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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8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联合下发
通知，对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做好党员自
愿捐款资金分配使用工作作出安排。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
中统一领导。为示范推动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尽快行动起来，习近平
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带

头捐款，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支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全国各地区各
部门各行业广大党员踊跃捐款、慷慨
奉献，表达了对疫区人民的深情关怀，
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在危难时刻的
责任担当。

通知明确，党员捐款资金体现慰问
性质，主要用于慰问战斗在疫情斗争第
一线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公安民警、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新闻工作者等，
其中重点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对在疫

情防控斗争中牺牲的干部群众家属也
应予以重点慰问。根据疫情实际和需
要，党员捐款资金重点向疫情最严重的
湖北省倾斜。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尽
快摸清慰问资助对象底数，研究确定各
类慰问资助对象的发放档次和标准，精
心组织，及时将党员捐款资金发放到
人，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
广大党员的支持和关怀送到慰问资助
对象手中。

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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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记者董
瑞丰）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在
28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流通企业复工水平
稳步提高、持续向好，市场供应总体充
足，价格稳中回落，市场销售触底回升。

据介绍，截至3月27日，农产品批发
市场的复工率达到99.4%，经营商户复工
已达 97.6%，交易量比 2月初增加了 50%

以上。大型连锁超市、品牌便利店的复
工率分别达到 99.5%和 95.4%，销售超过
去年同期水平。电商平台全部开工营
业，平台的商户复工率达到了84.5%，比2
月底提升了14个百分点。百货商场的复
工率达到95.8%，比2月底提升35个百分
点，销售额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0%左右。

此外，3月份以来，粮油、肉禽蛋、蔬
菜等必需品的价格全面回落。3月 27

日，蔬菜的批发价格比 2 月底回落了
16.5%，猪肉价格比 2月中旬的高点回
落了7.4%。

王斌同时表示，由于居民外出消费较
为谨慎、跨省人员流动仍有一些限制等原
因，流通企业销售恢复情况参差不齐。美
容美发、洗浴、洗染、家电维修等居民服务
生活业，特别是街边小店以及一些中小商
贸流通企业目前的开业率不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

流通企业复工水平稳步提高

本报讯 杨捷、胡丹青报道：3
月 20 日，南部战区海军机关扶贫工
作队队长朱江，来到广东省湛江市
六环村蔬菜种植基地，帮助村民将
一筐筐新鲜的辣椒、圣女果搬上采
购商的货车。

六环村是南部战区海军机关对
口帮扶村，前段时间因疫情防控导
致农作物种植进度滞后，扶贫工作
队利用此前援建的 80 亩水肥一体化

蔬菜种植基地，积极协助村民复耕
复产。针对春耕备耕面临的农资供
应难题，他们协调附近农资经销
商，采取线上预定、定点采购、专
车运输、送货上门等多种形式，帮
村民解除后顾之忧；他们依托驻地
区位优势，积极联系当地采购商，
协调专用车辆保障农产品运输，同
时帮村民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同步销
售，为滞销农产品打开销路。

“感谢扶贫工作队，我们的日子越
过越好。”看到自家的蔬果全数售出，
村民张华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销售蔬果，完成；搭建瓜架，

完成；种植水稻，完成……”看着
《复耕复产情况统计表》中打钩的条
目越来越多，朱江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容。他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
足了。”

南部战区海军机关帮扶贫困村复耕复产

打通农产品产销“绿色通道”

本报讯 通讯员牛小龙、汪泽仁
报道：“我们的日子亚克西！感谢党的
好政策，感谢武警兵巴郎！”3月下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 51团 2连的
75岁老人吐地汗·卡尔握着武警兵团
总队扶贫专干孙建坤的手，细数这两
年生活发生的变化。

武警兵团总队帮扶的 11个连队均
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孙建坤介绍，该总
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采取抓党
建、扶产业、送医疗等举措，先后援建49
个产业项目，帮助 11个贫困少数民族

连队、678户 2701名群众脱贫摘帽。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办法，也是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
之计。”起初，为尽快让少数民族群众
找到致富“金钥匙”，该总队党委一班
人多次召开扶贫工作专题会，最终提
出“支部盯在产业链上，党员干在创
业路上”的发展思路，探索出“支部+
企业+贫困户”的帮扶模式，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业，带动脱贫攻坚工作向
纵深推进。

输血与造血同步，扶贫与扶智并

重。近年来，武警兵团总队帮扶少数
民族群众打造脱贫攻坚一线战斗堡
垒，引导群众先富带后富，群众自力更
生能力显著增强，目前“一户多人就
业”目标基本实现。去年 10 月，继 51
团 2连之后，44团 12连也完成整体搬
迁，224名群众搬离土坯房。为做好精
准扶贫的“下篇文章”，他们还为帮扶
连队援建了农民书屋、文化广场和 14
所中小学，并开展“唱响民族团结主旋
律”活动，用先进文化凝聚起军民齐心
谋发展的合力。

武警兵团总队产业扶贫增强群众“造血”能力

兵巴郎帮我们找到致富“金钥匙”

近日，位于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的海洋牧场复工，海底作业逐渐恢复正常，开始进行人工鱼礁吊装摆位、水下监

控清理以及日常巡护等工作。据介绍，人工鱼礁有利于鱼类种类增加和数量提高，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人工鱼礁表面

附着珊瑚、贝类、藻类等生物种类达120余种。图为3月28日工作人员在进行巡护。

新华社发

“您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很快就
能和家人团聚了！”

3月 26日下午，武汉泰康同济医院
感染五科护士王静静穿着防护服走进
病房，来到 39 床新冠肺炎患者陈大爷
面前给他加油鼓劲。

陈大爷攥紧的拳头高高举起，一脸
笑容。

一瞬间，王静静的眼眶湿润了。她
的思绪飞回20多天前。

那天，70多岁的陈大爷由武汉方舱
医院转入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五
科。这位因患有脑血管病偏瘫的患者，
说不清楚话。医护人员与他沟通，他多
数情况下点头或摇头。

陌生的治疗环境，也让老人情绪低

落，不愿配合治疗。王静静和护士杜娟
一起为他翻身，他用手掌使劲推开；给
他喂饭，他紧闭双唇；给他吸氧，他使劲
摇头。
“患者需要我们每个人给予关爱。”

感染五科的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精心照
顾老人家。

那段时间，照顾陈大爷成为王静静
所在护理小组一项重要任务。她和杜
娟、张洋、李瑾、刘春格 5人，每隔 2小时
就为陈大爷翻身，还定时为老人擦身、
换衣服……

陈大爷没有手机，医护人员想方设
法联系上他的家人。一个清晨，走进病
房，王静静拨通了陈大爷儿子的视频电
话：“爷爷，您看这是谁呀？”

老人盯着手机屏幕，眼神突然有了
光，嘴角微微颤动。
“爸，身体好点了吗？”看到了儿子，

老人的眼泪一下涌出。这一幕，让站在
一旁的王静静感动不已。

也是从那天起，陈大爷治疗、服药、
吃饭比以前配合多了、积极多了，沟通交
流也方便了，病情恢复很快。王静静和
其他4个小姐妹商量，每天都让老人和儿
子视频见面，大家一起为老人鼓劲。

那天的阳光特别好，王静静又拨通
了手机，视频那边陈大爷的家人围在一
起，挨个与老人说话。

挂断电话前，陈大爷的儿子对王静
静说：“我父亲独自一人住院，我们牵挂在
心。你们的关爱，温暖了我们一家人。”

“你们的关爱，温暖了我们一家人”
■张旭航 本报特约记者 李大勇

本报武汉3月28日电 胡思佳、特约
记者汪学潮报道：27日，火神山医院政工
部结合疫情防控用语创作的“抗疫表情
包”正式上线。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
医生崔云亮说：“‘抗疫表情包’的创作得到
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支持，展现了
疫情防控战斗中的许多感人瞬间，每个表

情符号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这组表情包由 24 组

图片组成，涵盖 24种“抗疫表情”，基本

囊括疫情防控常用语。火神山医院政
工部领导介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进
驻火神山医院后，医护人员工作节奏
快、防控压力大。为帮助医护人员缓解
压力，更好展现医护人员的奉献和付
出，结合疫情防控常用语，他们精心创
作这组“抗疫表情包”，充分展现火神山
医院的战斗风采。

火神山医院“抗疫表情包”正式上线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上接第一版）

跟随张西京的脚步踏进“红区”，
两侧病床上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手
背、口鼻处插满细小导管。

参加过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的张
西京，来自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应急救援是他的强项。此次驰援
武汉，张西京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
力：病例基数大、疫情来势猛、缺乏
特效药……

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新冠肺炎患者
的生命，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
染率和病亡率，是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中之重。

重症稳，则人心安。
“ICU病房稳住了，其他病房才敢

放心收治患者。”张西京和同事们一起
探索中西医结合、营养治疗、心理疏导
和康复训练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疗模式，
为每一名患者实施个性化诊疗，有效提
高了重症患者治愈率。

一个个重症患者成功治愈的背后，
是无数个过硬团队殚精竭虑的付出。

来自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重症医学团队，由重症医学、呼吸、麻
醉、心内、肾内、消化和感染等 7个科
室的 12名医生组成。团队成员平均年
龄 46 岁，临床工作时间平均 22 年，7
人为研究生导师，执行过抗击非典、抗
震救灾、援非抗埃等重大任务，堪称
“重量级团队”。

82 岁的王奶奶患有多种基础疾
病，感染新冠肺炎后很快发展成危重
症。重症医学教授李文放、心内科教授

张家友、麻醉科副教授徐海涛、肾内科
副教授吴俊等专家联合会诊，精心制订
抢救方案。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王奶
奶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两周之后，
王奶奶顺利出院。

来自陆军特色医学中心的重症专家
蒋东坡，是泰康同济医院重症一科主
任，曾任我军第 4批援助埃塞俄比亚军
医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和指导军内外
大型应急救援任务。此次出征武汉，蒋
东坡带领的团队成员，均是各专业的业
务骨干。

一位危重症患者血氧饱和度低、呼
吸不畅，尹昌林、方玉强、梁泽平等骨
干一起上阵，杜政、胡风、张巧等年轻
医护人员也主动请缨。

为加强对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工作，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成立了由解
放军总医院刘又宁、宋青、叶平等 5名
专家，以及奋战在武汉地区 4家军队救
治医院中的 13名专家共同组成的前方
专家组。

这是一个堪称“硬核”的医疗团
队，专家组成员主要来自呼吸、重症
医学、传染病、老年病和感控等专
业，多次参与国内外新发感染病防治
任务。

奋战抗疫一线的，不仅有前方专家
组，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专家团队。连
日来，通过 5G远程会诊系统，解放军
总医院专家团队为这里的重症患者实时
提供远程会诊指导和技术帮助。

专家组联合会诊，是军队支援湖北
医疗队攻坚克难的关键支撑。从收治第

一批患者起，医疗队就建立了专家会诊
机制。他们建立健全每日管床医生、病
区主任、科室主任检诊制度，全面规范
医疗过程和护理流程。依托远程会诊系
统，统筹后方优势资源，军队支援湖北
医疗队先后 12次对危重症患者进行联
合会诊、远程会诊。

坚持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救治相结
合，坚持推广新技术新疗法，是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的另一个制胜法宝。

他们协调湖北省卫健委为 3所医院
赋予新冠病毒核酸实验室检测资质，将
日核酸检测量迅速提升至 1800 人份；
协调国家有关部门赋予火神山医院病理
解剖资质，两次组织新冠肺炎临床病理
讨论会；组织康复者恢复期血浆采集和
治疗效果评估研究，扎实开展干细胞治
疗临床试验，完成血浆输注和疗效评估
79例、干细胞治疗 70例，大大提高了
临床诊疗水平。

一支支重症医学团队的坚守与冲
锋，换来一个个胜利的战报。截至 3月
27 日，火神山医院、泰康同济医院和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累计治愈出
院 5000 多人。在军地医护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武汉重症患者数已从最高峰时
突破万例降至882例。

负重致远：构筑科学

立体救治“防线”

“1、2、3！”护士唐梅护着患者头部

及气管插管，和另外 4 名护士齐心协
力，使患者顺利改变了卧位。看着患者
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实施俯卧位通气，是抢救重度呼

吸衰竭患者较为有效的措施之一。”唐
梅说，这样的操作，她们每天都要进
行。每挪动患者一下，大家都要小心
翼翼。

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每一天都是
背水一战。

多数重症患者肺部有大量的炎性
痰栓，阻碍了氧气的吸入，会让患者
滑向死亡的深渊，纤支镜是重要救治
手段之一。这一救治过程要在高浓度
的病毒气溶胶环境下完成，操作风险
与插管相当。不同于插管的速战速
决，纤支镜操作有时会暴露在感染环
境下超过半小时。尽管面临极大的风
险，但只要患者需要，医护人员无一
退缩。

救治重症患者，是一场负重前
行。紧急抢救就像一场百米冲刺，每
一秒都生死攸关；等到患者恢复生命
体征之后，医护人员却面临一场马拉
松，需要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守在其
身边。
“快！”护士张婷说，这是李文放说

得最多的一个字，语气短促有力、不容
置疑。那天早上，一进病房，张婷就看
到每张病床床头都贴着一张纸条：“检
查患者进气管是否完全进入鼻腔，防止
脱落！”那是李文放夜里值班时打印出
来逐个贴上去的。
“ 快 一 秒 ， 就 可 能 救 活 一 个 生

命。”长期的职业生涯，使李文放养成
了风风火火的习惯：吃饭快、走路
快、做事快、思考快……然而，这位
重症医学专家让人敬佩的除了“快”，
还有“慢”。

那天，病房收治了一位老奶奶。因
老奶奶年事已高，医护人员只有大声说
话才能与她勉强交流。李文放不急不
躁，蹲在老奶奶病床前，一遍遍耐心地
询问病史。经过他的精心诊治，老奶奶
病情很快好转。
“快，是为了救命；慢，同样是为

了救命。” 这些天，李文放多了一个习
惯，除了例行查房，还要与护士一起把
所有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和各种诊疗设
备的工作状态，全部检查一遍。“每一
个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表现都各有特点，
必须对症施治。”李文放说。

眼下，救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每
天，谢渭芬都督促一线医生认真记录病
历，为掌握病情、总结经验、科学防治
提供可靠资料支撑。担任湖北省妇幼保
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三科主任以来，这位
消化内科专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准确完整记录病历，不仅是对病人负
责，更是对医疗救治工作负责。”

生死之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竭
尽全力守护每一个生命。

这是一场协同作战——他们先后
两次协调组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央指导组和军队前方中医药专家集中
研讨，引进中药颗粒机建立流动智能
应急中药房，研发轻型、普通型、重
型、恢复期 4类处方。目前，3所医院

中药汤剂使用率达 98.2%，中医药覆盖
率达 100%。

这是一场立体作战——他们成立心
理服务专家组，制订印发《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心理服务规范》，开通 24小时
心理咨询热线，先后开展健康宣教、放
松解压和应急干预 1200 余人次，构建
完善的心理服务体系。

负重致远，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构
筑起一道科学立体的救治“防线”。

他们建立起病区、科室、医院三级
会诊制度，组织专家分组进行现场查房
会诊，不断优化诊疗方案，确保危重症
患者“一人一案”精准救治。他们抽组
重症、呼吸、心血管等专科专家突击
队，24 小时轮流值班；成立护肝、护
心、护肾、内分泌小组，强化临床一线
管理，确保每名重症患者得到最佳救治
和最好护理。

此时此刻，还有一道至关重要的
“防线”正在加速构筑——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重
组新冠疫苗于 3月 16日获批启动展开临
床试验。

更多的捷报，正随着春天的脚步走
来……

春分时节，昼夜平分。医护人员的
昼和夜，却被一次次急救不断切割。下
了班，走出医院的大门，李文放留意到
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被按下“暂停
键”的武汉正在复苏。
“胜利正在随春天到来。”阳光下，

李文放一脸灿烂。
（本报武汉3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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