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
责编/朱忠诚 叶飞 审读/邱立波 美编/许明 照排/张婧

特别报道 2020年3月29日 星期日

“浙”里有爱“荆”生难忘
宁波援鄂疾控队昨日凯旋

“我们回来了！”昨
天上午，宁波援鄂疾控
队圆满完成在湖北荆
门的抗疫任务，跟随我
省第三批返浙医疗队
乘坐专机返回杭州，到
德清进行休整。临出发
前，湖北荆门方面举行
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当
地市民在街道两旁喊
着口号、打出了“‘浙’
里有爱‘荆’生难忘”
的横幅，欢送英雄回
家，3位宁波疾控人感
动到泪目。

2月22日，宁波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3 名应急队员跟随浙
江省医疗队驰援湖北
荆门，他们是我市第一
批驰援湖北的公共卫
生人员。浙江省第三
批 返 浙 医 疗 队 共 有
439人，由浙江省第三
批援鄂医疗队（方舱医
院分队）、援荆门医疗
队和疾控队等组成。
宁波疾控队的 3 位出
征队员分别是宁波疾
控中心结核病防制所
平国华，主要负责实验
室的检验工作；健康教
育所贺天锋、消毒与生
物媒介防制所杨思嘉，
主要负责流行病调查
和消杀工作。

充当“病毒捕手”
持续追踪，日夜为流行
病史疑难的确诊患者
寻找传染源；穿着隔离
服不吃不喝8个小时，
完成积压的新冠病毒
检测任务；到一位位确
诊患者的家里、所在小
区做消杀工作，一天走
几个企业帮助复工复
产……在荆门的35天
里，宁波援鄂疾控队3
位队员的每一天都在
忙碌中度过。踏上回
家路之前，他们向记者
讲述了在荆门抗击疫
情的点点滴滴，都说在
荆门的日子，将是他们
职业生涯最刻骨铭心
的记忆。

“寒冬已逝去，春暖花已开，也到了我
们离开的日子了。今天有点慌乱，有点惆
怅和不舍。”3月27日，即将离开荆门时，
宁波市援鄂疾控队队长、宁波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贺天锋在朋友圈留
下这样一段话。他说，在荆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经历，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段刻骨
铭心的记忆。

2月22日，贺天锋主动请缨驰援荆
门。刚到荆门，他和其他队员一起负责荆
门市三个区的消杀工作。

在荆门市东宝区，贺天锋他们刚到的
时候，有100多户家庭需要完成终末消毒
的工作，其中部分确诊病例家人的隔离观
察期即将结束，再过几天就能回家。为了
确保安全，消杀队员必须在他们回家之前
完成所有的消杀工作。刚到小区去消杀，
当地百姓不理解，不让进门，后来通过当
地政府反复做工作才打消了对方的顾虑。

“最多的一天，我们这个小组完成了
13户家庭的消杀工作，回到宾馆，人都累
趴了。”贺天锋说，当时，每天早上8点半

出门，晚上6点回到入住宾馆，自己动手
配消毒水、搬消毒水，劳动强度不小。因
为每消杀完一户人家，就要穿脱换防护
服，用消毒水洗手。短短几天，他的手就
因为频繁接触酒精裂开了一个口子。

据统计，浙江疾控队在荆门累计指导
环境卫生与消毒单位200余个，检查指导
医疗卫生及养老院、福利院、监狱、精神病
院等4类特殊场所共139家，培训基层人
员超千人次，累计消杀面积5万多平方
米。

在离开荆门的最后十几天，贺天锋
和队友们为荆门当地企业的复工复产做
准备。“我们分为很多个小组到企业走
访，有时候车辆不够，我们就靠走，一个
企业来回就好几公里。”贺天锋说，刚到
荆门，大街上空无一人，随着当地的确诊
患者连续多日清零，如今荆门开始热闹
起来。

“虽然大街上的店铺开门的还不多，
但路上已经开始堵车了。”贺天锋说，看
着荆门一天天繁荣，他们也与有荣焉。

刚到荆门手上就裂开了一个口子

1987年出生的杨思嘉参加工作只有
几年时间，是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
毒与媒介生物防制所公卫医师。

到荆门之后，杨思嘉被安排在荆门市
的屈家岭从事抗疫工作。“屈家岭这个地
方从病例绝对数来说虽然不多，只有22
个人，但是从人口比例来看还是比较高
的。”杨思嘉说，由于当地的隔离条件有
限，一些隔离点没有严格区分污染区、半
污染区和清洁区，患者进出通道和健康人
进出通道也不够明晰，刚到荆门，杨思嘉
和当地疾控人员一起，想尽办法做好区域
的隔离划分。

在消杀方面，浙江医疗队也带去了不
少经验。84消毒液主要用于物品表面的
消毒，但杨思嘉和队友们到荆门后，发现
有把高浓度的84消毒液对着人身喷洒消
毒的情况，这可能会让皮肤受伤。此外，
紫外线灯的使用也不够规范，有的地方直
接让医护人员穿着隔离衣在紫外线灯下
消毒，针对这些问题，杨思嘉和同事们都
帮助荆门同行们一一改进。

虽然杨思嘉是消杀专业的工作人员，
到荆门后他还是做了不少流行病调查的

工作。屈家岭累计确诊患者有22人，为
了把这些确诊患者的生活习惯和行动轨
迹都调查清楚，充分隔离密切接触者，杨
思嘉和同事把所有确诊患者全部重新认
真调查了一遍。特别是针对其中6位比
较疑难的确诊患者，更是花了很多时间。
通过不分昼夜地追踪，杨思嘉和同事成功
溯源了一起原因不明的确诊案例，还发现
了一起聚集性案例，及时隔离了密切接触
者，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疫情处于高峰期时候，我们穿着隔
离服和确诊患者面对面进行流调，记得有
一位患者说着说着就大哭了起来。他想
到自己的病情，想到自己上有老下有小，
非常激动。”杨思嘉说，他们一边倾听，一边
调查，与患者沟通了4个小时。回到驻地
后，他们除了记录好流调内容，还把患者的
情况事无巨细向当地政府汇报。得知这位
患者的情况，当地政府6个小时后就组织
了送温暖活动，解决了这位患者的后顾之
忧。

“后来患者出院后又特地打电话来感
谢，电话里他又是一通大哭。”杨思嘉说，他
能感受到，患者这次的哭是激动地哭。

平国华是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结核病防制所主管技师，从事结核病检测
工作二十多年，本次援鄂任务中主要负责
实验室新冠病毒的检测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看到新闻
中的白衣战士总是心生激动，我常常想象
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冲锋陷阵。这次，
我终于如愿以偿，虽然事先并没有和父
母、妻子进行商量，但是他们都很尊重并
支持我的决定，我深感欣慰。”平国华说，
到荆门后，他所在的实验组4人一起对口
支援沙洋县人民医院。沙洋县地处鄂中
腹地，人口65万左右，沙洋县人民医院作
为全县唯一一家能够开展新冠检测单位，
设备、检测流程都不够完善。检验人员一
天最多只能检测92份样品，全副武装进
入核心区一待就是8小时以上。

到沙洋后，平国华第一个进入核心区
开始检验工作。刚开始他对自己的耐受
力很有信心，但现实还是给了他重重一
击：“在没有空调，穿戴三层防护服，连续

进行检验操作8小时的情况下，走出实验
室后，我浑身像落汤鸡一样。头晕缺氧，
摘掉口罩的一瞬间，大口呼吸了几下，终
于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平国华说，尽管
错过午饭时间，面对晚饭的他反而不觉得
饿了，只是想喝水。

在沙洋县，平国华和同事们先是持续
奋战，清空了所有积压的待检测样本，然
后对检验室的工作流程进行改进，提高了
检验效率，还提议购买了一些能提高效率
的仪器设备。在他们支援的第二周，沙洋
县人民医院的检测时效性大幅加快，每天
的工作量开始翻番。

离开荆门的时候，平国华很欣慰，他
说，如今当地医院可以实现病例及疑似病
例的“应检尽检”，并且可以做到标本的

“当日送当日检”。截至3月23日，他所在
的团队在一个月内共检测了4060份样
本，牵头整改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点15
个，完成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68人次。

记者 孙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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