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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疫情当前，她带领14名护理人员驰援重庆。在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她身先士卒、救死扶伤……她就是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邹
晓艳。

10月19日，在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上，邹晓艳获得“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仪器声、液体滴答声……接受表彰后，邹晓艳马不
停蹄地回到工作岗位，又融入她再熟悉不过的环境。

“逆行”出征赴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积极
响应号召，组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骨干及应急外援队
伍。获此消息后，邹晓艳第一时间向院党委递交了

“请战书”。
“我从事护理工作20年，有丰富的护理经验，抗

疫一线需要我这样的护理人员。”邹晓艳说。
经过专业能力测评和体检后，2月8日，邹晓艳被

任命为队长，带领其他14人前往重庆市公共医疗卫生
救治中心（以下简称“重庆市公卫中心”）。

到达重庆市公卫中心后，邹晓艳和队员立即进入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隔离病房七病区。当时，该病区
还未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邹晓艳就协助管理物资，开
展人员培训，组织队员进行防护服穿脱练习、学习防

控新冠肺炎知识等。

精心护理危重症患者

随着疫情形势愈发严峻，市公卫中心收治的危重
症患者日益增多。“我有丰富的重症管理经验，我应该
去救治他们！”邹晓艳主动请缨进入负压病房。该病房
的危重症患者需要吸痰，在这个过程中，新型冠状病毒
可通过气溶胶传播，护理人员被感染的风险更大。

“进入病房，我的眼里只有病人。”谈起当时的情
景，邹晓艳坦言，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她也害怕，但
不能退缩，病人需要救治。

负压病房14床的蔡阿姨是一名重症患者。她的
生命体征不稳定，靠血管活性药维持血压，依靠气管
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周身插满了管子。没有护工，
从检查仪器运行、观察患者各项指标、调整用药到处
理各种突发情况，邹晓艳都需独立完成。“精神高度紧
张，生怕出现失误，护理一次下来感觉要虚脱了。”邹
晓艳说。

终于，喜讯传来，该名患者成功脱离呼吸机、拔出
气管插管，恢复良好，不久后顺利康复出院。

在负压病房工作的32天里，邹晓艳共护理了3
名危重症患者、28名重症患者。“每天穿着防护服工
作6小时，其间不吃不喝不拉，全身都是汗水、护目
镜压得脸疼，但看到患者康复出院，觉得一切都值

了。”邹晓艳说。

为患者疏导不良情绪

新冠肺炎患者接受治疗期间，家属不能进入病房
照料，有的患者出现了焦虑不安、悲观等不良情绪。
为此，邹晓艳在做好护理工作之余，还当起了患者的
临时心理疏导员。

“护士，我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好了？”
“老人家，您这个病会治好的。这几天你的状态

已经好多了，各方面的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没问
题的。”

尽管工作忙碌，但面对患者的询问，邹晓艳总是
耐心回复，给予患者鼓励、安慰。

“患者长时间见不到亲人，身心遭受双重折磨，有
不良情绪很正常，我们要及时帮忙疏导。”邹晓艳说。
工作之余，她还会帮患者剪指甲、刮胡子等，拉近和患
者的距离，帮他们坚定战胜病毒的信心。

护理工作很烦琐，但邹晓艳觉得很充实。“有几名
老人病情由重转轻后，用红纸黑笔写下了感谢的话给
我看。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很欣慰！”回忆起当时
的场景，邹晓艳眼眶有些湿润。她说，患者及家属的
称赞是对她工作最大的肯定。

谈到今后的打算，邹晓艳表示会继续做好护理工
作，为患者撑起一片希望的蓝天。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和原创算
法与国外差距较大，高端芯片、关键部件、高精
度传感器等方面基础薄弱，尚未形成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高水平人才
不足成为瓶颈。同时，内涵和范畴被窄化，视
听觉识别等领域存在跟风热，区域发展不均
衡，整体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王国胤
（王国胤，重庆邮电大学副校长。）

光电融合是集成电路的必然选择，随着智
能化时代的到来，对信息采集提取数据量、信息
传输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以电子为信息载体
的电子芯片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光子为
新材料的光芯片则具有天然的优势，正因如此，
5G和数据中心将带动以光模块为核心的新一
代光通信市场爆发，光电融合技术即将迎来市
场爆发式增长。 ——黄晓橹

（黄晓橹，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首
席专家）

量子，首先不是一个时髦的东西，也不是今
天才发现的，时钟基准、北斗导航等很多技术都
是基于量子力学原理。量子力学研究是21世
纪的前沿研究热点，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纷纷将
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俞大鹏

（俞大鹏，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
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我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
选择了目前最稳健并且被学术论证是可行的
发展模式。电子支付工具采用的是央行—商
业银行两级价格机制，可以有效保护商业银
行，避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能给商业银行
带来的结构性脱媒风险和央行内部信贷分配
过程的集中化风险，以及在金融危机下的银
行挤兑风险。推广过程中基本不会对现有的
金融基础设施产生太大的冲击。

——康律之
（康律之，火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攀登科学
高 峰 艰 难 路 途
中，无数科学工
作者执着坚守，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内科
血液专家、中国血
栓与止血专业的
开创者之一——
王 振 义 就 是 其
中 一 位 科 技 工
作 者 。 图 为 王
振 义 在 上 海 瑞
金 医 院 为 病 人
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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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艳：用真诚护理患者
本报通讯员 刘亚兰

看着三峡红叶烂漫，老范乐得合不拢嘴：他开办
的“农夫山庄”农家乐，最近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桌游
客用餐，一天收入有五六百元。

今年53岁的老范名叫范辉廷。4年前，因为妻子
多病、孩子读书，他尽管常年在外地打工，但还是重庆
巫山县大塘村的一名贫困户。后来，他自己也因病无
法继续打工，不得不回到家中务农。收入少了一大
截，老范一家人陷入更深的贫困。

2018年，大塘村实施美丽乡村示范建设后，怡人
的乡村风光和特色农家菜，成为吸引游客的“金字招
牌”，村民们纷纷开办农家乐，逐渐尝到乡村旅游带来
的甜头。

老范也想开农家乐，这样他就能一边在家照顾妻
子，一边挣钱脱贫致富了。但启动资金从哪儿来？老
范一筹莫展。

村、镇扶贫干部了解到老范的想法和困难后，第
一时间送来了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这是一款专门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量身定制的扶贫贷款产品，可以为贫困
户提供5万元以下的免抵押免担保低息信用贷款。

当年底，老范就在扶贫干部的辅导下，顺利从银
行贷款5万元。正当他兴奋不已时，危旧房提升改造

及乡村旅游补助又给他发了几万元。政府的大力支
持，让老范信心倍增，他很快便将老房子整修一新，开
起了“农夫山庄”农家乐。

菜是自家种的放心菜，鸡是自家养的土鸡，范辉
廷的农家乐很快打响了名声。2019年，他收入6万
多元。今年，尽管受疫情影响，但目前为止也收入
了4万多元。年底，还有一季“杀猪饭”，他全年收入
与去年持平不成问题。不久前，老范顺利摘掉了

“贫困帽”。
借助扶贫小额信贷走出贫困，老范只是众多受益

贫困户中的一员。巫山县官渡镇桐元村村民付依清，
从3万元贷款起家，如今种植脆李60亩、柑橘110亩，
成了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

“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来说无疑是‘及时雨’，
帮助他们解决了资金困难。”巫山县官渡镇党委书记
李刚军说，仅官渡镇就有1238户贫困户享受到这一
政策，总贷款金额达3383万元。

据了解，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巫山县，近年来不
仅为半数贫困户发放了扶贫小额信贷资金，还给他们
提供项目指导和技术帮扶。如今，政策红利正在这里
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脱了贫、致了富。

范辉廷：办“农夫山庄”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 韩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