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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防“疫”阻
击战迅速打响。大观区414个基层党
组织、5000余名共产党员闻令而行，
全体党员干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大
观区疾控中心主任陈丽华就是其中一
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中，
她用行动守护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无畏无惧逆向而行

大观区拥有全市最密集的住宅小
区，大街小巷，四通八达，疫情防控难度
极大。43岁的陈丽华，现任大观区卫
健委党工委委员、疾控中心主任。早在
1月20日，陈丽华就牵头举办全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知识培训班，对全区
各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院和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100余人进行了培训。

2月6日23时55分，大观区疾控
中心接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
诊病例，按照规定，大观区疾控中心
必须对患者发病前14天的活动轨迹进
行追踪调查，还要对患者住所进行终
末消毒。“我是党员，又是疾控中心主
任，防控一线我不上谁上！”陈丽华立
即带领5名应急处置小分队队员，做
好个人防护，拎上装备，直奔患者所住
小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观区
疾控中心累计开展密切接触者流行病

学调查79人，陈丽华带着大家对每个
人的资料档案进行分类整理归档、一人
一卷进行审核。

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办公室
沙发就是她的床，累了就躺一会，声
音哑了喝杯白开水，肚子饿了泡盒方
便面……就这样日复一日，从腊月二
十六到现在，陈丽华已经连续30多天
不分昼夜坚守在岗位上。

恪尽职守不辱使命

疫情防控阻击战刚打响时，市区
各大药房和超市医用口罩、温度计、
医用酒精、84 消毒液等防护用品紧
缺，求援电话从四面八方打来。

为确保一线人员安全，陈丽华一方
面根据防护物资库存量做好统筹协调
配发，另一方面四处求援，及时购入
14000只口罩、44套防护服等物资。

大观区现辖7个街道、2个乡镇和
皖河农场，点多面广。据统计，大观区
去年底从湖北省返宜的人数达2000多
人，其中来自武汉的超 1000人。为做
好院感防控和预检分诊工作，在区卫健
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对各医院、乡镇
卫生院（村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分片包保。陈丽华毅然选择包保
路途最遥远、条件最差的皖河农场两家
民营医院和12个分场卫生室以及巨网
医院、海口镇卫生院和11个村卫生室。

除了做好自己包保点工作以外，陈

丽华还分批带队组织人员定期对全区
多家医疗机构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拉网式督查。

2月7日，为了有效阻止传染源，
大观区在集贤路华亭宾馆专门设立集
中隔离点，陈丽华具体承担隔离点的
内部布置和业务指导、物资协调。她
首先对所有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进行
了全面业务培训，对人员转运、隔离
者健康状况监测、后勤保障、隔离场
所消毒、医疗垃圾分类处理等逐一做
出详细安排。

随着隔离人数不断增加，防护用品
极度短缺，她千方百计托人购买，及时
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解决医务人员
的后顾之忧。

坚守初心奋斗不止

陈丽华的婆婆瘫痪在床已有三年，
需要人照料，之前每天都是她为老人擦
洗。投身战“疫”一线后，家里所有事情
只好全部托付给爱人。两个双胞胎女
儿放寒假从外地回来，原想多吃几口妈
妈做的饭菜，可陈丽华实在没有时间回
家，哪怕是做一顿饭的功夫。

陈丽华的父母也已70多岁，在怀
宁老家生活，老人家原本盼着过年假期
女儿可以回家团聚。但听说陈丽华奋
战在一线，非常理解女儿，还鼓励她安
心工作，不要怕难怕苦。

“我是一名党员干部，父亲曾是17

年前奋战在非典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现在他退休了，使命我来继承。”陈丽
华说。

这些天，陈丽华始终奔波在疫情防
控最前线，在基层各医疗机构督查，一
天跑下来，两条腿都浮肿了。虽然单位
离家不到1公里，但她极少回家，一件
外套一穿就是十多天。偶尔见到家人，
也只能保持距离。

连日的奔波让陈丽华的身体承受
着巨大考验。2月11日中午，她从基层
医院和集中隔离点检查回来，刚爬上3
楼，突然感到眼睛发黑，一个趔趄，差点
滚下楼梯，幸好身边同事及时搀扶才避
免意外发生。领导责令她回去休息，可
她只是在办公室休息了半小时，便又投
入到工作中。

2月 13日下午，陈丽华出现头晕、
全身发冷、心慌、关节疼痛、双下肢浮肿
状况，同事把她送回家。谁知刚到家，
工作电话接二连三打来，她又返回办公
室，工作到深夜。

防洪救灾，她冲在一线；处理燃爆
事故，她冲在一线；疫情防控，她仍然冲
在一线……多次荣获各级卫生系统先
进个人、“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
手”、“五一”劳动奖章的陈丽华，被大家
誉为疾控战场上的“尖兵”。

疫情尚未结束，防控还在继续，陈
丽华怀揣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依然
在抗击一线奋力前行，冲锋不止。

记者 白萍 通讯员 何祯辉

不忘初心 巾帼有为

她是防疫“战场”上的尖兵

将长长的棉签伸进人体咽部，迅速
轻拭……这是海军安庆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护士长程逊每天获取咽拭子标本
进行新冠肺炎检测的固定动作。随着
采样范围扩大，该院6名护士每天穿着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走街串巷重复着这
个风险性较高的工作。自2月9日至
今，已完成506份咽拭子取样工作。

走街串巷采集咽拭子样本

为保障疫情期间复工返岗安全，海
军安庆医院承担起迎江区、经开区“返
岗、返工、返学”、有密切武汉接触史等
重点人员的咽拭子采样工作。

防护服、隔离衣、鞋套、手套、工作
帽、护目镜、口罩……2月17日，三级防
护措施穿戴完整后，海军安庆医院护士
汪敏、钱芳拎着沉甸甸的采样箱开始了
工作。

“您好，我们是海军安庆医院的医
务人员，打扰了。根据安排，现在来为
您采集咽拭子……”每到一处，她们都

会耐心引导市民摘下口罩，快速从对方
口中取得标本，将标本放进试管内剪断
多余部分后盖好瓶盖摇晃数次放入密
封袋……每采集一份样本，她们就得进
行一次防护用品的更换及消毒。

由于受采样者居住在不同地点，她
们需要挨家挨户地跑。当天，9点出发到
下午5点，她们跑了35个地方，采样48
人。穿着防护服的她们，浑身早已潮湿，
累得喘不过气，但稍作休息后，他们又投
入到其他人员的采样中。

“连续辗转，登高爬楼，肠胃连同神
经，合起伙来‘欺负人’，一阵一阵的头
晕恶心，那翻江倒海的滋味，现在躺在
床上还感到心悸。”钱芳朋友圈里的一
句话道出了采样工作的“艰辛”。

同行采集的还有两组：周芳丽、伍
菲组采集相对集中的企业人员，一天共
采集78份样本；程逊、李佳组一天共采
集迎江区36份样本。

在这几天的工作中，六人组成的采
样小组兵分三路，“全副武装”，往返迎
江区、经开区各乡镇、小区、企业、酒店。

自2月9日至今，顺利完成了506份咽拭
子取样工作。

一声“辛苦了”暖人心

采集咽拭子标本看似步骤简单，但
也极具风险性。在棉签取样过程中，易
引起剧烈咳嗽，造成飞沫飞溅，感染风
险极高。

一次，汪敏为一位有密切接触武汉
史的60多岁阿姨采样，采样工具放入咽
部时，阿姨随即出现呕吐，呕吐物沾到
了汪敏的双手。“没事，没事，别紧张，放
松点。”汪敏心里虽然“咯噔”了一下，但
她没有后退，立即安慰对方。换掉手套
消毒后，汪敏再次进行了采样。

“一些老人、孩子，以及配合度不高
的人，采集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采集
小组队员周芳丽说。

面对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孩子们
总会露出畏惧的表情。“我不想做这
个！”在隔离采样的人员中，李佳碰到过
一名抗拒采样的5岁小女孩。但临床工

作多年的李佳处理起来很得心应手：
“阿姨只是看看你的嘴巴，看看牙齿，不
是打针哟！”经过一番温柔的安抚，小女
孩很配合地完成了采样。

“也碰到有抵触的，敲门时听到我
们说是来采样的，就拒绝开门。我们只
能多做思想工作，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
考，也就能理解他们的焦虑从何而来。”
程逊说。

“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害怕，但这是
职责所在，我们必须得上啊。”2月18日，
伍菲告诉记者，当听到受采集者说“谢
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时，都让她们感到
值得。

钱芳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司
机师傅去便利店买水，店老板多送了三
瓶，说‘你们辛苦了’。去买记号笔，老
板坚决不收钱，说‘你们辛苦了’。每一
个被采样的人，说一句‘谢谢’。那些

‘你们辛苦了’，那些‘谢谢’……串联起
来，好像一首轻快的音符，疲惫之余，让
我们充满快乐和感动。”

记者 白萍 通讯员 胡腾

采集咽拭子的护士：走街串巷的“扫雷者”
至今已完成506份取样

本报讯 丁可亮家 27 亩的蔬菜
供销两旺，方从义家的草莓今年累计
销售了 3 吨左右，张文兵和他的伙
伴们承包的 100多亩地正在栽种西瓜
苗……在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市
经开区老峰镇的农业生产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从城市东部进入老峰镇长山村，一
辆带着通行证的皮卡经过疫情防控卡
口，载着丁可亮的蔬菜进入城区各个小
区。“我家一共种了27亩蔬菜，现在每

天能供应700斤左右，有莴笋、包心菜、
黄心白……”丁可亮戴着口罩告诉记
者，这些蔬菜原本直接销往蔬菜批发市
场和定点农贸市场，因为疫情，批发市
场至今未开张，现在他的蔬菜一部分送
到农贸市场，一部分直接送到各个小区
的防控卡点，让封闭小区的居民吃上放
心、新鲜的蔬菜。

方从义家的35亩草莓园一改往日
采摘的热闹，全部实行线上销售、无接
触配送。“为了做好疫情防控，今年没有

开展采摘业务，客户通过微信等方式提
前预定，我们派送到各个小区。”截至目
前，方从义家已销售近3吨草莓。

长山村是老峰镇为数不多的农业
村，其生态示范园有1000亩农业用地，
以蔬菜、瓜果、风景树为主，有26户经
营主体。当前，如何做好疫情防控和农
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成为重要课题。

“一方面，向经营户发放了防疫物资，帮
助他们做好防护。另一方面，为保障农
民收入不减少，在各卡点开辟绿色通道

方便运输。同时，通过多种渠道推荐农
产品。”长三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吴海波
介绍，现在生态园每天能为城区供应蔬
菜1吨左右、草莓约1000斤。

在销售的忙碌之外，张文兵刚刚和
伙伴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土地，4床西
瓜苗已经种下了一小半。他告诉记者：

“这是麒麟二代无籽西瓜，4月底就能
成熟、上市。”拖拉机的轰隆声里，下一
季的丰收就在眼前。

（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胡忠）

老峰镇：疫情防控紧 农民生产忙

本报讯 2月18日，市医保局出
台措施，加强医保参与主体失信行
为监管。我市将依托医保基金信用
管理信息化平台，收集、分析各医保
参与主体的信用数据，生成信用报
告，并和参与主体的费用核查、费用
结算、保费征收、待遇享受等切身利
益相挂钩，充分发挥医保基金信用
管理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营造“守信
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寸步难行”的良
好社会氛围。

此次医保失信行为监管覆盖范
围广泛，凡是医保参与主体的失信
行为均纳入医保基金信用管理范
围。具体包括：全市定点医疗机
构、定点零售药店、药械批发企
业、参保单位、参保人和救助对
象、医保医师。

凡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
店、药械批发企业等机构，存在推
诿病人、不合理诊疗、不合理检
查、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收费等违
规情形；不积极储备、配送疫情防
治相关药品，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的；哄抬疫情相关药品、医用产品
价格，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欺骗
消费者，影响恶劣的；销售伪劣药
品、消毒药水、医疗器械、医用卫
生材料等产品造成医保基金损失
的；夸大宣传、诱导消费造成医保
基金不合理支出的；通过串换项目、
自行增加项目、以药换药等违规行
为刷医保卡，借机敛财的；其他妨害
疫情防控工作、影响参保人和救助
对象权益、侵害医保基金安全的违
法违规行为均被列为失信范围。

参保人和救助对象中，确诊或
疑似患有新冠肺炎，或与新冠肺炎
患者有密切接触，或来自疫情重点

地区等人员，不主动报告或隐瞒情
况，拒绝接受检疫、隔离、治疗或集
中、居家医学观察的；明知已感染或
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故意进入
公共场所或者隐瞒情况与他人接触
的；阻碍国家机关、医疗机构或其他
疫情防控部门执行人员核查、车辆
检查、防疫检疫、强制隔离、疫区封
锁、设置隔离点等预防、控制措施
的；侮辱、恐吓、殴打、故意伤害
医务人员、疫情防控人员，或扰乱
医疗机构、公共场所秩序的；编造
虚假疫情信息，或明知是虚假信
息，在信息网络等媒体上传播，造
谣滋事、起哄闹事，扰乱社会秩序
的；违反疫情交通管理规定，不听
劝阻、强行通行，或者强行冲闯防
疫检查点、隔离区、警戒区的；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其他妨害疫
情防控工作、侵害医保基金安全的
违法违规行为列为失信范围。

医保医师中未能严格执行疫情
防控期间发热病人就诊转诊流程和
诊疗规范，造成不良影响的；存在推
诿、拒收病人，或以任何借口分解费
用、挂床住院等行为的；存在虚假宣
传、诱导消费等造成群众恐慌或医
保基金不合理支出等行为的；不积
极学习、宣传疫情防控期间医保相
关政策，故意曲解医保政策和管理
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拒绝、阻挠
或不配合医疗保障部门疫情防控期
间必要的监督检查的；其他妨害疫
情防控工作、影响参保人和救助对
象权益、侵害医保基金安全的违法
违规行为均被列为失信范围。

（记者 徐媛 通讯员 陈庆）

我市加强医保参与主体失信行为监管
凡医保参与主体失信行为均纳入医保基金信用管理范围

本报讯 为有序做好复工复
产，市住建局创新政务服务方式，
目前对存量房交易合同签约实行

“网上办”“掌上办”，开展7×24小
时不打烊“随时办”服务。

一方面，升级畅通存量房网签
系统。在疫情防控期间，鼓励房产
经纪机构网上售房，在做好防控措
施后，可进行“一对一”预约看房
和签约。畅通存量房网签系统，为

“网上办”、“掌上办”、7×24小时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不打烊
“随时办”服务提供技术保障。

市民可以登录“皖事通”中
“便民应用”—“房屋合同网签”，
或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登录系

统，再根据系统相关提示完成包括
实名制身份认证、上传身份证件、
设置交易密码、电子签名以及人脸
识别等步骤，即可完成存量房买卖
合同的签订。

此外，还开通了特事特办预
约服务。针对企业和群众确有办
事 需 求 ， 不能延后办、网上办
的，实行电话预约，特事特办。按
照不聚集、不交叉的要求，对预约
前往政务服务大厅办事的群众，
提供“后台办理、专人送达”的
一对一专班服务，让群众不用进入
大厅也能把事办好，目前已预约办
理业务35件。
（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王胜宏）

7×24小时不打烊

存量房交易合同签约“随时办”

本报讯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
悉，为切实保障新冠肺炎防控期
间儿童合法权益，2 月 13 日，我
市决定在12355青少年服务台加入
儿童救助保障热线。

开通热线，是希望社会各界
积极关注疫情期间儿童救助保护
工作，共同为儿童的成长保驾护
航。广大群众一旦发现因监护人

感染疫情或需隔离医学观察，导
致儿童处于无人照料的现象，以
及其他困境儿童急需帮助的情
况，可拨打12355热线电话，热线
工作人员将提供临时照料咨询、
转介服务、个案跟踪、资源链接
等服务。

（见 习 记 者 舒 畅 通 讯
员 杨善龙）

儿童救助保障热线开通
救助保护“不断档”

（上接第一版） 加强员工集体用餐
管理，适当延长食堂供餐时间，实行
错峰就餐。做好医务服务，设立医
务室的单位要调配必要的药物和防
护物资。未设立医务室的单位应当
就近与医疗机构建立联系。规范垃
圾收集处理，在公共区域设置口罩
专用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洁，定期
进行消毒处理。加强垃圾分类管
理，及时收集并清运。三要指导员
工个人防护。强化防控宣传教育，
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复工复产后疫情
防治知识科普宣传。落实个人防护
要求，员工要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
去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
场所；在人员密集场所应按照《不同
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选
择和使用技术指引》要求，正确佩戴
口罩等防护用品。

指南强调，各单位要明确防控
责任，做好异常情况处置。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
人，要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
置流程。设立隔离观察区域，当员
工出现可疑症状时，及时到该区域
进行暂时隔离，并报告当地疾控部
门，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安排员工就
近就医。发现可疑症状员工后，要
立即隔离其工作岗位和宿舍，并根
据医学观察情况进一步封闭其所在
的办公室、车间等办公单元以及员
工宿舍楼等生活场所，同时在专业
人员指导下对其活动场所及使用物
品进行消毒。做好发现病例后的应
对处置，已发现病例的单位，要实施
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加
强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
追踪管理、疫点消毒等工作；疫情播
散的单位，要实施内防蔓延、外防输
出的防控策略，根据疫情严重程度，
暂时关闭工作场所，待疫情得到控
制后再恢复生产。

本报讯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群众办
理道路运输业务不便，市交通运输局实施
5项政务服务保障措施，日常业务“网上
办”、部分业务“延期办”、特殊业务“预约
办”、继续教育“网上学”、特色业务“简便
办”，确保疫情防控和政务服务两不误。

疫情防控期间，引导需要办理日常
业务的群众，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庆
分厅（网址：http：//aq.ahzwfw.gov.cn）
实名注册，按照所需办理事项办事指南
上传相关材料，在线办理相关政务事
项。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考试的人员可在网上报名，登陆安徽省
出租汽车业务网上申请系统实名注册
后，提交系统要求的有效信息，进行网
上申报，服务人员实行网上预审，待疫
情结束后统一安排考试；办理道路运输
驾驶员网上诚信考核、货运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等业务
的，登录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
注册或登录驾驶员个人（公司法人）实
名账号进行网上办理。

针对部分业务，如对客、货、出租汽
车道路运输证逾期未审验，出租汽车质

量服务监督卡逾期未换证等情形，延期
至疫情结束后办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不作违法处理；对驾驶员逾期未换证、
出租车逾期未检验的，待疫情结束后再
行办理相关业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有确需到窗口办理且不宜延后的
特殊业务，先进行电话预约，再由窗口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经预约需要到大厅
现场办理的，需做好个人防护，并配合
工作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和防疫检测。

疫情防控期间，道路运输驾驶员继
续教育网上学。登录安徽交通培训网

或拨打400-876-1608进行注册后，进行
普货、客车、危货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网
上学习，24学时学习完毕即可办理驾
驶员从业资格证年审相关业务。

同时，坚持“防运并举，简化程序，
安全高效，便利通行”原则，开展特色业
务“简便办”。自2月 10日起，启动跨
省、省内跨市和县际客运包车业务，在
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采取“点对点”
运输的包车运输组织方式，集中组织农
民工返岗复工。
（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朱丽娜）

交通运输部门出台5项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和政务服务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