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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疾控机构：积极应对、科学处置突发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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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重灾区”浚县◆
洪水围城 白衣之光闪耀

本报记者 冯金灿 梁如意

省卫生健康委抽调
5400人支援核酸检测

全省所有医疗机构2天内
完成院内全员核酸检测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新医一附院“重启”

从7月28 日凌晨到30 日15
时许，于希彦已经连轴转超过72
小时了。

和于希彦比起来，赵永献坚
守的时间更长。从 7 月 23 日一
大早到30日下午，他负责的浚县
科达学校安置点，2034名受灾群
众的吃喝拉撒都由他负责。

同样坚守在抗洪第一线的
孙继文和他们不一样，被洪水包
围的白寺镇卫生院是附近居民
唯一的就诊希望，他和同事们一
直守在卫生院内，哪怕洪水距离
卫生院“近在咫尺”。

当下，被洪水围困的浚县大

部分地区成为泽国，但不管是抗
洪救灾第一线，还是受灾群众安
置点内，像于希彦、赵永献和孙
继文这样，随处可见的“白衣之
光”照亮了不少群众近乎绝望的
内心。

7个乡镇中6个成为泄
洪区，善堂镇卫生院依旧坚挺

由于卫河水位持续上涨，7
月 23 日，卫河鹤壁段在浚县决
堤。当天凌晨，临近卫河的浚县
新镇泄洪，居民被紧急转移；此
后，小河镇、白寺镇等多个乡镇
相继成为泄洪区。7月29日，在

紧急转移近8万名居民之后，王
庄镇也开堤泄洪。

目前，浚县 7 个乡镇已有 6
个成为泄洪区，浚县县城西部也
已沦陷，泄洪区对浚县已成半包
围之势。该县仅剩善堂镇暂时
安全，该镇目前正日夜不停地加
固河堤。

“由于地势较高，目前只有
我们善堂镇相对安全，其他乡镇
卫生院都或多或少受灾。关键
时刻，我们除了做好日常诊疗工
作外，还要做好两个安置点受灾
群众的医疗卫生工作。”30 日下
午，身为善堂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的于希彦说。
目前，善堂镇有两个居民

安 置 点 ，共 有 1100 多 名 受 灾
群 众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需 求 相
对较大。

“我们在受灾群众安置点成
立了由医生、护士和卫生防疫人
员组成的医疗卫生服务组，负责
群众常见病多发病的日常救治

和环境消杀工作，同时做好受灾
群众的健康宣教和心理抚慰工
作。”于希彦说，“此外，卫生院内
还有60多名患者，我们还要负责
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医疗卫生工
作。因此，我们卫生院190多名
职工全员24小时待命，以期有任
何需要可以随时出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常 娟）8 月 1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专题第62场新闻发布
会，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若石
说，目前疫情仍处于流行前期，防
控形势严峻。省卫生健康委落实
细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坚决扛牢疫情防控的政治担当，
压实“四方责任”，全力防范灾后
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

快速开展高风险人员排查
管理，加强已发现的病例及无症
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
接人员、中高风险地区及其他有
疫情地区来（返）豫人员等高风
险人员排查管理。加强医疗救
治，将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送至省级定点医院进行救治或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强医疗
机构管理，药店暂停销售退烧药

物，确保发热病人集中到医疗机
构；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不得接
诊发热患者，发现可疑患者要立
即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报告，指导患者做好个人
防护，就近转运至设置发热门诊
的医疗机构；充分发挥发热门诊

“哨点”作用；加强陪护和探视管
理，提升医疗机构防护等级，坚
决守住防止院内感染底线。强
化隔离点管控，每个县（市、区）
准备不少于 300 间集中隔离房
间，确保单人单间单独卫生间；
集中隔离点严格按照“三区两通
道”标准进行改造，执行硬隔离
措施；隔离点配备专职感染防控
人员。对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和
保洁、送餐、保安等服务人员加
强感染防控和个人防护培训，定
期进行核酸检测，堵塞漏洞，避

免风险外溢。加强高危行业从
业人员监测，进一步强化机场口
岸、医疗机构、农贸市场、火车
站、公路客运站等重点场所从业
人员和环境的核酸检测，对高风
险岗位人员每隔1天开展1次核
酸检测，其余一线工作人员每周
2 次核酸检测，每次间隔 2 天以
上，一旦发现阳性，立即进行处
置并报告。强化应急处置，坚持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救
治，发现疫情，2小时内进行网络
直报，24小时内上报流行病学调
查报告，确保将疫情控制在最小
范围内。中高风险地区暂停一
切聚集性活动，低风险地区暂停
100人以上聚集性活动审批，100
人以下聚集性活动要制定疫情
防控方案。

当前，河南面临防汛救灾、

疫情防控两重大考。张若石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省卫生健康
委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卫生防
疫工作，全力防范灾后疫情和新
冠肺炎疫情叠加。

一方面，全力做好灾后卫生
防疫工作。加强临时安置点救
治保障和防疫；统筹省、市、县、
乡医疗机构，通过派驻医疗队、
巡诊等方式，充实安置点救治力
量，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加强安置点口罩、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供应保障。开展全
方位、无死角的消杀防疫。派出
15支卫生防疫队分赴15个重灾
县（市、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一线作战；指导没有受灾的地区
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开
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做好
卫生防疫科普知识宣传，推出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示”“大灾
之后如何防疫”系列科普产品，
增强群众防疫防病能力；组织科
普专家走进一线开展灾后防疫
指导干预，进行心理抚慰和解疑
释惑。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常态
化疫情防控，在落实落细“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基础上，全力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各地要
紧盯疫苗接种目标任务，推进疫
苗接种工作有序、高效、规范开
展。特别是对于航班机组人员、
海关工作人员、医务人员、重点
场所保洁人员等高风险人群，应
接尽接，不能漏种；对灾区群众
和救援人员，克服困难，优先接
种。截至7月31日，全省当日接
种 993133 人 ，全 省 累 计 接 种
100390482剂次。

本报讯（记者常 娟）8月1日，在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专题第62场新闻发布会上，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赵东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省疾控中心密切关注“灾后大疫”
风险和“灾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全
面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与市、
县疾控机构团结协作、积极应对，科学
处置突发疫情。

省疾控中心持续对南京及其溢出
疫情进行密切关注，开展全面和动态
的疫情研判和风险评估。郑州疫情发
生后，省疾控中心加快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密接、次密接等高危人群的排查
和管控；摸排院内和社会传播链，加强
对管控措施制定的指导；对病例及无

症状感染者检测结果进行严格复核，
并开展病毒基因序列测定；对疫情的
性质及后续发展态势及时进行分析评
估，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省卫生健康
委提供分析报告。

疫情发生后，省疾控中心选派省
级6名权威流行病学专家坐镇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驻点式指导和直接参
与流调及分析研判工作，调配20名省
级流调专家组建流调支援梯队；利用
全省疾控系统五大片区协作支援机
制，动员同属郑州片区的许昌、漯河、
平顶山等地市的37名市级疾控机构流
调专家做好援助准备；全力开展病毒
基因测序及序列比对，协助郑州市策
划、筹备和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建

立省级专家下沉指导机制，对参与检
测工作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第三
方检测机构开展质量控制，确保检测
结果的及时准确。

省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
队开展正面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防
病意识和能力，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重
点开展面向受灾地区群众等为主体的
针对性宣传教育，派出省级专家指导
当地疾控人员深入各个安置点和受灾
集体单位宣讲抗疫防病知识，严防灾
区疫情发生；积极宣传接种疫苗的重
要性，全力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及时向郑州市额外调配70万剂新
冠病毒疫苗并做好后续调配工作，支
援郑州抗疫。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8月1日，记者从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郑州市正在有
序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确诊
及无症状感染者已转至郑州岐伯山医院接受进一
步观察治疗。8月2日，郑州调整新冠肺炎防控区
域，并设立离郑“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以有
效加强疫情防控。

目前，郑州市共设置4168个采样点，抽调医务
人员组成采样队伍，于7月31日起对郑州市二七区
紧急开展全员检测，并计划8月2日基本完成全市
全员检测任务，8月3日对未参与检测的人群进行

“扫尾”检测。截至8月1日16时10分，郑州本轮核
酸检测已完成采样124.47万余份。

截至8月1日24时，郑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7例。本次郑州发生
的疫情，主要是由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的。
省内出现的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多为郑
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境外入境人员定点收治医院）
关联病例。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已经开展了两轮
全院全员核酸检测，隔离病区的患者和已发现的
院内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全
部转运至郑州岐伯山医院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

8月2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办公室将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以东、连云路以西、
淮河东路以南、赣江路以北区域；二七区长江东路
29号郑州爱馨医院；新密市白寨镇三岔口村；新密
市白寨镇寨沟村；新密市白寨镇御景湾小区，由执
行防控区管理调整为执行封控区管理。除此之
外，二七区京广路以东、碧云路以西、航海中路以
南、长江路以北区域，仍执行封控区管理。郑州市
二七区京广路街道洁云社区广兴洁云花园小区；
二七区长江路街道张魏寨中街36号院；二七区长
江路街道海豫花园小区3号楼；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仍执行封闭区管理。

自8月2日10时起，郑州市域范围内各高速公
路站及国、省干道设立离郑“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
务点”，查验驾乘人员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无证明者，实行劝返。非必要不离郑，确需离
郑的，需要携带纸质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现场查
验电子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8 月 1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再次发布
紧急选派人员支援郑州市开展全
员新冠病毒核酸筛查采样工作的
通知，再抽调 3100 名医务人员支
援郑州市。截至目前，总计 5400
名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的医务人
员支援郑州。

7 月 31 日 20 时，省卫生健康
委紧急从省人民医院、省肿瘤医
院、省胸科医院等 15 家省级医院
抽调 2300 名医务人员，当即深入
郑州市相关核酸检测点，开展核
酸检测采样工作。

8月1日，省卫生健康委从省

人民医院、省肿瘤医院、省胸科医
院、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郑州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省职工
医院、省儿童医院、河南省省立医
院、郑州颐和医院等19家医院抽调
3100名医务人员支援郑州市。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阚全程
说，全力支援郑州，确保3天之内
完成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8 月 1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
要求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自通
知下发之日起，2天内完成医疗机
构内工作人员全员核酸检测筛查
工作，并要严格落实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应检尽检”工作要求，在
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前不得允许患
者离开医院。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深刻认识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
劲心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
织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自
本通知下发之日起，2天内完成医
疗机构内工作人员全员核酸检测
筛查工作，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果

断处置，迅速采取措施，并按有关
规定报送疫情情况。设置核酸检
测采样点的医疗机构，采样点应
当为独立空间，符合感染防控要
求，配备手卫生设施或装置。等
候区域尽可能保证人员单向流
动，落实“1 米线”间隔要求，严控
人员密度。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严格落
实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应检尽检”
工作要求，对于发热门诊（发热诊
室）患者核酸检测，确保检测结果
4 小时~6 小时甚至更短时间内出
具，在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前不得
允许患者离开医院；对于新入院
患者和陪护人员，设置并合理使
用过渡病室，入科室前必须严格
审核核酸检测报告；对院内工作
人员要定期开展核酸检测，提高
高风险岗位人员的核酸检测频
次，通过核酸筛查降低感染风险。

本报讯 （记者丁 玲 实习记者
张 鋆）经历了暴雨洪灾的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在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援
下，8月2日，医院门诊、急诊重启医疗服
务，CT、彩超、化验均恢复正常。

8月2日7时许，阜外华中心血管病
医院门诊大厅修整一新，门诊科室已全
面恢复，不到8时，已有患者到候诊区等
候，患者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就诊。

门诊第一诊区01诊室，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高传玉正在接诊当
日的第一位患者魏先生。魏先生因心
肌梗死之前做过急诊介入手术，需要定
时复查。听说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重新开诊的消息，魏先生的儿子早早地
陪着父亲来院就诊。

为了让患者有更好的就医体验，该
院在每个诊室都准备了冰块和风扇用
于防暑降温，诊室服务台为患者提供饮
用水、湿巾等物品。当日，门诊全部开
放，预约系统、挂号系统运转正常。受
灾严重的放射科、药学部、收费处已焕
然一新正在有序为患者服务。病房楼
则会根据患者的需要、医院条件的逐步
完善有序恢复。

为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援，该院从 8
月2日到9月1日，不管是普通门诊、急
诊，还是专家门诊、特需门诊，都免收挂
号费。

又讯（记者常 娟 刘 勇）8月2日
上午8时，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
诊、急诊于灾后重新开诊，当天免挂号
费。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就诊
时患者及陪同人员（尽量减少陪同人

员）须携带身份证，提前申领并出示健
康码，配合工作人员完成体温监测及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做好个人防护，全程
正确佩戴符合防护要求的口罩，候诊时
请间隔就座，保持1米距离。门诊实行

“一医一患一诊室”，根据叫号有序进入

诊室就诊。因条件所限，该院暂不提供
核酸检测服务，发热门诊暂不开诊，有
发热或近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的患者，可以前往其他有发热门诊的定
点医院就诊。

7月31日，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王成增到该院指导救灾复诊工
作，了解到该院门前部分道路积水最深
处尚达膝盖位置、院内电力供应尚不能
得到有效保障时，遂和当地市委、市政
府沟通，确保早日路通、电通及如期重
新开诊。

8月2日上午，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导诊人员引导患者有序就诊。 史 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