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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 3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
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
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
求，慎终如始、精准有效加强疫情防控，
进一步落实和细化关心关爱医务人员
特别是一线医务人员的措施，保障好疫
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序复
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听取了疫情防控工作及境外
疫情形势汇报，强调要按照分区分级

原则优化防控策略，继续把武汉和湖
北作为重中之重，尽最大努力救治重
症患者，进一步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
率。对病例发现一起立即处置一起，
及时公开，真实发布信息，决不允许瞒
报、漏报。北京等重点防控地区要严
格社区、通道、口岸管控，做好应急处
置的场地、物资、人员等各项准备，防
控聚集性、输入性感染。继续加强与
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加
强在检测、诊疗技术、药品疫苗研发等
领域的合作。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好关心
关爱医务人员各项措施，临时工作补
助、一次性慰问补助、卫生防疫津贴等
要及时发放，向与患者直接接触的接
诊、筛查、检测、转运、治疗等一线医务

人员特别是救治重症患者的医务人员
倾斜，不得按行政级别确定发放标
准。医务人员轮休不影响工资、奖金、
休假等正常待遇。做好医务人员饮食
营养等保障。纠正不必要的填表报
数，减轻医务人员负担。湖北和武汉
要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和正常医疗工
作，在集中力量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
同时，做好急诊救治、住院分娩、肿瘤
治疗、血液透析等紧急、持续性医疗服
务保障。

会议要求，各地要强化属地责任，
保障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及时足额发放低保金、特困供养金、
孤儿基本生活费及残疾人补贴等。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要求增强防控工作针对性有效性，把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措施

落到实处，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王沪宁出席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记者申
铖、刘红霞）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 5日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疫情发生以来，财政部门积极发挥职
能作用，切实加强防疫经费保障，截至 3
月 4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1104.8亿元。

他表示，在 1104.8亿元中，已使用资
金为 714.3 亿元，未使用资金为 390.5 亿
元。

许宏才称，在中央财政方面，已专门
安排 257.5亿元，并在去年四季度已提前
下达转移支付的基础上，预拨了一般性
转移支付资金，要求地方加强资金拨付
和使用等工作，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有力
保障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
资金需要。
“从目前情况看，地方财政运行情况

总体稳定，疫情防控经费得到充足保障，
基层政府‘三保’没有出现风险问题。”许
宏才说，对受疫情影响会出现短期财政

减收的问题，财政部已印发了关于有效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加强地方财
政“三保”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具体措
施。下一步，将加强督促指导，切实采取
措施提高基层财政“三保”能力，确保财
政平稳运行，牢牢兜住“三保”底线。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记者
田晓航、于文静）眼下正是春耕备耕关键
时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资供应和
运输面临困难，这是否会影响全年粮食
生产目标的实现？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
理司司长潘文博 5日表示，春耕生产秩
序正逐步恢复，有信心实现全年粮食生
产目标。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潘文博说，夏粮
主体是冬小麦，面积基本稳定，而且墒
情好、苗情长势好于常年，夺取今年夏
粮丰收是有基础的；农民种植早稻和秋
粮的意向也是稳定的；春播刚刚开始，
进度和常年相当。“只要环环紧扣、季季

紧抓，指导农民把种植意向落地，把关
键措施落实，实现全年粮食目标还是有
信心的。”

按时保质完成春播任务，对全年粮
食生产至关重要。疫情发生以来，农资
供应受到一定影响，引发人们对全年粮
食生产目标能否实现的担忧。

为确保农资运输畅通，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通知，将农资转运
纳入绿色通道，由企业自行网上打印通
行证，确保农资运输车辆不停车、不检
查、不收费，优先通行。“从目前情况看，
主动脉基本贯通，从 25个省 1500多个农
业县反馈情况看，县内乡镇的道路通畅
的占 78%。”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
张延秋说。

同时，农业农村部和工信部等部门
采取措施解决农资企业复工问题，已经
取得较好进展。“362家重点种子企业复
工率达到 92%，产能达到 62%，较上周提
高 10个百分点。”张延秋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透露

各级财政投入 1104.8亿元助力战“疫”
春 耕 生 产 秩 序 正 逐 步 恢 复

3月 5

日，武警南

宁支队官兵

在南宁火车

东站执勤点

开展学雷锋

系列活动，

他们引导旅

客进站、帮

助 搬 运 行

李，协助车

站做好疫情

防控和客运

工作。

李海潇摄

“虹羽姐姐，您寄来的电子词典已收
到，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您放
心，我一定会兑现自己的承诺……”3月
5日，第 77集团军某旅指导员陈虹羽再
次收到藏族女孩德角的来信。自 4年前
陈虹羽开始为德角捐资助学以来，每次
她寄去东西，德角都会来信表达感谢，往
来的书信，如今已有35封。

2016 年，刚从军校毕业的陈虹羽，
在一次机关组织的捐资助学活动中结识
了德角。她了解到，由于德角的母亲常
年患有疾病，加之家中还有兄弟姐妹，全
家人仅靠父亲打零工维持生活。为帮家

庭减轻负担，德角上完小学后，就不得不
辍学在家。

看着德角眼中流露出对求学的渴
望，陈虹羽当即向德角承诺，帮助她重
返课堂。懂事的德角也向陈虹羽保
证，一定会好好学习，努力考上大学。
就这样，此后每隔一个月，陈虹羽都会
给德角寄去生活费及学习用品；每逢
休假，她也会专门抽出时间，前往德角
家中探望。

岁月在来来往往的一封封书信中
飞逝而过，重新步入学校的德角，不仅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还被

评为“三好学生”。从来信中了解到德
角的成长，陈虹羽十分欣慰。她在回信
中写道：“相信我，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希望你继续刻苦学习，姐姐和你一起加
油努力……”
“这些饱含深情的信件，如今已成

为我们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的生动教
材。”该旅领导介绍，在陈虹羽的带动
下，自 2017 年起，该旅几名官兵率先成
立起“春蕾助学小组”，主动帮助驻地贫
困学生重返课堂。如今，“春蕾助学小
组”成员已发展至近百人。

（本报成都3月5日电）

第77集团军某旅指导员连续4年为贫困学生捐资助学

35封书信诉说两个承诺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潘吉业 田鸿儒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本报武汉3月5日电 记者陈国
全、特约记者汪学潮报道：今天下午
2时许，火神山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
集体欢送 88 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
院。截至目前，火神山医院已累计有
1009名患者治愈出院。

今天，距离 2月 4日火神山医院
收治首批患者，已过去 1个月。在此

期间，火神山医院 1400 名军队医护
人员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首位，发扬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全力以赴
救治患者。

火神山医院相继成立医院专家
组、中西医医学组、心理专家小组
和临床科研攻关组，为综合施治、

科学施治提供强大支撑。医院按照
“早识别、早评估、早会诊、早转
运”的原则，从收治第一批患者
起，科室主任就组织医生对患者进
行病情评估，对重症患者进行会诊，
提出救治方案，对病情复杂的患
者，邀请医院专家组会诊讨论，形
成会诊意见、优化救治方案。会诊
确定的危重症患者，第一时间转入
重症医学科进行救治。

医院贯彻中西医结合治疗要求，
制订中医药治疗规范，建立健全中西
医协同机制。中医专家深入全院各病
区，采用轻症、普通型患者协定处
方，重症、危重症患者“一人一方”
的方式进行针对性治疗，让患者服用
中药汤剂，使患者症状得到改善。为
巩固中医治疗效果，他们为每名治愈
出院的康复者赠送了 6天的中药颗粒
冲剂。

医院还加强对患者心理疏导和
干预，提高危重症患者战胜疾病的
信心。

上图：3月5日，治愈出院的康复者

与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挥手道别。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火神山医院治愈出院突破1000人

本报讯 记者高立英、特约记者
王均波报道：2月28日，湖北省妇幼保
健院光谷院区医务部助理员王庆宾，
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寄来的
“防压伤口罩制作套装”送到医院各科
室，也将温暖送到医护人员心中。

为帮助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做好防
护，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烧伤
整形科主任申传安带领团队经过研究
论证，“防压伤口罩制作套装”应运

而生。该套装里的防压疮材料采用弹
性良好的聚氨酯泡沫材料，可起到延
缓因长时间佩戴口罩导致的压力性疼
痛，降低受压部位炎症反应的作用。

这种泡沫材料可根据不同脸型、
不同护目镜压迫点、不同佩戴习惯进
行“量体裁衣”。火神山医院感染四
科护士李娟打开“防压伤口罩制作套
装”，裁出大小合适的双面胶纸，一
面贴上防压疮材料，另一面粘在口罩

金属密封条内侧。经过试戴后，李娟
表示，该套装使鼻梁受压处的不适感
明显缓解。

陆军军医大学特色医学中心战伤
勤务研究室主任张戎，总结出一套使
用“医用水胶体敷料预防佩戴护目镜
造成的压力性损伤”的技巧。据张戎
介绍，医用水胶体是一种功能性敷
料，具有防水性、吸收性，戴护目镜
后密闭性良好。

军队医疗专家帮助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做好防护

为防治面部压伤提供有效方案

“大爷，您的床单和褥子都脏了，
我们给您换干净的吧！”

3月1日凌晨，火神山医院文职人员
护士梁宇接班不久，就发现 5床患者腹
泻，需要更换干净被褥。可是，这名患者
说啥也不让换：“等我有力气了，自己换。”
“您别不好意思，就当我们是您的孩

子吧。”一起值班的文职人员护士吴冰也
一起过来劝说。

更换被褥过程中，她们发现患者
的病号服也脏了，于是帮他及时更换
了衣服。安顿好患者，梁宇又对床铺
周围的地面和物品进行擦拭消毒……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去一个半小时。

此刻，望着护目镜后两位护士明
亮的眼睛，患者双手作揖表示感谢。
同病房的患者也被感动了，纷纷向她
们竖起大拇指。

当日，在火神山医院另一个病区

值班的文职人员护士郭珊珊，逐个病
房查看患者休息情况，正赶上 37床的
患者要测血糖。

这位患者已经 80多岁了，转到该
病区时，还插着导尿管和鼻饲管。郭
珊珊看老人睡得正香，就轻拍他的被
子：“爷爷，您要测血糖了。”

只见她轻握老人的左手，反复揉
食指，捏住指肚快速扎针检测。老人
笑着说：“谢谢你的细心，更要感谢你
的关心。”

在火神山医院，像他们这样精心
护理患者的文职人员还有很多——

2月10日，正在值班的护士高锐，像
往常一样进出病房逐个查看患者。她发
现，44床的吴阿姨似乎有些闷闷不乐。
“您哪里不舒服吗？”高锐和吴阿姨

聊了起来。得知吴阿姨觉得自己头发
太长，洗起来费事，她就对吴阿姨说：

“别着急，我来帮您理个发！”
高锐借来剪刀，准备好消毒湿巾，

又摆正椅子、铺好垫巾，“咔嚓咔嚓”剪
了起来。由于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高
锐的动作小心翼翼，一边剪一边询问
吴阿姨心仪的发型……不一会儿，她
已是汗流浃背。
“头发短了，打理起来更方便了。”

拿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发型，吴阿
姨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有你们
在，我们心里温暖。”

截至目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医护人员在火神山医院战“疫”已
满一个月了，文职人员也是这场战
斗的一支重要力量。精心服务患
者，默默坚守奉献……他们就像美丽
的花儿一样在火神山医院的病房里
绽放。

（本报武汉3月5日电）

温 馨 亮 丽 的“ 孔 雀 蓝 ”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上接第一版）

一名新冠肺炎老年患者生命垂危。
老人身体孱弱，长期用药又加剧其肝肾
功能的损害，尤其处在缺氧状态，会进一
步加剧肝肾功能的衰竭。

诊断片刻，张西京明确医嘱：停掉前
期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医护人员协助
老人进食。3天后，老人的血浆白蛋白
数值接近正常值。这位老人，成为武昌
医院第一例重症新冠肺炎治愈者。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重症医学专家，
张西京付出了惊人的努力。在与时间的
赛跑中，他锤炼出一身过硬本领。

这位取得过硕士、博士学位的重
症医学专家，不仅精通容量管理，还擅
长呼吸治疗。诸如气管插管、深静脉
置管、床旁血滤、体外膜肺等临床医疗
技术，张西京都很娴熟。“擅长诊治多
脏器功能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等危及生命的疑难杂症”，是业界对他
的评价。

汶川抗震救灾时，张西京和战友抢
救了多名重症伤员；2009 年甲流肆虐
时，他们帮助数位危重孕妇转危为安。
近年来，张西京和同事每年挽救 600 多
名危重患者的生命。

张西京的团队中，有呼吸内科、消化
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肾内科、心内
科的专家，也有麻醉、血液透析等领域的
专家，堪称军队重症医学领域的“梦之

队”。
“危重症患者不是靠一个人救活的，

是整个团队一秒秒抢救过来的。”张西京
说。

“对专业有多热爱，

就有多严苛”

2 月 29日，火神山医院收到一封治
愈患者的感谢信——“今天，我和夫人
出院了！刚确诊时，我们的心情糟透
了……感谢张西京主任、李文放副主
任和全体医护人员，让我们有了生的
希望。”

这名患者得病后，“看啥都是灰色
的”。是护目镜下张西京关切的眼神，给
了他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希望。

但在医护人员看来，张西京的脾气
却没有那么好。

每天早上，年轻值班医生为病患开
医嘱时，“他必定坐在你的身后，一直盯
着你把医嘱开完，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许多医生就是这样被张西京那严苛的目
光“盯”着成长起来的。

那天，在科室医护人员交班会上，张
西京神情严肃地说：“救治成功率要想办
法再提高！大家必须在战斗中迅速适
应、磨合。”尽管话说得有些重，但所有
人心里都热乎乎的，脚下的步子又快了
几分！

一热一冷，映射着这位身经百战的
重症医学专家的侠骨柔肠。在妻子王曦
看来，张西京脾气里的这一热一冷并不
矛盾。王曦是空军军医大学的神经生物
学专家。结婚多年，她早就摸透了张西
京的脾气，“对专业有多热爱，就有多严
苛。”

古都西安，从幼儿园到中学，张西京
一直在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读书。那
时，他喜欢集邮、打球。后来，张西京考
上与家一墙之隔的军医大学，毕业后留
校工作至今。

从家到医院 ICU病房，过一个地下
通道，跑起来不过 5分钟。张西京日常
的行动轨迹，大抵就是这两点一线，每天
6趟，1万多步。白天忙临床和教学，晚
上写科研论文，周末参加学术交流。

在火神山医院，张西京也奔跑在两
点一线——不知多少次，刚在医院忙完
一次抢救、打赢一场战斗的张西京，登上
班车，凌晨驶过武汉长江大桥，在驻地与
医院之间穿梭。

此时此刻，武汉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人影稀
少；一个是被按下“快进键”的医院，白衣
疾行……

ICU病房的危重急救，常常发生在
深夜。张西京相信，再黑的夜，也会迎来
黎明。

（本报武汉3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