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2月 17日晚间，省新闻办召开“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一场新闻发
布会，邀请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疫情控制组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红霞，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调研
员钮正春，郑大一附院呼吸暨危重症学科教授、主任医师张庆宪，郑大一附院呼吸重症科主任、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
专家组副组长邢丽华，省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控制研究所所长刘吉起，郑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吴安德就现阶段我
省医疗救治工作、支援湖北医疗队工作、公共场所消杀等情况进行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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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始终在一起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

第17号

当前，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随着复工复
学返城人员增多，外防输入压力不断增大，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经研究决定，自 2月 19日零时起，在全市疫情防控期间建立入
郑人员健康登记社区报到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外地入郑人员，必须在当日 24时前向居住地社区居委会报
到，并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健康登记，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
规定。对当日未向社区居委会报到的入郑人员，将通过智能外呼、短
信提醒等方式进行跟踪督促，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登记住所的街道
办事处（乡镇），由街道办事处（乡镇）落实疫情管控相关措施。

二、对来郑的复工复产企业员工，要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企业员工
登记系统登记个人健康信息，实行健康登记打卡，要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的企业主体责任、企业所在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
的监管责任。

特此通告。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2月17日

2月16日郑州市新增3例
确诊病例信息情况通报

2020 年 2月 16 日 0~24 时，郑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
例。截至 2月 16日 0~24时，郑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51例，其中治愈出院73例。

现将新增3例确诊病例情况公布如下：
病例 149：男，74岁(确诊病例 146家属），现住荥阳市高山镇。

1月 15日因胸闷乘私家车至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就诊，收入呼
吸内科治疗（与确诊病例 145同病房），2月 9日出现发热症状，2月
10日转至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留观治疗，2月 16日确
诊。

病例150：男，48岁，现住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42街坊。2
月 3日乘高铁G96（11车厢）从长沙返郑,2月 3日至2月 9日居家隔
离，2月 10日因发热由社区工作人员联系120救护车转运至郑州市
第十五人民院发热门诊隔离治疗，2月16日确诊。

病例 151：男，32 岁（确诊病例 145 家属），现住荥阳市王村
镇。1月 19日乘高铁 G316（8车厢）从重庆返郑，1月 20日至 1月
24 日多次参加朋友聚会，1月 25 日按村委会要求居家隔离，2月
15日出现发热到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发热门诊隔离治疗，2月
16日确诊。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我省公布新增3例死亡
病例详情

2020 年 2 月 16 日 0 时~24 时，我
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5
例：周口市 4例、南阳市 3例、郑州市 3
例、焦作市 2例、信阳市 1例（含固始县
1例）、新乡市 1例（含长垣市 1例）、济
源示范区 1例。新增出院 41例、死亡 3
例。截至 2月 16日 24时，我省已累计
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246
例，现有疑似病例 298例，密切接触者
累计35034人。

2月 16日，新增三例死亡病例具体
情况如下：

患者时某，男，33岁，郑州市人。2
月 1日到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就诊，入
感染性疾病科隔离治疗。2月 6日确诊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2月
13 日，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2 月 14
日晚，患者突发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
示心室颤动，经医院两天全力抢救无效
死亡。

患者张某某，男，68岁，信阳市人。
2 月 8 日因便秘到信阳市肛肠医院就
诊。14日晚急诊转往郑大一附院。2月
15日入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急诊科接
受抢救。当日下午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2月16日突发意识丧失，心率
血压测不出，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患者
临床死亡。

患者刘某某，女，66岁，商丘市人，
既往有高血压、心脏病。2月 3日入商
丘市立医院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2月 14日急转郑大一附院。2月
16日经全力抢救无效，患者临床死亡。

基层医疗机构不得私自
留诊不明原因发热和咳嗽患者

黄红霞表示，当前，我省疫情防控
工作处在关键阶段。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针对以下重点环节，严格把控各项防
控措施：

一是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求
规范设置预检分诊点，严格落实预检分
诊制度；严格执行发热门诊设置管理规
定，不得私自留诊不明原因发热和咳嗽
患者；要切实做好个人防护，严防基层医
务人员感染事件；不断强化技术培训，提
高基层医务人员规范处置发热患者和
疫情防控能力。

二是针对隔离医学观察，明确要
求各地不得无故扩大范围，擅自升级
管控要求，就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医学
观察和无症状感染者管理提出要求，
对解除隔离标准进行规范。特别是对
无临床症状的病原学检测阳性者，要
求按确诊病人管理，在具备有效隔离
条件和防护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采取
集中隔离 14天，或隔离 7天以上，连续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无任何异常情况，
方可解除隔离。

三是针对企业复工复产，各企业要
制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建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组织机构和管理体
系，配备防控物资，做好监测排查，具备
复工复产条件的再行复工复产，严防病

例输入、扩散。要实行复工复产备案制
度，同时要联合卫生健康等部门，加强
企业消毒，加大对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
防控督查。

第三轮疫情防控指导
工作正在深入有序进行

据悉，疫情发生后，省卫生健康委
疫情防控指挥部、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先后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督导小组和
指导小组，采取领导带队、驻地指导、分
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对全省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对口指导、定点指导和精
准指导。目前，第一轮、第二轮督导指
导工作已经结束；第三轮指导工作于 2
月 11日全面启动，目前正在深入有序
进行当中。

跟前两轮督导工作比起来，第三
轮指导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提高规
格，加大力度，将 6个督导小组扩充为
9个指导小组。二是完善策略，变督为
导。通过前两轮督导发现，市、县、乡、
村各级党委、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高
度重视，强力推进，但是在“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方面有所欠缺；于是及时调
整策略，变“督导”为“指导”，同时进一
步扩大专家队伍。三是更新方案，精
准指导。随着国家第四版防控方案、
第五版诊疗方案的出台，省里的指导
方案也已经更新到第三版，从坚持联
防联控机制；压实属地责任；科学开展
防控；提升救治能力；保障生物安全；
有序返岗复工；加强健康教育和心理
疏导；严格舆情监测和信息发布等方
面进行指导。

第三轮指导从 2 月 11 日开始，截
止到 2月 16日，已经完成对 17个省辖
市、济源示范区以及 10个直管县（市）
的全覆盖指导，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30多条（项）。目前，各指导组还在下
面继续进行对口、定点和巡回指导。

全力救治疫情严重地区患者
邢丽华表示，将通过远程指导和现

场救治，全方位支援疫情严重地区。
据悉，我省自 1 月 26 日起就进行

了为重患者远程指导和远程查房。紧
急抽调 13 个专家组 39 个呼吸、感染、
中医等方面专家，深入南阳、信阳等驻
地，完善中西医协同机制，了解疫情，指
导救治。

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成员，及时救
治重症、危重症患者。2月 16日，13个
专家组远程视频，讨论了新冠肺炎救治
重症、危重症方案。截至目前，仍有7个
专家组在信阳、南阳、周口、驻马店等疫
情严重地区。

此外，邢丽华说，我省重症、危重症
患者已经实现对口转诊。郑大一附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是对口转诊医院。

郑大一附院呼吸暨危重症学科教
授、主任医师张庆宪表示，目前远程在线
会诊系统终端连接了全省130家定点医
院。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系统，专家组对
于已经确诊的患者，根据检测结果判断
其病情是否加重，是否需及时转诊强化
治疗，有助于提高救治效果。另外，远

程会诊还有助于省级专家帮助基层医
院判断不典型的新冠肺炎患者、类似新
冠肺炎又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此外，
依托这一系统，专家组还开展了远程巡
诊，尤其针对信阳、南阳、驻马店等地
区，针对难治的患者，为他们提出新的
治疗建议。

河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
累计救治患者719名

钮正春表示，1月 26日至今，我省
已先后派出 9 支医疗卫生队共计 842
名队员援助武汉医疗救治工作，截至目
前，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累计救治患者
719名，治愈41名。

据了解，这 9支医疗卫生队来自 9
个省直医院和 11个省辖市，专业主要
为重症、呼吸、感染、感控等，其中还有
一支防疫队伍，包括 5 名疾控队员。
我省选派的第一、第二、第七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 3批队员共 272名，主要负责
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第一批医疗
队员进驻的是武汉市第四医院，管理
三个病区，第二、第七批队员进驻的是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管理一个重
症病区。在救治过程中，我省医疗队
医疗、护理密切配合，中医药治疗专家
深度参与，加强患者的中医药支持治
疗，深获好评。

武汉市启动建设方舱医院后，我省
选派的第三、第五、第六批医疗队员已
顺利进驻并开展医疗工作。具体情况
分别是：第三批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也是我省依托郑大一附院组建的国家
级紧急医学救援队共 46 名队员，于 2
月 5日首批进驻江汉方舱医院；第五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 13日进驻青山武钢方
舱医院；第六批支援湖北国家（河南）中
医医疗队进驻武汉首家以中医为特色
的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

我省选派的第四批医疗队为支援
湖北医疗急救转运队，由 81名队员及
20辆救护车组成，其中包含三辆负压
救护车，2月 5日奔赴武汉，协助当地进
行急救转运工作。截至 2 月 16 日，河
南省支援湖北医疗急救转运队每天出
动转运车 20辆，满负荷运转，共转运患
者1100余人次。

2月 17日傍晚，5名疾控队员组成
的支援湖北防疫队伍抵达湖北，他们将
在武汉执行流行病学排查和巡回督导
任务。

郑州市组织商贸流通
企业有序复工复业

目前，郑州市部分商场、超市和餐
饮已经恢复营业。批准这些企业复工
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吴安德表示，根
据全市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统
一安排部署，按照防控从严、分类分批、
错峰有序、强化监管的原则，郑州市商
务局正在组织商贸流通企业有序复工
复业。

据悉，复工复业的商贸企业要符
合以下基本条件：一是企业要制定完
善的复工复业方案。二是要建立健全
防控机制。成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牵

头的疫情防控组织机构，签订疫情防
控责任承诺书，建立信息联络和报送
机制。三是要备齐疫情防控物资。根
据员工数量和防控要求，企业要购置
配备不少于 2 周使用的口罩、消毒液
等防控物资。四是要落实从业人员管
控。复工复业企业要接入全市疫情防
控信息化系统，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员
工排查登记和管控工作。五是要完善
各项防疫措施。企业对经营场所和办
公场所要实施封闭式管理，按要求对
重点区域和设施设备进行清洁消毒。
企业员工就餐实行分餐制，避免集中
就餐。

复工企业员工每日至少
两次体温检测

针对记者提出的“复工后，郑州市
又将采取什么措施，对这些企业疫情
防控工作加强监管？”吴安德表示，复
工之后，郑州市商务局还将指导企业
采取以下措施做好防控工作：一是加
强企业员工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全员
登记备案制度，每日对员工进行不少
于两次体温检测，全体员工应当佩戴
口罩上岗。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
人员，须持健康证上岗，并戴一次性手
套。二是加强经营场所防控。要求企
业经营场所原则上只保留 1 个出入
口，设置防疫监督检查点。定期开展
消杀。对货架、购物车、电梯扶手、升
降电梯间、入口门把手、生鲜销售等重
点区域消杀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2 小
时。三是加强车辆及物资管控。要求
对企业所有使用车辆消毒。严格管控
进出企业的车辆，对车辆和驾乘人员
进行登记和体温检测。四是做好应急
处置。要求复工复业企业要制定应急
处置预案，明确专人负责并 24小时保
持通信畅通。

复工复产企业要在专业
机构指导下科学精准消毒

针对公众关心的复工复产企业如
何消毒的问题，刘吉起表示，复工复产
企业要在专业机构指导下科学精准消
毒，消毒重点是对办公区域、会议室、职
工宿舍、中央空调、卫生间、餐厅等重点
空间消毒。

具体消毒方式如下：每天开窗通风
不少于 2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流动
水洗手，必要时使用洗手液；保持室内清
洁，及时清理垃圾；定期做好预防性清洁
消毒；对于马桶可以采取喷洒消毒；对于
地面可以拖地消毒；对于大件物品可以
采取擦拭或喷洒方式；对于门把手可以
采取擦拭方法。

在消毒剂的选择方面，耐腐蚀物品
可以采取 84 消毒液，也可以浓度为
250毫克每升二氧化氯；容易腐蚀的物
品，可以采取 75%酒精浸泡擦拭消毒；
消毒时候用的化学消毒剂配制时要做
好防护，戴上手套，防范腐蚀皮肤；消毒
后要及时擦拭掉物体表面消毒液。如
果住所里有病人或者疑似病人，要按照
新冠肺炎消毒防控指南执行，或者由专
业机构进行消毒。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远程会诊助力基层
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在抗击疫情一线检验组织力
（上接一版）高举旗帜，整装前行。全市 1.8万名市直单位在职

党员、5万多名党员志愿者奔赴疫情防控一线岗位。1500多名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迅速到岗到位，同广大农村、社区的党员干部共
同坚守在抗疫战线最前沿；医疗系统 2300余名共产党员主动请缨，
成为抗击病毒的“逆行者”；交通系统每天3000余名党员干部奋战在
郑州机场、火车站、高铁站等各个交通卡点和交通“防线”上。

履职尽责，当好先锋。郑州二里岗分局党员民警臧军接到抗疫
执勤命令后，告别住院的母亲，第一时间奔赴岗位；荥阳市司法局党
员抗疫先锋队员郑凯于1月 30日凌晨，驾车前往服务站换班途中遭
遇车祸，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抗疫一线。

这一件件、一桩桩，无不彰显着党员干部想在前、冲在前的为民
情怀，哪里疫情最重、危险最大、困难最多，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
影，全市党员干部以舍我其谁的果敢担当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全市“筑体系强堡垒争先锋”工程的
效应得以充分显现。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立体动员，街道社区党组织轴心作用充分
发挥，机关、国企、非公企业、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和社区工作者、党员
群众、楼栋长、志愿者、医护人员、社区民兵、物业人员等多方力量全员
上阵，或设卡点、严检查，或全值守、深摸排，或写请战、冲一线，凝聚起
和衷共济、全力抗“疫”的磅礴力量，构筑起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
防线，防疫情、控疫情、战疫情、胜疫情成为郑州万众一心的必达目标。

这场防疫“阻击战”，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在决战新冠
肺炎疫情关键之际，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统一部署，有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强力执行，有广大党员
干部的率先垂范、挺在一线，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员参与、共同抗击，
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疫”的全面胜利！

织密筑牢防护网
毫不松懈战疫情

(上接一版）“严而有序、严而有章落实好返岗员工筛查、分散就餐、空间消
杀等举措，确保平稳有序复工复产。要执行好属地专班负责、防疫专人指
导、企业专职队伍和员工防疫手册+健康档案的“三专一册一档”管理，运
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掌握员工活动轨迹，全力以赴帮助企业解决员工返
岗、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问题，制定分区分级管理、精准到人的返岗员工
管理方案，坚决做到防控安全、员工安全、生产安全。

市领导张延明、杨福平、张俊峰、万正峰、史占勇、陈宏伟参加相关活动。

企业爱心捐赠汇聚暖流
众志成城助力疫情防控

(上接一版）“我们要坚持两场硬战同时打、两道考题一起答，不折不扣地执
行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的具体要求，思想上更加
坚定，作风上更加务实，行动上更加坚决，努力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两不误、双统筹。

市防控指挥部、市工商联、市慈善总会、市红十字会等有关部门，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歧伯山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等担负治疗新冠肺炎任务的医疗机构接受捐赠。

本报讯（记者 汪辉 成燕）昨日，省
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出“新冠肺炎康复者
捐献血浆倡议书”，倡议康复者捐献血
浆，用于患者治疗。目前，该中心已就
接受捐献做好相关准备。

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明确提出对重型、危重
型病例可采用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
疗。武汉等地多家医院危重患者接受
康复者捐献的血浆治疗后，临床体征
和症状均明显好转。专家表示，从临
床病理发生过程看，新冠肺炎康复者
血浆中有大量特异性抗体，能够有效

杀灭和清除新冠病毒，是治疗新冠肺
炎有效方法之一。2 月 15 日、16 日，
新乡市先后有 4名新冠肺炎康复者自
愿捐献血浆，用于其他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的治疗。其中来自平原示范区的
朱先生是我省首例新冠肺炎康复者捐
献血浆。

据介绍，捐献者条件如下：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康复出院并解除隔离，年龄
18~55周岁，目前自身状况良好，经临
床医师评估可以捐献血浆者。捐献地
址：郑州市同乐路 9号，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捐献点）。
联系电话：13838314242。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昨日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疫情
发生以来，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积极组织
全省信息通信业持续完善网络覆盖，全
力做好重要通信保障，为疫情防治提供
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省通信管理局将卫生医疗
系统等专线纳入通信重保范围，切实加
大保障力度。河南移动将 4896 个基站
纳入一级重保，并建立“快速响应、重
点保障”机制；河南联通积极组织各市
分公司解决卫生医疗类重点场景覆盖
和容量问题，开展紧急扩容工作；河南
电信完成移动网基站的扩容工作，调

整备品备件 693个、扩容小区 1774个；
河南铁塔制定重保站址日通报制度，
克服防疫期间进村难、通行难等问题，
确保重保站点零断站。截至 2 月 16
日，全省累计新开通 3G/4G/5G 基站
111 个，扩容小区载频共计 2988 个，扩
容已有专线 14 条，新开通宽带专线、
专用电话等共计 808条。

此外，在河南版“小汤山医院”——
郑州岐伯山医院建设中，全省信息通信
业全速支援，各公司均调派精干力量，迅
速摸排周边网络信号覆盖情况并制定网
络扩容和覆盖方案，圆满完成郑州岐伯
山医院通信基站新建及开通任务。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倡议
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

河南信息通信业
全力做好防疫通信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