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方支援

“云端”8分钟，每分钟都是和生命赛跑

22日 8点，张祁下楼给两个发高
烧的孩子找热水喂药，因为暴雨影响，
他家断水断电两天了。走出家属院百
十米，手机才有信号，他看到了护士长
发来的微信：“10点集合，今天你和李
猛搭班，保障航空转运重症患者。”

收到消息后，张祁赶紧把热水送
回家，匆匆交代父母按时给孩子喂药
就迅速返回单位。

张祁是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
22 日，他的工作任务是为 30 名航空
转运的危重症患者提供医疗保障。

李猛是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
22日是他的休息日，但得知阜外华中
心血管病医院的患者要在当天全部转
运到省医本部，就要求到一线去。

在省人民医院停机坪，张祁跟老
搭档李猛会合了。为了做好万全准
备，他们带上了从科室拿来的转运呼
吸机和氧气瓶。

伴随着螺旋桨巨大的轰鸣声，当
日第一位航空转运患者安全降落，护
送他们飞回来的是同事窦钛和李登
辉。而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在岗72小
时。张祁和李猛要从他们手里接过生
命接力棒。

省人民医院本部到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地面距离 25.6公里，正常状
况下驾车需要 50分钟。而航空转运
一名患者仅需8分钟。而就是这空中
的 8分钟，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重担
就完全压在随机医护人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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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惊动居民来送行
山东好汉凌晨返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经过近一周的连续
奋战，国网山东电力部分抢修队员完成既定任务陆续返
程，迎战台风“烟花”。7月 28日凌晨，怕居民送行的国
网淄博供电公司抢修人员悄悄撤离。

凌晨悄悄撤退，怕居民来送行

“凌晨 5点撤退，怕郑州老乡知道来送行，不想麻烦
老乡们。”7月 28日一早，国网淄博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
牛丙震是国网淄博供电公司抢修团队的第一负责人，连
日来带领他的团队80多人奋战在电力抢修一线。

抢修最难的一处是东韩砦小区居民用电，前后
经历 15 个小时，到 26 日凌晨 2：35，东韩砦小区电梯
恢复供电。像这种抢修，牛丙震和他的团队几乎每
天都在继续，五天时间，争分夺秒为郑州 26 个小区送
上电。

牛丙震说，郑州市民特别懂得感恩，每到一个小区
都有居民送西瓜送菜，当省水利厅家属院复电时，一位
老人泪流满面向抢修人员鞠躬致谢，“我们也是泪流满
面，抢险队员虽然身体上劳累，但是内心是暖暖的，有
太多的感动。”

庆幸能为“第二故乡”做点小活儿

16岁当兵，第一年就在河南辉县，这是孙丰刚一辈
子最难忘的一年：“当看到河南受灾情况，我的眼泪都止
不住，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孙丰刚是国网淄博供电公司齐林工程公司汽车班班
长，主动请战，作为公司第二批赴豫电力恢复抢修人员，
与战友任爱忠赴郑州抢险。

作为汽车班班长，孙丰刚拿出了汽车班“压箱底”的
新车，刚买的还不到一个月。除了调配车辆，在不违章作
业的情况下，孙丰刚和另外两个司机都会冲上去，比如放
电缆驾驶技术娴熟，协调、应变等。

孙丰刚说：“很庆幸当兵练就的好身体，没给河南老
乡添乱，特别庆幸我能为河南人民做点小活儿。”

据了解，国网山东电力是25个省市国网电力系统派
出人数最多的省份，先后组织救援人员800多人，截至目
前，恢复河南洪涝灾害地区 46条输电线路、173个小区、
21万余户的供电。

他从妻子的病房他从妻子的病房直奔救援直奔救援““战场战场””

为重建家园贡献绵薄之力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连日来，郑州路达公司组织党

员干部和出租车司机以免费运送乘客、参与公益活动、交
纳“特殊党费”等形式，积极组织生产自救，为尽快恢复正
常的生活生产秩序贡献着光和热。

“有多少车辆出现严重涉水或其他事故？驾驶员有
没有受伤？驾驶员们知道不知道哪些桥涵和道路断行？”
面对灾情，郑州路达公司、路达党支部迅速启动企业特级
应急方案，组织全体管理人员坐镇公司，24小时处于工
作状态，第一时间向全体驾驶员发送安全警示信息，让大
家随时了解准确信息，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最小、最可
控状态。

据了解，连日来，雷锋车队的队员们到高铁站免费运
送滞留乘客，驾驶员陈前锋从21日开始就免费运送救灾
人员，驾驶员杨远航自己出资购买救援物资，组织人员到
东四环郑汴路物流通道参加救援……

同舟共济，共克时艰。郑州路达党支部30名党员还
踊跃交纳了“路达党支部7·20特殊党费”总计17790元，
以特殊党费的形式为受灾群众加油鼓劲。

近期的强降雨，影响着
千万亩农田，牵动着万家百
姓。中牟县万滩镇王庄村党
支部书记许瑞敏近日忙着和
群众一起到地里查看灾情，
协调排水路线，组织机械挖
沟……“想尽一切办法，保护
老百姓庄稼！”许瑞敏号召全
体村组干部。

有群众反映，大孟沟不
通。许瑞敏立即从大孟沟上
游开始检查。“是不是检查井
堵塞了？”打开井盖，里边黑
乎乎一片，许瑞敏决定下去
看看。“找根绳子拴着你！”一
名群众说。

“没事儿！”说着，许瑞
敏跳了进去。借着手电筒
的光，他从井下喊到，“管道
没有堵塞，水流正常！”妻子
安俊丽知道后“数落”他：

“水恁深，你说跳可跳进去
了，也不想想家里还有仨孩
子……”许瑞敏默不作声，
继续带着人到大孟沟下游
检查。

跳水里疏通排水，对许
瑞敏来说已不是第一次。机
械再强大，也有够不到的地
方。每到这时，许瑞敏总是
第一个跳进水里，亲手掏出
堵塞杂物。地里一有积水，
王庄村就立即召集全体村组
干部开会，安排挖沟排水。
一名村支“两委”成员和一名
队长负责一个大队群众耕
地。每队两台机械分班作
业，24小时不停，截至目前，

群众2000多亩农田积水已经基本排完。
“老百姓地里的水排完了，俺家地还没

顾上管。”妻子又是无奈，又是心疼。“一天
三顿饭没有回来吃过。半夜 12点以后回
来，凌晨4点起来就又上地了。”

说起吃饭，农用三轮车就是村组干部
的移动餐桌。一忙就是下午两三点，随便
吃点儿接着干。许瑞敏说：“咱都是庄稼
人，看着庄稼受灾，咋不心疼。水排出来，
俺心里也好受一点儿。”

在王庄村，像许瑞敏这样时刻为百姓
着想的干部还有很多。“这次王庄村干部都
是舍小家顾大家。各队挖排水沟，都是在
村组干部家地里挖，想尽一切办法减少群
众损失。”包村领导冉云科说。“妈，俺叔脖
子上咋了？”一个小男孩看见二队队长许战
胜脖子上的纱布，好奇地问。原来，7月 24
日，许战胜在地里挖排水沟挖到凌晨2点，
骑电动车回家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伤
情严重，镇卫生院不敢治疗，他被转送到县
医院，脖子上缝了8针。一觉醒来，他又来
到地里。“老百姓的庄稼，能保一棵是一
棵。玉米都出穗了，耽误不起。”许战胜
说。“俺村的干部真不赖，为俺老百姓立了
大功。”村民说。

舍弃“大本营”救助2000余名受困群众
“恢复生产生活之前，我们还不能放

松。”巩义市公安局米河派出所所长文亚飞
说，连日来所里所有民警都在一线，很多民
警都是 24小时值守，实在熬不住了，就眯
一会儿。

7月 20日上午，正在调休的文亚飞发
现水势越来越大，立即驱车前往米河。由
于雨势较大，被洪水挡在了半路，弃车徒步
8公里多从小关蹚着泥泞赶回米河派出所
投入抗洪救灾工作。

在得知辖区内一个工地上几百名工人
被困，工人也不愿撤离的消息后，他顾不上
已经进水的派出所，迅速组织人员前往工
地救援，此时，道路上的水已经没过了半个

车胎，而雨越下越大。在工地，面对文亚飞
等人的劝导，工人们表示：“我们都是外地
来打工的，见过很多次大雨天气，没事儿
的。”“再说，我们离开了工地，这么多人吃
住没着落怎么办……”

“大家放心，我们会保证你们吃住以及
安全的，米河地貌特殊，水上涨得很快，水
退了，工地还要继续……”文亚飞的心里十
分焦急，语速也变快了。经过一个多小时
艰难的劝说，300余名工人全部安全撤离，
被临时安置在派出所的4楼休息，并为他们
提供了水和方便食品。

没过多久，大水将救援过的工地完全
淹没，一场灾难就此避免。

此时，派出所内一楼已经被雨水和泥
流倒灌，值班室、户籍室、办公室、器材室都
淹了，水位还在继续上涨。

年轻的民警调侃起来：“出去作战，结
果‘大本营’被端了。”

当天，巩义市公安局也再次抽调警力，
紧急组建抗洪抢险队，驰援米河派出所，米
河派出所也再次投入“战斗”……

截至目前，米河派出所救援受困群
众 2000 余人，在派出所设立安全点，接
纳被困群众 400 余人，清理受困车辆 200
余台。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庆 张玉东
通讯员 李海韵

“8分钟”空中转运 传递生命的希望

一批批救援物资陆续抵郑
按需求发放给受灾地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27日，市妇联紧急
将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拨付我市的新一批救援物
资，发往灾后重建任务繁重的受灾地区，帮助他们尽快恢
复正常生活秩序。

由于地处黄河沿岸泄洪区，大河路街道办事处许多
村庄还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在群众的临时安置点，严重缺
乏纯净水、被子、防蚊虫消杀用品和雨衣雨鞋。对此，26
日，市妇联紧急调派棉被和食品发往惠济区黄河沿岸群
众临时安置点。

27日，在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协调下，北
京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捐赠的价值11.93万元的2250
条棉被抵达郑州，送往受灾群众。

同日，山东闻春礼食品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 2.8 万
元的 700只烧鸡抵达惠济区，迅速被送往黄河沿岸受灾
家庭。

海尔集团捐赠的价值 30.4万元的净水机、饮用水等
物资抵达郑州，市妇联交由二七区妇联发放到受灾学校、
幼儿园及社区妇女儿童阵地。

浙江省妇儿基金会捐赠的价值 3.6万元的 100箱消
毒水抵达郑州，发放给长江路街道辖区家庭和一线救灾
的工作人员。

杭州尔西文化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 5.4万元的 500
桶消毒粉抵达郑州，分别发放给中原路百花路社区和郑
密路社区，助力基层环境消杀工作。

同日，广东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捐赠的价值 17.7
万元的方便面、饼干、高钙奶和饮用水，南京市妇联、南
京女企业家协会捐赠的 100万只口罩分别抵达郑州，第
一时间被发往 10个市直妇委会对口帮扶受灾镇（办）村
（社区）。

又讯（记者 成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 27日，
市空气净化协会向荥阳市汜水镇汜水村捐赠 20余万元
及价值3万元灾后消毒物品。

截至 7 月 27 日，该协会通过荥阳慈善总会对公账
户、支付宝、微信等渠道共捐款 201041元。此外还包括
一批消杀类产品。

黄文帅与妻子视频通话时黄文帅与妻子视频通话时，，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郑报全媒体记者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宗福徐宗福 摄摄

凡人英雄

又一次转身，他奔向下一个“战场”

救援任务结束，所有受困病患和
医务人员均被安全转移，而就在此
时，黄文帅不满10天的孩子又因为黄
疸过高被送进医院，跑到医院匆匆看
了看孩子，他又一次转身，奔向下一
个“战场”，参与到清淤任务中帮助城
市灾后重建。归队后的某个夜晚，回
到休息室的黄文帅接到妻子打来的
视频通话：“我和孩子都好，孩子黄疸
值降了，我们都为你感到自豪！”此
刻，看到妻子的笑容，他一天的疲惫
消散了。

如今黄文帅所在部队灾后重建

任务已进入收尾阶段。在郑州大学
南校区，杨根思部队的战士们正在整
理物资，打扫校园进行收尾工作。

据了解，截至 28日，大部分部队
参加灾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已进入
收尾阶段，有的部队仍在抓紧推进。
其中，一些部队承担的地铁隧道排
水，帝湖小区、阜外医院清淤和市内
道路清理和部分地域的灾后清理修
复工作已经完成，城市秩序和水电气
网等涉及民生的工程正在快速恢复。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通讯员 张震 刘宸源

“妻子孩子现在都好，孩子已经脱离危险，父母在照顾他们母子。”说话的战士
名叫黄文帅，是杨根思部队某连指导员，7月28日下午，初为人父的他拨通了妻子
的视频电话，压抑多时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背过身哭了出来。

7月21日以来，黄文帅两度舍下病房里的妻子和情况危急的孩子奔赴救援现
场，和战友一起救援2000余名受困群众，其中病患1000余人，重症60余人。

如今，妻子和孩子的情况均已好转，仍在执行灾后重建任务的他，一颗悬着的
心终于放了下来。

骑车17公里赶到现场立即加入“战斗”

7月 14日，因产前重度贫血，黄文帅的妻子
提前 25 天剖腹生下孩子后便住进了重症监护
室，21日，妻子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出，他便得知
所在部队要赴郑执行救援任务，看着虚弱的妻子
和还未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孩子，想着需要紧急
救援的受困群众，身为军人的他焦急又心疼。就
在这时，妻子游馥瑜的一句“守护人民就是守护
了这个家”让黄文帅动容，得到妻子支持的他，毅
然奔赴当时受灾严重的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

22 日清晨，从妻子所在的省人民医院到

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道路情况复杂，车辆
无法通行，黄文帅看到一辆共享单车，在骑行
17 公里后，水深已无法骑行通过。就这样，他
在漫过腰身的水中步行大概 3 公里，直至医院
门口附近，那里的水深已漫过头顶，熟水性的
他艰难地游到院内，到达现场后，发现最先到
达的党员突击队正在救援，他立即下水，加入

“战斗”。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看到指导员已经开始

救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连战士杨天昂说。

他们是群众的希望，群众是他们冲锋的号角

救援受困群众要与时间赛跑，黄文帅指导战士
们分组赴骨科、重症监护室等病区进行救援。

这些病区基本位于10楼以上，院内断电，病人
情况紧急且复杂，战士们抬着担架穿梭在各个楼
层。“我们一进病区，好多病患都哭了。”回忆起这一
幕，杨天昂的眼眶也红了，“有孩子、有老人还有医
务人员，大家都说‘看见你们我们就放心了’。”

群众的呼声就是战斗的号角，冲锋舟待命，病
患被逐个转移到二楼搭建的临时平台，再由冲锋
舟转移至安全区域，过程紧张有序却也十分艰难。

病房楼的高层都是重症病人，有的躺在床
上不能动，有的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甚至有刚做
完手术的病人，转移过程要慎之又慎，战士刘伟

说道。担架供不上，战士们就用床单裹着病患
往下抬。

11楼住着数十位重症病患，其中来自开封
的一名患者需要 6 人抬送，黄文帅带领连队 5
名党员突击队员将其抬至一楼，为将老人稳妥
安置在冲锋舟上，他跳入水中，极力保持冲锋
舟平衡。

就这样，救援行动持续到晚上 8点，不计其
数的台阶、上百次的托举、冰凉浑浊的积水让黄
文帅和战友们疲惫不堪。“我记不清转移了几趟，
更记不清转移了多少人。”参与救援的战士们说
了同样的话，他们只记得耳边不停有人说着“谢
谢、感谢、幸亏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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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四人组”特殊的“第一次”

航空救援，对这次的“空中转运四人组”来说都
不陌生，他们不仅接受过全面系统的培训，而且有
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像这样病因不同、病情危重
患者大规模救援转运，即使在全国都是第一次。

转运的重症患者中，有的刚做完心脏移植手
术；有的心肺功能重度衰竭，必须通过ECMO才能
呼吸；有的心功能不全，时刻不能离开 IABP（主动
脉内球囊反搏）的循环支持……时间紧、任务重、挑
战大，对随机医护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极高。

直升机起落瞬间，对患者的血压、血氧饱和度
都会带来影响，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各项生命参
数，及时给予医疗支持。

在转运一名高龄老年女性时，患者血氧饱和度
突然下降，李猛迅速处置，徒手捏握呼吸球囊，加大
供氧，随后老人情况得到缓解。

而李登辉的手上，直到今天还有一道明显的青
紫，那是在转运一名患者时，病人烦躁不安，又抓又
挠留下的痕迹。

而提起最让人心疼的患者，张祁和李猛不约而
同说到了一个小宝宝。这是一名先心病患儿，只有
40多天大，做完肺静脉移位手术 20多天，正处于术
后恢复期。而他也是当天航空转运的年龄最小的
患者。

也许因为一出生就住在新生儿病房，孩子看到
医护人员并不害怕，明亮的眼睛一直在好奇地张
望。但随着直升机准备起飞，螺旋桨的声音越来越
大，孩子撇了撇嘴想哭。注意到孩子的不适，张祁立
刻摘下自己的降噪耳机，轻轻戴在孩子的头上。小
宝宝立刻安静下来，睁着呆萌的眼睛四处张望。

张祁说，同为父母，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
7月 22日晚 7点 30分，最后一名危重症患者平

安抵达省人民医院本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重
症患者转运工作全部顺利完成。结束任务后，张祁
先去外科诊室打了腰围。在搬运患者的时候，他的
腰部不慎扭伤，放松下来才感觉到，腰疼得已经直
不起来。

本报记者 汪辉 王红 通讯员 李伟博 文/图

8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个普通数
字。但对于和生命赛跑的危重患者来说，8分钟的“竞赛”，几乎
意味着一切。

医护人员转运途中精心守护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