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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发文，指导各区县、各部门、
各单位对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作出突出贡献
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团队集体给予及时
奖励。3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
局获悉，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测团
队，成为我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第一个获得奖
励的集体。

日前，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按照要求，积极
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集体奖励工
作。万州区是我市抗击新冠肺炎任务最重、压
力最大的区县。万州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
疗团队，不畏艰险，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在疫情
防控和救治的第一线，涌现出很多感人事迹和
先进典型。

据介绍，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
测团队在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第一线，累
计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26000人次，不仅满
足本地疑似病例检测需要，还辐射周边，对开
州、云阳、奉节、梁平、忠县、巫山、巫溪、城口9
个区县疑似病例样本进行复核确认，为疫情防
控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此，3月11日，万州区人力社保局对万
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测团队作出了记
功奖励的决定。

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核酸检测团队

获我市首个疫情防控
集体记功奖励

□本报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谢书记，我看微信上你最近每
天都是 2万多步，还是要注意休息
哦！”2月20日下午，邢家桥社区居民
黎国萍见到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书
记谢兰，关切地询问道。

“都2万步了呀？我还有好几个
地方没去呢！”谢兰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谢兰一
直在忙碌着。但邢家桥社区面积只
有1.2平方公里，谢兰每天的2万步是
怎么走出来的呢？

“我们社区有78个出入口，设立
了23个检查点，还有农贸市场和商
铺，我每天都要反复巡逻。除了巡
逻，还要挨家挨户地摸排、宣传，每天
还要看望几个老人……”谢兰说，不
知不觉就2万步了。

上门陪老人聊天

邢家桥社区有很多开放式的单
体楼栋。平日里，居民们喜欢聚集在
一起喝茶聊天，消遣解闷。小区实行
封闭管理后，有居民很不习惯，甚至
抵触埋怨。

“我不怕得病，我要出去，人都憋
得不好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嘛！”王
婆婆今年92岁了，见不到老街坊老邻
居的这段时间，她时常感到寂寞。封

闭管理后，她不给上门摸排的工作人
员开门，喊话也不应声。

了解到情况，谢兰敲响了王婆婆
的门：“王婆婆，我是谢兰，我来陪你
摆龙门阵，开下门嘛。”

听到是谢兰，王婆婆才打开门请
她进屋。

“谢书记帮我们居民整好了房
子，现在又来陪我这个老太婆聊天，
听我摆些老龙门阵。”王婆婆说，“她
给我讲少出门，教我戴口罩。我就听
得进她的话。”

不只是陪王婆婆，了解到社区老
人需要陪伴，谢兰和许光静、邓美清
等就经常抽时间陪老人们聊天，纾解
他们的焦虑和寂寞。

封闭管理期间，居民吴燕牵挂同住
在社区的父亲，经常想去看望。为此，
谢兰主动上门看望吴燕的父亲，并在一
次上门宣传时，给吴燕带去了父亲的消
息：“吴二妹，我刚去过你爸爸家，他说
一切都好，让你好好待在家里。”

此后，吴燕经常能收到父亲安好
的消息，待在家也安心了。

她每天要打近200个电话

“同志们，我必须要被隔离了，遇
到新的情况和困难要给我报告，我来
想办法。防疫工作事关重大，我们决
不能有半点疏忽！”2月13日，谢兰接

到命令，让她居家隔离7天。
原来，她女儿在万寿山社区的同

事被确诊新冠病毒肺炎，谢兰与女儿
朝夕相处，安全起见，两人都要立即
居家隔离。

虽然隔离在家，谢兰并没有放下
工作。不能到现场，就云办公。

“光静，农贸市场上午消毒的照
片还没发到群里面，你问一下怎么回
事？有人去消毒没？”

“李扬跟我说她快递到了，她在
隔离，小向你去帮她取一下，再帮她
买点水果哦。”

“刚刚张昭芬的检查点来了个人
说是修电脑的，没戴口罩非要进来，
姚欢你去看一下。”

……
这样的电话，谢兰平均每天要接打

近200个，有时候一天只能休息三、四
个小时。每天深夜，她会在工作群里给
大家发这样的消息：“今天是防疫工作
第XX天，我们要继续保护好自己的社
区，相信我们能战胜疫情！加油！”

“我们的工作人员、网格员和志
愿者太劳累了，我在家待着隔离，他
们在外面奔波。我希望每天为他们
营造点仪式感，也算是给大家加油打
气。”谢兰说。

社区比家人更需要自己

谢兰年轻时，是一个风风火火的
“女汉子”，办鞋厂、做运输，忙里忙
外。进入社区工作18年来，她更是忙
得没在家吃过一顿年夜饭。

谢兰的爱人也在基层一线，每年
年三十都要值守。以前女儿还小的
时候，年三十那天，基本上都是把她

“寄存”在亲戚家，夫妻俩下班了再去
接她。

后来，女儿也成了一名基层社区
工作者，她开始理解父母是为了更多
家庭能平安团圆而选择负重前行。

“得到了女儿的理解，我们很欣
慰，但没想到的是，这个春节，我的外
孙也‘享受’到了当年女儿的待遇。”
谢兰说。

防疫工作开展以来，谢兰一家人
每天起早贪黑，在家也只能“打照
面”。3岁的小外孙无人照顾，谢兰一
狠心，把小外孙送到附近的亲戚家，
让孩子在亲戚家“日托”。

“没办法呀，我们一家都是基层工
作者，是帮老百姓解决困难的人，所以
一定要能克服自己的困难！”谢兰说。

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书记谢兰:

每天2万步是怎么走出来的

本报讯 （记者 李珩）3月10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又有5例确
诊患者治愈出院。目前，全市共有547名新冠
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在5例治愈患者中，万州区1例、江北区1
例、南岸区1例、巴南区1例、綦江区1例。

以上5名患者，经定点医院和医护人员精
心诊治和护理，专家组评估，认为符合国家卫生
健康委最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出院标准，
已全部出院。

全市已有547名
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 李星婷

“今天有什么不舒服吗？呼吸
困难好点没有？”“昨天做了核酸检
查，情况不错，快出院了。”3月 11
日，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重医附一院感染科医生蔡佳
按时来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第十病区
查房。

蔡佳，这位湖北籍重庆医生，左
肺被切了一半，还有哮喘。但他是个
乐天派，还常常以自己的经历鼓励患
者。“看见蔡医生这样，我们就振作
了。”有患者感慨。

两年前切除了半边左肺

蔡佳个子不高，微胖，腼腆。出
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他，在武汉
大学学了11年医，从本科到博士毕
业，主攻消化内科。2007年，蔡佳来
到重医附一院工作。

武汉是蔡佳梦绕魂牵、也是他父
母和哥哥生活的地方。2月12日，重
医附一院接到驰援武汉的命令，蔡佳
第一时间报了名。

但这个决定却遭到正在韩国读
博士的妻子的强烈反对。因为，两年
前，蔡佳左肺发现有一个小结节。由
于不好做穿刺，不能确诊，但蔡佳怀
疑是肿瘤。吃了一个月的药也不见
好，蔡佳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切除
左肺上叶！

相比有两叶肺的正常人，切除半
边左肺的蔡佳，感染风险无疑更高。
而且，蔡佳还有哮喘，做切肺手术后，
麻醉复苏时蔡佳哮喘发作，很危险。
手术一直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2点。

不过妻子的反对并没让蔡佳有
没有丝毫的动摇，“我的老师、同学全
部在一线战斗，我怎么能不回来帮
忙？”

用自己的经历鼓舞患者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医疗队就接
到命令，进驻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病
区。2月14日晚，由徐昉、汪志红、蔡
佳等10人组成的先锋队率先进入重
症病房，开始接收病人。

穿过长长的通道，一层层地套上
防护品，蔡佳心里格外平静——这里
是无声的战场，也是挽救一个个患者
和家庭的地方。

一些新冠肺炎患者由于不太了
解疾病情况和自己的病情，很悲

观。有的病人甚至不吃饭，不配合
治疗。

一次，蔡佳准备给一位患者上无
创呼吸机，但患者不肯，并用绝望的
眼神望着蔡佳说：“我是不是要死
了？需要呼吸机。”“你要是快死了，
还能这么清楚地跟我说话？”蔡佳反
问。

“上呼吸机是为了帮助你更好
地呼吸，有利于肺部恢复。”蔡佳安
慰道，“你看，我之前切了半边左
肺，恢复一两个月后，照样跑步、踢
球。”

听到这话时，患者眼睛亮了，但
又有些不可置信。蔡佳就给他讲自
己的经历，“我是湖北伢，回来帮助你
们的。”

还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最开
始情绪低落。不巧，这位阿姨有哮
喘，跟蔡佳用同一种药。

阿姨用药方法不对，蔡佳就指导
她。这让阿姨很感慨，这位医生不仅
切过肺，还患有哮喘，“一下喘不上来
就可能没命的。”她觉得，这位小伙子
成天乐呵呵的，还治病救人，自己也
该振作起来。现在，这位阿姨出院
了。

“我以前都没跟病人讲过这些。
但这次不同，我用亲身经历‘现身说
法’很有用。”蔡佳说。

来武汉前与妻子
仅见面几个小时

来武汉之前，蔡佳已经在重医附
一院的隔离病房战斗过了。他是该
院确诊首例新冠患者的接诊医生。

那是1月23日的凌晨，蔡佳接诊
了一位从武汉回来的发热病人。当
天下午，这名患者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接诊的蔡佳，随后被医院通知回
隔离病区工作。

那一天，蔡佳的妻子早上刚从韩
国回来。在隔离病区工作一周后的蔡
佳，随后又观察隔离了14天，中途妻
子已返回韩国继续学业。解除隔离的
第二天，他就来到武汉一线。也就是
说，他与妻子见面只有短短的几个小
时而已。“父母也有两年没见我了。”谈
及此，蔡佳眼里有淡淡的忧伤。

前不久，重庆市第八批医疗队队
长、重医附一院副院长肖明朝得知蔡
佳父母住的地方离驻地只有20分钟
车程，决定带他去看望一下父母。（见
本报 3 月 2 日 6 版报道《临时回家
他与父母隔栏相见》）

短暂的10分钟，蔡佳与父母隔
栏相见。父母老了，看见儿子，眼里
均是泪花。“他言语不多，总是把自身
安危抛在一边，冲在前。我为他骄
傲！”蔡佳的爸爸蔡克惠说。

湖北籍重庆医生蔡佳鼓励患者:

“我的左肺只有一半，照样踢球”

2月29日，武汉市，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驻地，蔡佳（中）与同事一
起讨论患者救治方案。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谢智强 摄

1月24日，在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谢兰（中）戴着口罩来到周道群家，并指
导她正确佩戴使用口罩。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记者 彭瑜

3月11日下午，重庆三峡中心医院（下称三
峡中心医院）最后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
出院。这标志着万州、乃至整个渝东北片区在
院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实现“清零”。

“奋战51天实现了‘清零’的目标。”重庆市
新冠肺炎市级医疗救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万
州片区专家组组长、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郭述良称，在万州，市区两级专家
和医护人员既讲战略，又讲战术，探索出了“四
轴联动”“四圈分治”“四类分管“等“三个四”救
治方案，为新冠肺炎救治工作的顺利实施保驾
护航。

“四轴联动”整合资源

2月16日，危重患者李明（化名）病情恶化，
市区两级专家一致决定，尽快给李明上ECMO
（人工肺）。但三峡中心医院没有ECMO，甚至
在渝东北地区都尚未开展此项技术，更没有操
作人员。

“这个时候就需要‘四轴联动’。”郭述良介
绍，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是一个轴，负
责设备、人员等相关资源的调配；第二个轴就是
三峡中心医院，承担起定点救治工作；第三个轴
是专家组，通过全科会诊拿出切实可行的医疗
救治方案；第四个轴是一线医护人员，他们主要
负责实施具体医疗救治工作。“各方面力量联动
才能带动整个医疗救治流程高效运转。”

三峡中心医院没有ECMO，经市卫健委协
调，重医附二院医护团队携带ECMO于当晚6
点从主城出发赶赴万州；

没有安装ECMO设备的专家，市卫健委协
调西南医院两位专家连夜奔赴万州；

三峡中心医院这边，提前准备安装ECMO
需要的医疗器械和急救药物；

当晚11点，专家们一边讨论病情、一边实
施抢救，让李明病情保持稳定，为上ECMO争
取时间、创造机会；

肺炎重症应急病区一线医护人员严阵以

待，等设备、专家一到，随即开展ECMO操作
……

2月17日凌晨1点30分，医疗救治专家、
ECMO专家和技师、三峡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等
20余人，终于全部集结到位。经4个多小时奋
战，第一例ECMO成功转机。

“四圈分治”各个击破

郭述良把三峡中心医院在院的危重患者、
重症患者、轻症患者，以及渝东北片区10个区
县的定点医院的救治患者划分为四个圈。

“实行‘四圈分治’，各个击破。”郭述良称，
救治危重患者，就要集中专业团队攻坚，降低死
亡率，努力让患者向重症、轻症患者转变；救治
重症患者就要阻止病情向危重发展，努力让患
者康复或向轻症患者转变；救治轻症患者，尽力
让患者早日康复出院，阻断向重症、危重症发

展；对10个区县定点医院，组织专家巡回检查
流程、培训救治护理技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减少向三峡中心医院送治确诊
病人，最终实现化解存量、防止增量的目标。
重症患者李某患有尿毒症多年，同时还有冠心
病、类风湿关节炎、胃溃疡等多种疾病，多次命
悬一线。按照“四圈分治”，市级专家组成员、江
津区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代永红是李某的
主管医生。

“治疗23天透析16次、输了7000毫升的全
血和20个单位的凝血因子。”代永红介绍，李某
2月16日刚入院就出现休克，23日又腹泻加重，
最严重的一天排解了24次，3月5日消化道出
血，后又全身抽搐还口吐白沫，“病情复杂，没有
专人负责，很难达到精准施治的效果。”

据统计，在三峡中心医院新冠肺炎重症应
急病区，单日在院人数最多时达32人。正是因

为实施了“四圈分治”，该院轻症患者只有一例
转入重症，重症患者没有一人转入危重症。到3
月9日，所有重症确诊病例清零，而李某就是最
后一位治愈的重症患者。

“四类分管”各司其职

2月12日，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下
称三峡医专)接到通知，万州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征用该校学生宿舍作为发热症状
患者集中观察点。

在这里，每位患者单独一个房间，并且免费
提供一日三餐。经过5天医学观察，在隔离期
满的前一天，再次采样，核酸检测呈阴性后解除
隔离，并发放解除隔离告知书。

截至3月10日该集中隔离点撤销，三峡医
专累计入住492名发热症状患者，转诊47人，
解除隔离445人；累计首次采集咽拭子484人，
第二次采集452人，阳性0例。

“战线不能拉得太长。”郭述良称，作为渝东
北片区新冠肺炎集中救治中心，三峡中心医院
不能既承担确诊患者的治疗，又负责疑似病例、
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等的留院观察。所以要
对四类人群实行分类管理，做到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

据介绍，按照“四类分管“的措施，三峡医专
负责发热症状患者的集中观察；三峡中心医院
承担确诊患者的医疗救治；万州区人民医院负
责无症状患者和疑似病例的医疗救治。与此同
时，市区两级部门再调派专家各司其职对四类
人群的分类管理进行指导。

同样是2月 12日，万州区人民医院被确
定为无症状感染者集中收治定点医院后，短
短一天时间就将近 300 位患者全部安全转
运，并完成院感通道的改建和4个隔离病区的
改造，很快组建起一支由呼吸、重症医学、影
像医学、中医科等相关专业医生组成的专家
团。

截至3月8日，万州区人民医院通过中西医
协同治疗和全方位医学干预等，对无症状感染
者进行早期治疗，核酸检测转阴出院41人。

解密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的“万州方案”
——渝东北片区在院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背后的故事

二
月
十
七
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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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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