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6日，武汉下起了小雨，整个城市被
笼罩在阴云之下。这天郑大五附院医疗队
队长冯永海值 8：00～12:00 的班，他早早
地来到医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带上一大包沉甸甸的液体，穿上防护服
进入“战场”，详细地交接班后，查房开始。

进入武汉市第四医院第 10层的病区已
1周了，让冯永海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当时
接管的抢救室的三位患者都大有好转，其中
两人体温正常，入院前的皮疹明显好转。

查房时，26床的大伯对冯永海说：“冯
主任，你们的团队太牛了！我不烧了，基本
上不喘了，血压也正常了，这两天吃得可多
了。医护人员对我的照顾太细心了，比我亲
儿子、亲闺女做得都好。等我好了去你们郑
州看看少林寺，也去看看你们啊。”听得冯永
海心里满是暖意。

查完房后，冯永海要为 8位患者取咽拭
子标本，这是诊治工作中最危险的环节之
一，因为采集过程中，患者极易控制不住咳
嗽或打喷嚏，从而造成体内飞沫喷出，其风
险可想而知。他告诉自己，作为队长，责无
旁贷。

冯永海深知，按照规范操作取到的合格
标本对于后期治疗和临床决策至关重要。

为此，他仔细查对了要取标本的患者信息，
在脑海中反复回忆、推演取咽拭子标本的操
作流程，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这样应该就
没问题了吧。”冯永海为自己打着气走进了
病房。

但是刚到第一个患者，冯永海就遇到了
麻烦。患者是位79岁的老太太，意识不清、
情绪烦躁、无法配合，压舌板都难以置入。

为减少其他人的暴露，这项操作只能由
一个人完成，冯永海只得反复安抚，多次尝
试。就这样，依次取完了8份标本。

令冯永海感到欣慰的是，其中一位患者
是位耳鼻喉科医师，取完标本后，他为冯永海
竖起大拇指说道：“你取的标本绝对合格。”

这天，病区又增加了 5个新入院患者，
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听力极差，冯永海只询
问病史就用了半个小时。等全副武装的他
从病房走出来时已是气喘吁吁，队员们拿来
指脉氧给他测量，氧饱和度 98%，脉搏竟达
到 135次/分钟。此时他才感觉到身上防护
服里面的洗手衣已经被汗水浸透，护目镜里
都能看到水在流。然而稍事休息后，还是要
继续工作。

中午 12 点多，上午的工作基本结束
了。一回头，冯永海看到娇小的护士们正背
着沉重的喷洒设备，进行病区的消毒工作，
他有些不忍心：“你们歇会儿吧，我替你们一
会儿。”冯永海背上了药桶，心下暗暗吃惊，
这药桶恐怕有几十斤吧，真是苦了这些个女
娃娃们。病房转一圈下来，又是浑身湿透。

这时候，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医师进来

了，看到冯永海记了密密麻麻五张关于患者
信息的纸条，冲他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

交接患者信息、制定治疗计划，一套流
程下来，一抬眼时间已是近14:00了。

回到酒店洗澡、吃完午饭已经15：20。
16:00，医疗队开会研究病例，制定下

一步方案。
保证充足的睡眠，才能有资本“战斗”。

每晚，冯永海都像个操心的“老父亲”督促着
“孩子们”要早睡。22：30，队员们大都回到
屋中准备休息，“咚咚咚”走廊上响起一阵短

促的敲门声，“怎么还没睡啊？不要在一起
视频聊天了。”冯永海一个个督促道。

渐渐地，走廊上安静下来，队员们也都
进入了梦乡，冯永海躺在床上，却又一次难
以入眠。

23：55，思绪万千的冯永海打开床头
灯，翻开日记本，写道：随着武汉市第四医院
收治患者的数量增加以及患者病情严重程
度加大，队员们连续作战身心疲惫，面临的
困难或许更艰巨。但是坚持就是胜利，为了

“春天”的到来，我们义无反顾。

为了“春天”的到来，他义无反顾
——一个战“疫”前线医疗队长的一天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文/图

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
元宵。2月 8日，农历正月十五，传
统元宵佳节。对中国人来说，这是
一个关于“家”的节日，是一个阖家
团圆的日子。而对于常年奔波在
邮路上的河南省邮政公司郑州邮
区中心局的邮运司机们来说，“每
逢佳节难团圆”本是常态。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这个元宵
节更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面对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河南邮政的
邮运司机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坚守邮件和防疫物资运输一
线，为千家万户能够更早团圆奔波
在邮路上。

2 月 8 日，郑州邮区中心局接
到邮运任务，要将 1137 件防疫物
资分两批紧急运往武汉。由于近
几天发往武汉的邮件量日益增多，

加上人手严重短缺，原本两人一车
的作业模式，不得不调整为一人一
车。郑州邮区中心局邮运司机金
立东、朱金宏、李兵和奚春兵承担
了此次运输任务，四人各驾驶一辆
邮车，分两组先后奔赴武汉。来回
1000 多公里的路程，驾车需要 20
个小时，这个元宵节，四位邮运司
机注定要在邮路上度过了。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对于邮
运司机们来说，能够早一点完成任
务，就是在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一大早5点多，天还没亮，金立
东和朱金宏就起床收拾，准备向武
汉进发。6点，两人收拾妥当，开始
启程。两人顾不上吃早饭，中午11
点多在服务区吃了碗泡面，便又匆
匆赶路了。下午 3点，金立东和朱
金宏到达武汉邮区中心局。做好

防护、装卸车辆、移交物资……没
有更多时间让两人休息，稍作调整
后，下午 5点，两人又踏上了返程。
等到他们回到郑州时，已是 2月 9
日的凌晨。

8 日下午 3 点，金立东和朱金
宏刚刚到达武汉时，郑州这边李兵
和奚春兵也做好了启程准备。疫
情发生以来，李兵和奚春兵两人都
是第一次执行到武汉疫区的邮运
任务。临行前，李兵骄傲地说：“能
加入突击队，执行武汉疫区邮运任
务，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也是一
种使命，我必将全力以赴把任务完
成好。”儿子还给他发来了助力视
频：“爸爸加油！要注意安全，平安
回来。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奚春兵跑了 14年的武汉线邮
路，疫情开始前一直执行广州线邮
路任务。疫情开始后，奚春兵主动
提出，自己路线熟，自愿加入突击
队，执行疫区邮运任务。他豪情满
满地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
为一名邮运司机，能为邮政出力，为
国家分担，我觉得很光荣。身为一
名邮政人，为了这份事业，必须要全
力以赴往前冲！”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继
1月 25 日开通爱心捐助应急物资
免费寄递绿色通道后，河南邮政再
次加大服务力度，自 2月 1日起全
面实施“四不中断、四免费办”服
务，全力以赴助力抗击疫情。全省
16名邮运司机主动请战，执行前往
湖北疫区的运输任务。截至 2月 8
日，全省邮政已累计开行发往湖北
的省际汽车 47 辆次，免费承运防
疫物资 28024 箱（件）。在抗击疫
情的关键时期，河南邮政人选择坚
守奉献在投递、运输、邮件处理、营
业等岗位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传
递着战“疫”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如果哪位乘客和同事不方便出门，请将需要购买的
生活用品、联系电话和所在地址发到群里，我们将免费代
为您购买并送货上门！”“我要6包挂面、我要10公斤大白
菜、我要各类蔬菜……”面对疫情防控，这几日，在郑州公
交三公司4路线路党支部组建的“疫情防控攻坚”微信里，
4路附近乘客和部分车长反映着所需的物资信息。

据了解，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中，公交三公
司的党员车长们冲锋在前，保障每趟的车辆消毒，每天的
人员排查等工作。另外，在4路线路党支部书记王光辉的
带头下，由9名党员组成的“明明志愿服务队”，化身为“代
购员”“快递员”。戴上党徽、穿上“明明志愿服务队”红马
甲，将一份份生活物资送到不方便出门的乘客和线路职
工手中，用点滴爱心和实际行动温暖着大家。

小小的微信群，之前搭建了我们服务乘客的桥梁；在疫
情面前，又充当起了输送生活物资的保障。乘客李先生就
通过微信群向 4路“党员明明志愿服务队”寻求帮助。他
说：“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加之和老伴年龄偏大，看看能不
能让我们帮忙购买些大米、蔬菜送到家门口。”面对乘客的
需要，我们党员“明明志愿服务队”义不容辞，驾驶着小货
车赶到嵩山路长江路北京联华超市进行选购。超市得知我
们是党员服务队时，在结账时为我们开启了绿色通道，处处
体现了在疫情面前，各行各业的关怀和温暖。当李先生拿
到购买的物品后，激动地说：“谢谢你们，在疫情面前你们
不顾个人安危，为我们送来温暖，郑州公交人是好样的！”

“现在家里缺什么，只要在微信群里说一声或是打个
电话，我们线路的党员们，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非常感
谢他们，党员好样的！”4路车长王春雨说。

与时间赛跑
传递战“疫”必胜决心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张伟坤 文/图

党员车长充当“代购员”
保障“菜篮子”传温暖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罗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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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疫战 路上 最美身影

疫疫战 一线

“有群众反映，从老家新乡返回郑州后，租住的小区不
让进入……”2月 9日上午 10点多，办公室响起电话铃声，
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督查部工作人员王果根据群众反映
的问题，第一时间联络督查组了解实情。

“郑州发布的12号通告，要求全市社区（村）在疫情防控
期间，既要科学合理严格管控、又要注重人文关怀服务，不得
禁止身份准确、体温正常、无其他异常状况的常驻、租住、暂
住人员出入小区（本）；对居民外出时间不做硬性规定，引导
居民错峰采购，不得强制规定周边沿街超市、便利店、食品店
的营业时间，做到严而有序、严而有章、严而又情。”王果告诉
记者，近期督查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对12号通告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目前18个督查组已经深入各县（市）区小区楼
院、乡镇村庄开展检查，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督促落实。

王果所在的督查部是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一办
七部”的其中之一。如果把整个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比作
计算机系统的话，那么督查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扫描各
项工作的漏洞，如果发现盲区或短板，及时反馈到指挥部，
进而通过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防控措施，推动责任
落实见成效，为打赢疫情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我们是 18个挺进战‘疫’一线开展监督检查的市级
督查组与市防控指挥部连接‘专线’的特别联络员。”王果
说，自己的工作虽不在一线，但责任同样重大。

从大年初二开始，王果已经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持续
工作了半个月，每天工作都是从早上 8点持续到半夜。正
月十五晚上忙到 9点多，她才腾出一点空回家看看两个年
幼的孩子，第二天又早早到岗投入工作。

在王果看来，战“疫”就是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里没
有旁观者，每一个人都不是孤身奋战。“我们经常会工作到
深夜一两点，穿过走廊时，很多办公室都还亮着灯，里面的
人也都还在认真工作。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振奋，在
疫情面前，人人都是‘战士’，相信这场抗击疫情阻击战的胜
利很快就会到来。”王果眼神中略带疲惫，语气却坚定有力。

疫情面前
人人都是“战士”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昨日上午9点，金水区未来路巡防中队队员姚峰杰、张
宪成在东明路10号院疫情卡点值勤时，发现一位大约70多
岁满头白发的老人，他也没有佩戴口罩独自一个人拉着一
辆小车慢慢悠悠地走着，他的小车上装着纸箱和塑料瓶子。

队员姚峰杰就上前询问，问老人为何出门在大街上不戴
口罩，他说自己没有口罩，也不知去哪里买。姚峰杰把自己
随身携带的还没用的一次性医用口罩递给老人让他带上。

老人介绍，他姓张，已经 74岁了，没有结过婚，独自一
人住在附近的一个汽修厂里，平时就靠捡一些纸箱瓶子卖
废品生活。两名队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老人，告诉他
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打电话。老人向热心队员示谢
后戴上口罩离开。

队员张宪成说，这几天，在大街上不戴口罩的极少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带。“我们平时口袋里存一两个备
用的，遇到像张老汉这种没口罩的特殊群众，就送给他们，
防控疫情，一个都不能少！”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富盈

拾荒人没口罩
热心人忙送上

“从接到通知酒店要作为隔离点的那刻起，我就知道我
们接下来要做的将是光荣又艰巨的事情。”

1月 25日，农历大年初一，丽枫酒店员工王欢接到电
话，自己工作的酒店要作为经开区集中隔离观察点，集中居
住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并开展14天医学观
察。而王欢的工作是保障所有隔离人员的一日三餐。

他顾不上安抚担心的家人，收拾行李准备返岗，开始了
这份特殊的工作。

“刚开始对病毒不了解，心理特别害怕，当时每敲开一
扇门心里都是战战兢兢的。”王欢坦白最开始很恐惧。“但是
在慢慢了解了病毒和工作性质以后，就努力克服恐惧心理，
看着电视上医护人员、人民子弟兵冲在第一线，我作为一名
党员，也不能退缩，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随着被隔离人员陆续入住酒店，王欢也开始忙碌起
来。每天早上 7点 40分，王欢准时穿上防护服，带上护目
镜、手套、鞋套，严丝合缝，一点也不能马虎。之后开始集中
配餐、送餐，敲开一扇扇门，将热乎的饭菜送到被隔离观察
人员的手中。

“6 楼有一家人是少数民族，要注意民族习俗和禁
忌，单独为他们准备饭菜。鲁先生一家带着孩子，要备
些孩子爱吃的。男同志可能会不够吃，要多打些饭菜和
主食……”为了让大家既要吃饱，又要吃好，每次送餐
前，王欢总会在心里默默地熟悉好几遍，记清每个房间
的送餐细节。

除了医护人员，王欢是被隔离人员每天接触最多的人，
在送餐过程中，为了不让被隔离人员有距离感，在把盒饭、
汤和水果递到他们手上后，经常会和他们交流，“身体状况
怎么样？”“有啥需要带的物品没？”“房间常通风，勤洗手，戴
口罩”，大家慢慢发现，这个腼腆的小伙子，默默地在用温暖
的举动陪伴他们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

“他们这时都会跟我说声谢谢，还称我为‘送餐小哥’，
这是我最荣幸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很累，可心里很美。”王欢
说到这里开心地笑了。

通常送完早餐已经将近 9点钟了，有时候接收医学观
察的人很多，时间还要更晚。但王欢还闲不下来，他要准备
消毒药水，对大厅、走廊、所有人员房间进行一天两次的全
方位消毒，并把接受医学观察人员的饭盒、生活垃圾带出
来，将所有垃圾交给医护人员进行统一收集，统一消毒处
理。这时候，他才能坐下来吃点早餐。

中午 11 点半，短暂的休息之后，到了准备午餐的时
间。送餐的同时，王欢还会把大家早上嘱咐的东西带过去，

“他们带的东西很杂，温度计、口罩、药品、孩子玩具等等，有
时候加被子，调电视，给孩子买的快递，都会找我，我也很乐
意做这些。”王欢说。

下午6点多送完晚餐，做完送餐记录，是第二次全方位
消毒的时间。一桶消毒药水通常要四五十斤，王欢背着消
毒药水，每一层，每一个房间，一个角落也不能落下。

隔离服不透气，一趟下来王欢经常被热得一身汗，闷得
透不过来气，衣服基本都是湿的。有时候消毒药水撒在了
衣服上，干了之后留下一圈一圈的白色印迹，同事跟他开玩
笑说“你的衣服怪好看哩”，王欢总是笑笑不说话。

忙完一天的工作基本要到晚上8点多，这时候，王欢才
有时间与家人报个平安，跟孩子通个视频电话，因为怕有传
染家人的风险，他住在酒店不敢回家。就这样，他每天重复
着这样的工作状态，从大年初二起，没有休息过一天。

这是经开区爱心帮扶点里“送餐小哥”王欢的一天，没
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惊人的壮举，但他在自己平凡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不怕苦不怕累，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
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爱心帮扶隔离点里
“送餐小哥”的24小时

本报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王亚敏

隐瞒个人疫情信息不只是不文明，更涉嫌违法
（上接一版）关键还是，故意隐瞒

个人疫情信息，一旦成为“移动的传
染源”，除了很可能会对自己和家人
酿成大错外，还很可能大面积地传
染他人，对他人健康造成巨大危害，
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雅
安这位老人，多次隐瞒致30多名医
护人员密切接触；而那位被称为“晋
江毒王”的男子，在导致4000人被隔
离之外，目前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已
有多例。而我们知道，目前仍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期，这么多密切接触
者，尤其是这么多医护人员因密切
接触而被隔离，显然会影响正常的
疫情防控。

同时，因为要大面积寻找和隔
离同一时间段的密切接触者，这显

然会让关键时期原本应该“用在刀
刃上”的、本就十分紧张的公共资
源，被大量占用。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
发传染病疫情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故意隐瞒个
人疫情信息，已涉嫌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照《刑法》第
114条、115条追究刑事责任，轻则可
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重则可
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结合近期的案例：据《澎湃
新闻》8日报道，按照记者的不完全
统计，过去几日内，在广西、青海、江
苏、云南、安徽、四川、浙江、吉林等
11 个省份均有通报相关案情，共有

12位确诊患者被立案侦查。其中11
例案由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仅1例案由为涉嫌过失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由此可见各地
从严从重打击违法犯罪的决心。

“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
棋”。阻击疫情，事关你我，人人有
责。我们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责
任链上的重要一环。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拧紧责任链条，需要联
防联控机制和体系的成熟完备，也
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增强防范意
识、责任意识。如果每个人都能从
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不隐瞒、不
包庇、不心存侥幸，主动上报、积极
配合、形成合力，我们一定能够打赢
这场防疫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