后，时任12班班
长的沈战东立即与11班班长申晓飞商量后，将
自己本来住在楼道最里面的房间换到楼梯口。

当晚，全副武装的沈战东、申晓飞将房门
打开，把枪紧紧抱在怀里。聪明的沈战东还想
出了一个好办法：用一根绳子拴住两只茶杯，
一只放到室内窗台上，一只放在楼梯口背光
处。“只要一有人来就会踢倒茶杯，这样茶杯就
会摔到地上，既提醒我们，又吓着了敌人。”

从警 4 年来，沈战东一直在执行“急、难、
险、重”任务，每一次都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忠诚本色在点滴中铸造。沈战东,1982年
1月 30日出生，2005年 10月参加公安工作，成
为一名特警，和多数警察一样，入警第一年为
实习期。

“别看战东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训练的
刻苦精神却非一般人能比。”曾是全国散打冠
军、现为郑州特警的王振虎是沈战东的“师
傅”。他介绍说，沈战东拉体能，400米一圈的
限时冲刺，一天能冲三四十圈；练拳法，能生生
将自己的拳头磨出一层硬茧；习腿法，不仅将
铁床上脚靶打坏十几个，铁柱子都被打得歪曲
变形了……

2006年12月13日，因其优异表现，刚刚结
束见习期的沈战东被派去处置一起性质十分
恶劣的绑架人质案件，这一天才是他特警生涯
的真正开端，处置这起人质事件，沈占东干得
非常漂亮。从此以后，每次重特大案件或者行
动，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2008年3月22日，在青海藏南区维稳执行
抓捕任务中，他和战友们乘车行驶在海拔4000
多米的雪山路上，车辆频频打滑。为防贻误战
机，沈战东将自己的棉被铺在车轮下面，并在
严重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奋力推车，保证了抓
捕车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随后，沈战东和战
友连续奋战四天四夜，抓获犯罪嫌疑人 14名，
出色地完成了抓捕任务。

2008年 3月 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沈战
东主动请缨赴救灾一线。

2008 年 5 月 12 日到 17 日，汶川漩口镇断
水、断电，受灾群众已经在黑暗中度过了5个不
眠之夜。鉴于这种情况，沈战东和 7名队员徒
步返回都江堰，把发电机绑在钢钎上，冒着不
断的余震，用了一整天时间，走了 30多公里山
路，硬是把100多公斤重的发电机抬到漩口镇，
并迅速在废墟上架起 3米多高的临时线杆，扯
上电线，挂上灯泡。

当第一盏灯在黑暗中的漩口镇亮起来时，
受灾群众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2008年 6月 1日，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日益
严重，沈战东和战友们分布在 12处执勤点上，
历时13天，巡察行程近1000公里。

6月10日，唐家山堰塞湖橙色预警。10时50
分，沈战东突然听到电台喊道：“青莲大桥上有
人！”他顾不上穿救生衣，驱车赶往青莲大桥。

当时，距青莲大桥 200米处就可以听到洪
水的轰鸣，桥下汹涌的洪水咆哮着呼啸而过，
桥体随时可能垮塌，而桥面上两名群众正在看
水中的漂浮物，洪水掩盖了沈战东的呼喊，他
当即把车停在桥头冒着生命危险冲到桥中央，
强行把两名群众送到安全地带。

2008年，他和战友赴北京参加奥运安保，
这是这名年轻特警第一次去首都北京。

敬业执著 练就过硬本领
沈战东是特巡警支队仅有的5名全能队员

之一。他能吃苦、善动脑、肯钻研，擒拿格斗样样

精通，是训练场上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2007年 5月，沈战东被推荐参加全省公安

特警比武竞赛。训练的强度之大难以想象，他
和战友们每天从早到晚，100米冲刺跑、400米
加速跑、5000米耐力跑，再加上手枪的应用射
击训练，一般人难以承受。

沈战东不甘落后。他自己找来沙背心，每
天穿在身上，不仅 5000米越野时穿，其他项目
训练时，他也从不离身。一天训练下来，沙背
心早就和皮肉连在了一起。他获得三个单项
第一和团体总分第一，被省公安厅评为“大练
兵业务能手”。

2008 年 3 月，沈战东被选为机降队员，参
加公安部在南京的全国特警系统机降队员培
训。18天的集训，他加班训练了 15次，最终取
得了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学员，并直接推荐
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全国机降警务技能比赛。

大爱无言 心系群众安危
郑州特警何召辉是沈战东生前最要好的

朋友之一，海地地震时，他俩在乌鲁木齐看到
八位维和战友遇难的新闻，曾一起讨论起生命
的价值是什么。

沈战东深沉地说：“人活着就是要体现出
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具体到咱特警头上，就是
看你巡逻了多少趟、抓了多少违法犯罪分子、
帮助群众做了多少件好事……”

在新疆执行维稳任务期间，仅沈战东一人
就发放警民联系卡 2000 多张，接到求助电话
100余次，为群众解决困难50多个。

位于乌鲁木齐市沙区黑龙江路与公园南

路交叉口附近的乌市仟叶培训学校，每天有
2500多名学生分多个时段上下课，要横穿大门
口的黑龙江路，车流量大，十分危险。了解这
一情况后，他及时与校方领导联系，主动担当
起指挥交通、保护学生的“安全员”。此后，无
论刮风下雨，全副武装的他和战友们总会准时
出现在家长和学生们面前。仟叶学校全体师
生为表达对他及全体郑州特警的感谢和敬意，
送来感谢信和一面上书“特警威武人心定、人
间大爱献边城”的锦旗。

热血柔肠 倾注战友之情
战友们说，沈战东平时说的最多的两句话

是“跟我上！”“看我的！”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
处突维稳，他都是以身作则，用行动做表率。

2008 年 3 月，在青海藏区维稳期间，由于
帐篷不够，沈战东把自己的帐篷让给战友，自
己却睡在依维柯战车上，这一睡就是30多天。

生活中他关心战友，危难面前他更是冲锋
在前。 2008 年元旦，某地发生多名儿童被拐
卖案件。沈战东执行在郑州的抓捕任务。沈
战东劝年轻的战友不要紧张，说：“第一次嘛，
紧张是难免的，不要紧张，看我的！你们跟着
我上就行！”他第一个冲进房间，成功将持枪的
犯罪嫌疑人抓获。

昨日凌晨1时许，在乌鲁木齐市五星路口，
正在寒冷中巡逻值勤的沈战东生前的副大队
长赵伟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抬头一看是郑
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长黄保卫。

“年仅 28岁的战友沈战东走了，我心里很
难受，我们曾经一起去过青海处突、汶川抗震

救灾，他们每一个人的身影都映在我的心里。”
黄保卫由衷地说。

“让我替战东站回岗吧。”当得知沈战东平
时经常在这个岗执勤时，黄保卫接过赵伟手里
的枪。他从五星路到红山路，沿着沈战东曾经
巡逻的路线巡逻了一个多小时，走了几公里。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希望以一名民警的身
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寄托对小沈的哀思。”黄保
卫说，“我们已经向郑州1.4万余名民警发出号
召，向沈战东同志学习，他是郑州公安民警的优
秀代表，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他倒下去了，可
是郑州公安的精神不会倒下去，郑州公安是一支
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永远让郑州人民和党委政
府骄傲、放心、信得过的队伍！”

真爱无悔 愧对双亲和爱人
沈战东，在战友、朋友和群众眼中一位正

值英年、阳光的钢铁男儿，生前感觉最愧对的
就是他的亲人。

战东的父亲是一名庄稼汉，在他的心里战
东是个争气的孩子。1月 30日凌晨 5时，当郑
州市特警支队民警赶到他家告诉他战东牺牲
的消息后，他一下子瘫倒在民警身上。

“俺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孝顺。”战
东的母亲说，他每次出去执行任务，总是到了
才往家里打电话，向来是报喜不报忧。

由 于 工 作 忙 ，他 即 使 在 郑 州 ，回 家 的
次数也不多，但每次回家，他都会和已经
90 多 岁 的 奶 奶 唠 嗑 ，给 她 梳 梳 头 、洗 洗
脚 。“ 战 东 就 是 他 奶 奶 的 心 头 肉 ，现 在 战
东走了，我们没敢和老人家说这个事儿，
怕她受不了。”

妹妹沈节娟不相信沈战东就这样走了，一
直不说话，忙着给哥哥写信：哥哥，你就这样走
了吗……

1月 30日，妻子王晖怎么也不相信老公就
这样走了，当晚，还像往常一样给沈战东发短
信：“老公，你为什么这样一声不吭就走了，你
平常那么爱说话，现在给我说话呀！我想你，
你喊我一声好吗？老公。”这是一条再也无法
收到的短信。

沈战东的妻子王晖是一名转业军人，2009
年12月6日，两人才结婚。

经人介绍，2006 年，沈战东与和他同岁
的姑娘王晖恋爱了，两年后，两人准备结
婚。婚期定在 2008 年农历四月十六。四
月初八，汶川大地震发生了，沈战东奉命前
往汶川，婚期被迫推迟。从汶川回来后，
2008 年 8 月 8 日，两人领了结婚证，并再次
定好婚期：当年 10 月 29 日。因奥运安保，
战东回到郑州已经是 10 月中旬，两人再次
推迟婚期。

2009年 10月 10日，是他们选定的第三次
结婚日期。不料，10月 8日，郑州市特警支队
的一纸调令，他又奉命前往新疆维稳。

双方的父母给他们下了“命令”，无论如
何，2009年必须结婚，婚期就定在当年 12月 6
日。11月 22日，离结婚还不到半个月，沈战东
从乌鲁木齐回到郑州。

王晖痛苦地说：“战东很喜欢小孩，我们计
划 30岁要孩子，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要早点
要孩子。”

沈战东 ，一名普通的郑州特警，他用生命
抒写了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情义！

沈战东，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的不朽
英魂将永驻天山！

本报讯（记者 陈思）记者从郑州市
公安局获悉，今日上午，英雄沈战东同志
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3日下午 1时，沈
战东同志的骨灰将在战友和家人的护送
下抵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据警方负责人介绍，3日下午 1时左

右，将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举行隆重的
迎接仪式。随后，灵车将沿机场高速公
路行至郑汴路特巡警支队门前，再沿郑
汴路、未来路、航海路、嵩山南路、陵园路
一路前行，最后到达烈士陵园。

在烈士陵园，省会各界将举行隆重
的骨灰存放及悼念仪式。

沈战东明日“回家”

新疆各界人士到灵堂吊唁并慰问其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