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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 文/图）
1月 15日 18：12，在河南省新冠
肺炎救治定点医院——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区医院，伴
随着一声新生婴儿的啼哭，41
岁的新冠肺炎确诊高龄孕妇剖
宫产下一名男婴。在医护人员
的齐心协力下，从手术开始到新
生命诞生，仅用3分钟。

1月 15日 17：00，河南省新
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负压手
术间，省人民医院产科、儿科、麻
醉医生和手术室护士、助产士、
新生儿科护士全副武装，等待孕
妇的到来。

这是一位孕 38＋5 周的高
龄孕妇，伴有血小板进行性低
下、贫血，一旦宫缩乏力，将面临
大出血，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经
产科评估，需立即进行剖宫产。

17：40，孕妇在病区护士、
医生的护送下，带着移动超声设
备护送到手术室。术前麻醉开
始了。对新冠确诊患者进行气

管插管，是暴露风险极高的操
作，麻醉医生在防护服外还必须
戴上正压头套，这让原本普通的
操作变得困难。不仅如此，全身
麻醉，意味着一旦分娩时间过
长，出现新生儿窒息的可能性会
大大增加。这对现场的医护人
员来说是个挑战。

全程三级防护，让医生曾经
无往不利的手感变得陌生。鼓
鼓的防护服、不断起雾的护目
镜、三层的手套，没能阻挡住手
术团队的专业高效。凭着丰富
的手术经验，手术正式开始后，
仅仅用 3分钟，一名男婴就被顺
利取出。

“哇……”随着一声嘹亮的
婴啼响彻房间，悬着的心终于下
来。男婴体重 6斤 6两，新生儿
评分10分。

手术快速高效、母子平安健
康的背后，凝聚了众多医护人员
的心血和汗水。手术前，高龄、
新冠肺炎、血小板减少、妊娠期

糖尿病，再加上疫情防控……一
道道难关都需要医护人员紧急
克服。

为了确保安全，省人民医院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组织多学科
会诊、制定手术预案。新冠病毒
感染患者剖腹产手术工作小组
由医务部、护理部、手术部、麻醉
与围术期医学科、院感、产科、小
儿重症、后勤保障等 30多人组
成。学科专家团队在 3 天内进
行三次会诊，对手术方式和各项
流程进行最后梳理，力求万无一
失。现场医护小组还在 14日、
15 日分别进行了两次现场演
练，仔细琢磨每一个环节，不断
优化流程。从 17:50 孕妇到达
手术室，到 18:12 宝宝出生，一
切顺利。

目前，产妇情况一切正常，
已送回隔离病房继续治疗。

为避免交叉感染，宝宝娩出
后，被很快转移到特定房间，由
新生儿组医护人员进行照护。

新冠确诊高龄孕妇平安产子

抗疫一线迎来新生命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雅青）
连日来，二七区深入推行“4321”工作机制，
积极开展上门服务，切实满足群众对物资
供应、就医用药的需求，用暖心举措提升抗
疫“温度”。

四级联动体系
民意反映快速反馈落实

为切实做好封控区、管控区特殊人群
服务保障工作，二七区成立服务保障工作
专班，搭建起“区—镇办—社区—楼院”四
级网络民意平台，收集、转派、解决辖区群
众特别是特殊群体的生活保障、正常医疗
等诉求，并加强问题跟踪督办。

1月 12日，一孕妇在二七发布公众号
留言求助，区委宣传部网络民意信息员通
过与求助市民冯女士取得联系后，了解到
她想要去医院做检查时，立即安排相关车
辆上门服务，直接到小区接上冯女士送到
医院，检查完成后，又把冯女士送回小区。

“红黄蓝”三色台账
分类管理细致入微

“张老师，吃过晚饭了吧，这会儿又给
您打电话了，现在体温多少？身体感觉怎
么样？明天还有什么生活需要？”张先生是
家住福华街街道京广家园南社区的一位独
居老人，也是该社区“红色台账”目标人员
之一。每天早中晚，志愿者都会按时视频
连线询问身体状况及生活需求。

为切实加强对封控区、管控区群众生
活及正常医疗需求保障，二七区对相应区
域居民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并按照需求等
级分类建立“红黄蓝”三色台账。其中，红
标人员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独居人员、
重病重残人员；黄标人员为孕妇、定期医
院治疗人员、留守儿童；蓝标人员为一般
特殊家庭，包括生活可以自理，但信息相
对闭塞的老年人、行动稍有不便的残疾
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需要社区关心关

注的家庭。
针对红标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

每天不少于3次通过上门入户或电话、微信
视频等进行沟通联系，详细了解其健康状
况及生活需求；对黄标人员，每天联系两
次，询问是否有困难和需求；对蓝标人员每
天联系 1次，叮嘱做好日常个人防护，并分
别按每户需求提供定制服务。

落实两大行动
有速度更有温度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关心关爱特殊人
群工作，二七区坚持“以人为本”，开展“敲
门行动+上门服务”，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与
志愿者、医护人员一起上门为年龄偏大、
行动不便的居民做核酸检测，切实做到

“不留死角、不落一人”，让疫情防控工作
有速度更有温度。

自二七区开展“敲门行动+上门服务”
以来，线上线下收获市民大量点赞。今年

90多岁的居民杨先生感慨：“感谢政府的周
密安排，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我们不方便
出门的老同志没有被遗忘，有政府和组织
挂念，我们感觉很安心！”

“一对一”服务
贴心暖心更安心

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二七区立足社区、小区招募志愿者
12000 余人，分别组建了生活照料、心理
疏导、孕期保障、关心关爱等专项志愿服
务队，线上通过电话连线、开设网络课
堂，在关心关注身心健康的同时，为群众
推送疫情防护、养生知识、餐饮营养搭
配、孕期维保、居家运动等学习小视频。
线下志愿者定时定点优先为特殊群体提
供配送生活物资、倾倒垃圾、采买药品、
医疗保障等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享受

“一对一”服务体验。
疫情很难，但人心很暖。

四级平台 三色台账 两大行动 一对一服务

二七区暖心举措提升抗疫“温度”

连日来，郑州市多轮次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从一根
咽拭子棉签，到市民们“掌上”可查的检测结果，究竟一份核酸检
测报告是怎么“出炉”的？1月 15日，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
生物检验所所长程春荣为市民进行全流程解读。

“事实上，全员核酸检测，目的就是要从上千万份咽拭子样本
中，把可能隐藏的新冠病毒‘揪’出来。这个过程好比一场惊心动
魄的‘排雷赛’，需要众多专业人员争分夺秒，共同配合完成的‘接
力跑’。”程春荣说，核酸检测是极其灵敏且精密的实验，核酸检测
实验室有特殊的环境要求，并不是随便开辟个地方就能检测，核
酸检测必须送到特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市民在核酸检测采集点按要求完成信息采集后，核酸样本将
在“全副武装”的严密包装下送往专业实验室。工作人员接到样
本后，首先要对样本进行全方位消毒，并且做好生物安全防护。
接下来，工作人员要逐一核对信息，录入系统。这整个过程需要
全手工作业，花费的时间并不比取样快多少。特别是在海量标本
里，大批量样本录入，也要确保零差错，不能张冠李戴。毕竟事关
每个人的健康，粗心大意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样本进入实验室，能直接检测吗？答案是否定的。检测人员
还需要对标本进行前处理，将标本里面的核酸提取出来。程春荣
介绍，新冠病毒的核酸是包裹在蛋白质内部的RNA，因此检测人
员要先用蛋白酶将外层的蛋白破坏，将病毒核酸暴露后才能检
测，因此，提取核酸这一步也是核酸检测过程中距离病毒最近的
环节。

事实上，病毒是看不到的，而且微量标本也不容易检测到，
所以要让它变多，才方便检测出来。这一环节被称之为核酸扩
增阶段。举例来说，如果把事先配制好的反应体系当作一块“土
地”，把新冠病毒（核酸）比喻成花生，想知道土里有没有花生，就
需要添加肥料，让花生成长增多，从一个变俩，两变四个，四个变
八个……同理，核酸扩增，就是要让核酸病毒变多，更方便检测
出来。

程春荣表示，随着扩增程序运行，新冠病毒核酸片段不断合
成，发光基因发出荧光，就能被仪器探测到，此过程不能中断，需
要 70分钟到 110分钟。仪器一旦启动扩增程序，是不能停下来
中途添加新的标本的，必须要等这一批的结果扩增完成后，才能
进行下一批标本的扩增。所以，上机检测“发动”了就不能停，核
酸检测不能做到随到随测。

当扩增程序结束后，检测人员就可以查看结果，核对标本信
息，上传数据，再由大数据平台进行发布，大家就可以在网上查询
到核酸检测结果了。

“疫情当前，郑州市疾控中心实验室人员夜以继日，全力支持
核酸检测，从接收样本到核酸检测结果出炉最快需要170分钟到
190分钟。”程春荣坦言，虽然核酸检测很难做到随到随测，像血
常规尿常规一样快速出结果，但是，所有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在马
不停蹄运转，严格在规定时间内出结果，为早日赢得抗疫战斗的
胜利而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 王红

为筑牢交通卡口疫情防线，
连日来，郑州市交通部门 280名
工作人员，昼夜坚守在郑州市
21个交通服务站，24小时不间
断对往来车辆和人员进行核查。

他们冒着三九严寒，站在冰
冷的水泥路面上，熬过一个个漫
漫长夜，昼夜坚守在不息的车流
中……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
撑他们？一篇篇《下沉干部手
记》写满答案。

下沉党员禄森：疫情当前，
我告诉自己不能退缩，要到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去。我下沉在京
港澳高速郑州圃田站疫情防控
离(入)郑核酸查验服务站值守。
我将忠诚履责、不忘使命，为早
日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恪尽职
守，这亦是一名普通党员的无悔
初心!

下沉党员李保华：这几天

给我最大的感受不是紧张、寒
冷、困乏，而是忙。12个小时在
绕城高速十八里河站的值守结
束后，与同事一起驱车赶回单
位加班，竟未感觉到疲累。想
来，是因为核酸检验服务站有
许多同志并肩作战的原因。这
份昂扬的斗志会舒缓紧张、驱
赶寒冷。

下沉党员禹之尧：半夜，被
闹钟吵醒看了一眼时间，23:20
简单地洗漱和跟家人的道别之
后，着装整齐，顶着寒风，消失在
黑夜里。在开车前往疫情防控
卡点的车里感受着城市的宁静
和祥和，党旗在寒风中猎猎作
响，时间在大伙的忙碌中悄然走
过，望着东升的太阳，结束了紧
张而忙碌的一夜。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疫情不退！我不退！

下沉党员范双成：今天是

我第六次在郑州市东三环南站
卡口执勤。我时刻牢记自己是
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以

“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
事”为行为准则，在执勤的过程
中不讲条件。我坚信，只要大
家齐心协力，精心防控，曙光就
在眼前。

下沉党员刘赛赛：今天是我
驻守高速路口核酸查验站的第
四天。当看着身边头发花白的
老党员坚守的身影、卡点值班的
干部不厌其烦地耐心向群众解
释政策时，我心中都会涌起阵阵
感动。寒风凛冽，没有温暖的休
息场所和可口的饭菜……没有
的东西数不胜数，但这都敌不过
我们心中有一面心系群众的伟
大旗帜，用血肉之躯当好群众的
贴心人和主心骨，筑牢疫情防控
的坚强防线。

核酸检测报告怎么“出炉”
市疾控专家全流程解读

为做好疫情防控，郑州公交第二运营公司五车队
苏师傅党员服务队志愿者走进社区，向市民倡议就地
过年。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城市守“门”人的防疫手记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黄俊峰 文/图

“祝你生日快乐！”1月 15日中午，在中原区林山寨街道
河南工大社区核酸检测现场的“志愿者之家”中，突然响起了
欢悦的生日快乐歌。

演唱者是一群穿着红色马甲的最美志愿者，他们正在为
队长芦玉华送上最动人的生日祝福。对于芦玉华来说，在抗
击疫情一线岗位上能听到如此感人的生日祝福，连日来的疲
劳困倦顿时全无。

芦玉华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楼栋长，兼任河
南工大社区党委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自 1月 4日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以来，芦玉华带领着志愿者团队第一时间奔赴
抗击疫情一线的战场上，累计服务时长 86小时。每天一大
早她都是第一个来到“志愿者之家”，清点物资，地面消杀，然
后等待辖区居民前来做核酸检测。

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芦玉华用行动充分诠释了一名
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像她一样持续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默
默奉献的志愿者还有很多。正因为他们在困难时刻的挺身
而出，才守卫了辖区群众的平安和幸福。

昨天一大早，管城区城东路街道辖区“爱心粥屋”的热心人，用
三轮车带上热腾腾的早餐，送到社区防控点和坚守一线的工作人
员手里，虽然天气寒冷，大家心里充满了满满的暖意。

“爱心粥屋”由辖区爱心人士王淑芬发起成立，坚持为环卫工
人和困难群体提供免费早餐。一晃8年时间过去了……他们在这
里默默坚守，让爱心持久传递。

连续进行多天核酸检测，一线工作人员在瑟瑟寒风中坚守岗
位，“爱心粥屋”的职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了让大家吃上可口
的早餐，助力疫情防控工作，1月 10日以来，“爱心粥屋”的志愿者
梅泰诺凌晨4点开始熬粥，精心准备清淡的烧菜、咸菜、包子、馒头
和油条等 40多份早餐，送到一线工作人员手中，用行动为疫情防
控贡献力量。

“爱心早餐”送一线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颖睿 文/图

一个普通党员的特殊生日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杨成剑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高千惠）1月 13日，大学生王照
赢拿出自己的5000元国家奖学金联系到金水区红十字会，捐赠抗
疫一线。

王照赢是上海行健职业学院的学生，在校期间专业成绩优秀，
并且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与比赛，获得了5000元国家奖学
金。在被询问捐款的初衷时，他说：“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金水区
南阳路街道亨利社区的一个核酸检测点做志愿服务，看到防疫物
资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是口罩、防护服、酒精、消毒液等，我非常
想为抗疫一线做点贡献，捐赠一些物资，但是又怕自己买得不好，
所以就想通过金水区红十字会向区团委捐赠些钱，为抗疫尽一份
绵薄之力！”

大学生王照赢五千元
奖学金捐助抗疫一线

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党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