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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疫情就心烦意乱，
很紧张焦虑，我该怎么办？”“小
朋友10个月了，晚上睡到半夜
就烦躁，身上痒，医生能帮忙看
看吗？”从6月2日至今，在封闭
管理的广钢新城某小区一个名
为“义工—医疗小组”的微信群
特别热闹，20多名医护人员在该
群中为邻居答疑解惑，开展心理
疏导。原来，在这特殊的“滞留”
期间，医护人员们即便无法到医
院上班也并没有闲着，大家都在
为守护美好家园、战胜疫情默默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泌尿外科医生潘建刚教授是
上述小区的一名业主。他说：

“自己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已经派员 900 多人次
支援荔湾、海珠、番禺等地，不能
赶回医院和大家一起抗击疫情，
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目前处于高风险区域的广
钢新城，有居民近10万人。“疫
情在发展，要为居民提供必要
的心理帮助、医疗指导，来疏导
情绪”，潘建刚说，“虽然我们不
在岗位上，但医生的身份还在、
党员的身份没变，不能回到医
院奋战抗击疫情，我们也要想
尽办法奉献我们的力量。”于
是，他拉上几名同事，加入由物
业和业主志愿者共同组建的

“义工—医疗小组”微信群。
加入没多久，就碰到一位

小区业主因宝宝身体问题前来
咨询，潘建刚立马给予了专业
的用药和护理指导，解决了家
长的燃眉之急。短短一天内，
潘建刚又回应了十多个“问
诊”。一些不是属于自己专业
的问题，潘建刚都交由相关专
业的其他志愿者医生回答。

在小区还未划入高风险区
域之前，潘建刚还登门为邻居

上门服务。一位邻居家小孩的手
指被割伤缝合后到时间需要拆线，
家长不知如何是好，再加上疫情期
间120救护车配置需要严格审核，
潘建刚得知后，主动拿出自己在家
常备的急救用品帮助小朋友将线
拆除，并为后续的康复提供了贴心
的建议。

“我报名！我体能好！我打了
两针疫苗。”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贾海
霞，在家的第二天已经坐不住了。
看到小区召集为居民提供送菜等
服务的志愿者，她第一时间报名，
成为“送菜小分队”中唯一一名“女
将”。穿起了熟悉的防护服，贾海
霞和其他志愿者一起逐家逐户送
菜、肉、蛋、奶等物资。

“在并不闷热的楼道里送一下
物资，防护服下衣服也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眼镜片总是起雾，可想而
知前线的同事们有多辛苦。真希
望能早日回到岗位上，与他们并肩
作战！”贾海霞表示。

林秀娟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感染管理科的资深工作人
员，她在小区被封闭管理初期就报
名加入小区防疫工作志愿者队伍，
协助核酸采集时的信息录入工作。

作为一名院感专家，她深知提
高物业人员感染防控意识的重要
性，物业人员对清洁、消毒、防护服
穿戴等的熟悉度和掌握度，决定了
小区是否能够保持整洁、安全。于
是，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林秀娟开
展“线上培训”，为物业人员和义工们
提供相关防护知识的指导，提高他们
的防护意识，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谢谢您的专业意见！受益匪
浅！”物业的管理人员在仔细读完
林秀娟的十多条建议后，由衷发出
了感叹。（作者单位：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家处封闭管理区
医务人员“就地上岗”

□许咏怡

6月9日深夜11点多，广东省
职业病防治院（以下简称“省职防
院”）疫情防控工作群发布了一则
群公告：明早 6:20 早餐，6:50 穿防
护服，7:30 集中出发，开展第三次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在接到指令
后，省职防院疫情防控突击队再次
整装出发，6月10日，共4批次145
人支援海珠区最难“啃”的硬骨头
——外来务工人员最多、最大的制
衣业城中村凤阳街道鹭江村的核
酸采集工作。这支突击队，同时也
是由王烁志愿服务队的队员组成，
自5月30日主动请战至今，这是他
们第三次入驻凤阳街道社区。

“老人家，您小心一点，慢慢坐
下，不用紧张。没事的，很快就做
完了。好，先脱下口罩，稍稍抬起
头，把嘴巴张开，好，再张大一点
点，很好，来跟着我一起，‘啊—’很
好！阿婆，可以啦，不要着急，慢慢
起来。”

“咁快就好啦？真系咩？”眼

前这位头发花白的阿婆先是愣了
一下，然后在老伴的搀扶下站了
起来，立刻竖起大拇指说：“多谢
多谢，多谢医生，真系好快又唔
痛。”阿婆的双眼失明了，对于做
核酸检测，阿婆还是显得有些忐
忑，“好紧张，乜都睇唔到（什么都
看不到）。”

此刻，为她做核酸采样的医护
人员，省职防院主管医师郑杰蔚长
长舒了一口气，汗珠从他的额头
上滴下来，挂在了眼睫毛上。“这
么大年纪了，眼睛又看不见，心里
肯定是害怕的，天气又这么热，要
安抚好她的紧张情绪，更要一步
到位采集好，不要再让老人家遭
罪了。”

郑杰蔚所在的这条绿色通道
队伍，是专门为现场的老人小孩、
行动不便的人群设的。当看到这
一类人群，志愿者就会指引他们穿
过漫长的队伍，从绿色通道进入，
优先接受采样。遇到坐着轮椅或
拄着拐杖的人士，志愿者还要及时
上前去帮忙。“出发前，我们仔细研
究了现场可能出现的状况，把细节
做到极致，确保检测工作更高效、

有序，尽量照顾到老人小孩等有特
殊需求的人群。”

郑杰蔚是核酸采样的“熟手”，
去年2月17日，疫情暴发之际，他
主动请缨，作为省职防院青年抗疫
突击队成员加入省支援重点地市
流调队，支援白云区疾控，他走街
串巷排查患者活动轨迹、上门入户
做流调、到隔离场所为重点人群采
咽拭子。同年5月，王烁志愿服务
队成立，他加入队伍，并作为驻村
扶贫干部被派到英德市横石水镇
江古山村参与脱贫攻坚。他说：

“哪里需要去哪里，就想为群众多
做点事。”

截至6月7日，省职防院共派
出16人的冲锋队协助广州市疾控
以及海珠区、南沙区疾控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省职防院副主任医师张骁是
曾与王烁一起支援荆州的战友，

也是此次抗疫最早出发的队员之
一 。“我们会去到隔离酒店、小区
等地方调查，近距离接触确诊病
例和密切接触者。”他的工作就
是从大量线索中抽丝剥茧，通过
流行病学调查传播途径，锁定并
控制传染源。

24 小时待命，他与队友到重
点场所流调、排查次密接、采集环
境样本，再进行终末端消毒，虽然
工作强度大、存在风险，但他从不
退却。“公共卫生是我们的专业，并
且我们还做足了准备，把之前用在
荆州的三个作战法宝带回来，对于
这场病毒狙击战，我们很有信心。”

在流调过程中，张骁和队友还
重视人文关怀。一群高三学生在
高考前几天成为密切接触者，住在
隔离酒店上网课，为了不影响学生
们复习，他们选择课间和下学后做
流调，为此宁愿多等待一些时间。

闷热的天气，严密的防护服，
时不时还要来场突如其来的大暴
雨，都给流调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身上的衣服经常是湿透的，但张骁
觉得，留这点汗，没什么。
（作者单位：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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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讯“没想到这次接种
这么顺利，原有的担心一扫而
光……”近日，王先生在珠海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联安疫苗接种
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感激
地说。

原来，王先生有严重的视
觉障碍，他很想接种疫苗，但又
担心由于视觉障碍，无法接
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让
家人预约疫苗接种。

预约成功后，他在家人的
陪伴下，心情忐忑地来到了珠
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设在联安
市民艺术中心的新冠疫苗接种
点。没想到，现场一位身穿红
色马甲志愿者了解到他的情
况后，热情地接待了他。

这名志愿者是珠海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的党员志愿者郑浩

渠，有着丰富的志愿服务经验。针
对王先生的情况，他同现场工作人
员联系，为王先生开通绿色通道。

在入口登记处，郑浩渠帮着王
先生整理好口罩，协助王先生找出
健康码、行程码，然后领着他到登
记处进行信息录入，大声为他朗读
了疫苗接种注意事项，协助他签署
知情同意书。之后，王先生顺利接
种疫苗，留观30分钟。随后，志愿
者细心地将其送下楼。

王先生和家人接种之后，感觉
十分便捷，没有一点障碍。王先生
说：“接种人群数量庞大、工作量巨
大，但现场忙而不乱，我切身体会
到了人文关怀。”

据悉，该接种点此前已经为数
十位行动障碍人士开通了绿色通
道，让他们安全便捷地接种了新冠
疫苗。 （刘星）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人性化服务

为残障人士开通
疫苗接种“绿色通道”

阳江讯“1999，2000，2001......”
当清点好堆积如山的新冠病毒疫
苗包装盒，核对好使用过的注射器
数量，将一整天的医疗垃圾过秤并
登记入册后，熊嘉瑶抬头望了一
眼墙上的时钟，指针已经走到了
晚上9点。就算站立了14个小时
的双腿有如灌了一大袋铅块一
般，熊嘉瑶还是咬咬嘴唇，坚持最
后一次将整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点巡视完毕。

阳江市公共卫生医院新冠疫
苗接种点投入使用后，作为接种点
负责人的熊嘉瑶和她的“战友们”
又投入了新的挑战。每天掰开几
百个安瓿瓶，注射几百支疫苗，每
天被密不透风的乳胶手套包裹着，
医护人员们的手几乎都已经起泡
脱皮。

凌晨下班的熊嘉瑶被远在故
乡的母亲电话告知，从小对她疼爱
有加的爷爷突然离世了。一边是
归乡似箭，一边是放不下的工作，

“本来人手就紧张，我如果请长假，
同事们就更难了。”

趁轮班的时候抽空匆匆赶回

去给爷爷上一炷香。次日，熊嘉瑶
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爷爷从小
就教我，做党和国家需要的人。爷
爷会为我骄傲吧。”

为了满足群众对新冠疫苗接
种需求，阳江市体育馆大型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点于 6 月 5 日 17 时重
新开始接种工作。

该接种点医护人员主要来自
阳江市中医医院，上岗前接受了严
格的培训。为了方便市民接种，现
场的开放时间从每天的上午 8 点
半到11点半，下午则从2点半到5
点。如果疫苗充足，医护人员将加
班进行接种。

在登记区5号卡位，阳江市中
医医院手术室的主管护师阮雅青
自6月1日起支援海陵试验区疫苗
接种工作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6
月5日下午，阮雅青接到通知转到
阳江市体育馆接种点开展接种工
作，当天下午从5点开始一直忙到
晚上 11 点才收工。由于工作繁
忙，她只能将4岁的儿子送到外婆
家照顾。

在接种区，阳江市中医医院骨

科主管护师赖仕好细心核对接
种市民信息，然后缓缓将疫苗注
入接种市民左臂。“回去注意休
息，记得在3周后，8周内按时来
接种第二剂。”注射完，赖仕好不
忘贴心提醒。

赖仕好在 6 月 5 日下午 5 点
开始，到晚上11点，和同事们共
接种疫苗 2200 多剂次。当天晚
上 10 点多，大家才有空吃上晚
饭。由于每天早出晚归，4 岁的
女儿已经好几天没见过妈妈
了。女儿常常问爸爸：“妈妈去
哪了？我想和妈妈说说话……”

除了医护人员，还有许多“志
愿者”默默付出，共计约300人。
他们核实市民预约情况和“健康
码”，帮助一些不懂扫码的市民扫
码和解答市民疑问。6月5日下
午，室外太阳猛烈，志愿者们坚守
岗位不一会儿就已汗湿衣衫。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只要
大家众志成城就一定能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硬仗，共同守护我们
的美好家园。

（阳江局）

疫苗接种背后 他们日夜奋战

王烁志愿服务队为守护广州而战
□黄曼琪

铃铃铃……6月5日，凌晨2
时 40 分，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
院（广州市慈善医院）（以下简称

“芳村医院”）忙碌的急诊科，电
话铃声再度响起。

“有一名来自高风险区域的胸
痛患者正被转送过来。”电话那头
120中心通知道。接电话的护士立
即通知发热门诊准备收治病人，同
时必须按最高标准做好防护。

自6月3日广州市荔湾区南
片区实施管控措施以来，位于封
控区域的芳村医院成为收治荔
湾南片区各类急危重症病人的
主要医院之一，全院546名医护
人员、143 名工勤人员坚守工作
岗位，医护人员实行“三班倒”应
对医疗保障工作任务。此外，为
满足封控区群众不同就医需求，
广州多家医院全力支援，用医者
初心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

休息不到3个小时，芳村医
院心血管科主任李松又换上了
一身防护服，走进了手术室。

等待手术的，是胸痛已经超1
小时的55岁患者胡女士。在发热
门诊预检分诊时，结合心电图及
症状，高度怀疑为急性心肌梗死
的超急性期。当时患者已是“呼
吸急速、大汗淋漓、意识淡漠”。

考虑到病人意识不清、双眼
凝视、右下肢抽搐，李松决定尽快
完善头部和胸部CT，以排除高血
压脑病或中风的可能。为排除新
冠肺炎，还为病人做了核酸检测。

“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情
况瞬息万变，进入手术后，李松

迅 速 实 施 主 动 脉 球 囊 反 搏 术
（IABP），顺利植入导管，同时使用
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经过抢救，
手术于凌晨5时45分顺利完成，因
为前降支近段完全闭塞，医生为胡
女士植入了2个冠脉支架。

但是，正当准备更换转运呼吸
机时，患者的外周血氧饱和度突然下
降至60%，心率140多次/分钟，血压
220/120mmHg，pH值为6.3，血气分
析提示严重代酸合并呼吸衰竭！患
者全身湿冷、脸色发绀，出现急性左
心衰的表现。根据以往的文献报道，
这种情况下患者的生存率不到10%。

李松的心一下子收紧了，立即
启动多学科联合抢救应急预案！
麻醉科医生迅速到位，气管插管一
次成功；心血管科和麻醉科医生一
直轮流用手捏呼吸气囊，有效改善
患者的氧合。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抢救和观
察，胡女士的血氧饱和度逐步上升，
生命体征终于恢复到基本稳定，并
于7时30分转到心血管科在疫情期
间专门设置的隔离病房监护与治
疗。重症医学科护士马世红来到病
房，与心脏科和麻醉科医护人员反
复为患者吸痰、导尿，调整呼吸机参
数，直到她呼吸平稳顺畅。

下午4时许，胡女士已经完全
清醒，虽然还不能说话，但她的眼
神中充溢着对医护人员的感激。

这样的生死时速，在芳村医院
不断上演。据悉，从6月1～12日，
芳村医院已收治48名待排查的重
症患者。6 月 4 日以来，发热门诊
和急诊每天接诊病人超过 200 人
次。此外，针对区域内群众最突出
的需求，医院特别开设肿瘤化疗门
诊，血液透析中心也在完成原有病
人透析治疗的基础上，额外陆续接

收11名外院透析病人。

6月12日，是端午假期的第一
天，对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
科医生曹亿、护士袁德浩来说，这一
天的记忆，就是出车6趟，穿脱防护
服12次。“如果粽子有味道，那一定
是消毒水的味道。”曹亿打趣地说。

据悉，广州市不断充实管控区
域医疗服务力量，其中向荔湾区南
片区域支援9辆负压救护车、54名
急救医护人员，配合区域内120网
络医院，对发热或伴有其他疑似症
状患者、危急重症患者进行院前救
治和转运。“特殊时期，很多人因为
怕添乱，都是等到最后一刻才愿拨
打120。每次见到他们耐心等待、
配合转运，还不忘向我们道声‘谢
谢’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暖。”医疗
队护士杨少豪表示。

在高风险区出急诊救护车，安
抚病人不安情绪的难题也常有发生。

对此，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
诊科住院医师黄帅记忆深刻。“病人
是有咳嗽症状的一家三口。在转运
期间，老人家的血压升高，在车上突
然需要小便，情急之下，老人家的儿
子也因失去耐心而情绪激动。”

救护车上空间有限，狭小且闷
热，医护人员只能弓着腰为老人家
进行降压，协助他在救护车上小
便。做完这些，黄帅和同事已是一
身的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他
们要更有耐心。”黄帅表示，疫情期
间，作为医护人员，大家都能理解
病患的担忧，需要互相体谅，才能
共渡难关。（作者单位：广东省卫生
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蔡良全

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进驻荔湾封控区后

迎来首位“疫情宝宝”
广州讯 6月6日，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医院产科，一名产妇顺利产
下一名女宝宝。宝宝明眸大眼、头
发乌黑，体重6斤4两，健康可爱。
医护人员把宝宝抱在怀里，小宝宝
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医护人员。这
是番禺区妇幼保健院（何贤纪念医
院）10 名妇产儿科医护人员入驻
荔湾区人民医院支援后，迎来的首
位新生宝宝。

6 月 5 日起，番禺区妇幼保健
院10名妇产儿科医护人员派驻荔
湾区人民医院支援医疗工作。医
护人员在抵达荔湾区人民医院后，
第一时间投入作战状态，了解荔湾
封控区域内的孕产妇及儿童情况，
并迅速开展医疗工作。

由于所属片区在封控区，原本
定点外院产检和分娩的孕产妇都
没有办法离开荔湾区，为更好保障
孕产妇分娩和产检，医院给产科床

位增至 30 张的同时，在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设普通产检服务。

番禺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支
援的医护人员兵分两路，一部分人
员负责产科医疗工作，参与夜班及
120应急出车工作，应对激增的分
娩量。另一部分人员外派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当地孕产妇产
检及就医指引工作，方便孕产妇，
让她们足不出街道就能产检，一旦
筛查出高危孕产妇，立即转诊至医
院就诊。

在冲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门口的临时帐篷里，摆放着胎监
机、产检床等仪器设备，这就是番
禺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护人员
工作的地方——社区临时产检
室。她们穿着防护服为孕妇们产
检。疫情期间，孕产妇的心理健康
不容忽视，除日常产检和就医指引
外，他们更会细心疏导安慰精神高

度焦虑的孕妇。
在荔湾支援，番禺区

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的
工作包括出车接收及诊
治发热患儿，发热门诊
坐诊和负责 120 急救工
作。1 岁以下的婴幼儿
病情变化快，如果不能
及时处置，容易发生危
险，封控区儿科医生 24
小时轮岗，确保随时配
合 120 紧急出动。他们
在抗疫前线守护患儿的
同时，还要宽慰家长。
在特殊时期，不少家长
都焦虑紧张，儿科医生
都会多花时间主动和家
长交流，做好病情解释，
宽慰他们。 （麦丽霞）

向最危险的地方“逆
行”开展流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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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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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自发建群为邻居们
解决基本医疗困惑

“用做手术的劲儿为群众送菜去”

开展“线上培训”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全国首个人工智能供精
人性化匹配系统上线

本委讯 6 月 18 日，全国首
个人工智能供精人性化匹配系
统在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
（以下简称“省计生医院”）上线
试运行。该系统将大大降低供
精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夫妇对于
出生子代孩子相貌与丈夫差异
太大的顾虑，消除将来出生孩子
血型与父母不匹配的担忧。

据悉，省计生医院拥有全
省唯一的广东省人类精子库，
存精量达到 8 万多份。为满足
供精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夫妇的
个性化需求，减少遗传病的发
生，医院组织研发了人工智能
供精人性化匹配系统。该系统
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
加密技术，对助孕夫妇男方的人
脸等生物性特征与供精志愿者
人脸特征及相关个性化需求进

行智能比对，提供相似度匹配的信
息供夫妇自主进行选择。广东省
人类精子库根据生殖中心确认后
的名单代码，为申请供精辅助生殖
技术治疗夫妇锁定选中的供精精
液，及时与生殖中心进行冷冻精液
交接。所有流程均在符合伦理原
则以及互盲的原则基础上进行。

据了解，该系统将提高工作效
率，满足多元匹配要求。从基因和
遗传学的角度，由生殖医学中心医
生帮助患者夫妇，按照避免地中海
贫血基因等进行匹配选择，减少遗
传疾病的发生。

目前，广东省人类精子库正对
捐精者进行基因二代测序，未来将
可通过该系统，实现申请供精辅助
生育家庭中妻子与捐精者基因匹
配，最大程度防止子代出生缺陷的
发生。 （省计生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