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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河县中医医院根据
国家、省上中医药专家意见，结合
实际，优化调整“甘肃方剂”，煎熬
的中药汤剂受到了一线防控人员
的一致好评。

目 前 ，该 医 院 已 累 计 将 10
万余袋中药汤剂送至疫情防控
一线。

本报记者 刘刚林 摄

他们，在“疫”线与病毒战斗
——州疾控中心疫情防控工作扫描

本报记者 刘刚林 通讯员 马蓉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能看到临夏疾控人的身影。
本轮疫情发生后，州疾控中心启动流调、消杀、核酸检测、采样、协查等各疫情工作组，全员全线

出击，共同抗击疫情。他们从白天到黑夜，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冒着酷暑，迎着大雨，与时间赛
跑、与病毒博弈，以肉身为盾，牢牢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人工智能”助力永靖县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冬葵子为锦葵科植物冬
葵的干燥成熟果实。夏、秋二
季果实成熟时，除去杂质，阴
干。

本品始载于《本经》，列
为上品。系蒙古族习用药
材。冬葵常生于平原旷地、
村落附近、田埂、路旁或山
坡向阳较湿润处。临夏各
地均有分布。

冬葵子甘、涩，凉。具有
清热利尿，消肿之功效。用于
尿闭，水肿，口渴，尿路感染。

现代研究表明：冬葵子
具有增强免疫，抗菌的作用。冬葵子过量服用可出现视物重影，兴奋不安，幻觉
谵语等中毒症状。临床用于治疗大便不通，小便血淋，妊娠水肿及乳汁不通。

用法内服：煎汤，6-15g，或入丸、散。
选方 1.葵子茯苓散治妊娠有小气，身重；小便不利，头眩：冬葵子 500g，茯苓

90g，为散。饮服10g，每日3服。小便利则愈。《金匮要略》
2.治盗汗：冬葵子9g。水煎兑白糖服。《江西草药手册》
3.治急性肾炎：冬葵子 15g，茯苓 12g，川贝母 9g，苦参 15g，加减，水煎服。《湖

北中医杂志》
4.治尿路感染，小便不利：冬葵子、泽泻各 9g，茯苓皮 15g，车前子 12g，水煎

服。《全国中草药汇编》
附冬葵叶：甘，寒。具有清热利湿，滑肠，通乳之功效。主治肺热咳嗽，咽喉肿

痛，热毒下痢，湿热黄疸，二便不通，乳汁不下，疮疖痈肿。

冬葵子
字里行间充满信念与希望
——州妇保院医护人员抗疫日记

本报记者 刘刚林

记者 刘刚林 通讯员 唐致军

“有他在后方 安全感满满”

“好的，好的，马上配送过来……”这是
疫情发生后，广河县中医医院药械科 90后

“大白”惠超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他白天忙于准备、发放物资，晚上将

物资核对检查，并整理台账。作为新冠
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及各隔离点库房管理
员、物资配送员，惠超然在工作中任劳任
怨，成为前线“大白”坚强的后盾。在连
续工作 28天后，他晕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惠医生晕倒了……”8 月 9 日 16 时
30分许，惠超然清点完库房物资，正向医
院汇报时突然晕倒在地。“当时，他面色
苍白，大汗淋漓，呼之不应，正在该院召
开院感防控会议的州医院副院长马玉琳
对其救治，半个多小时后，惠超然才逐渐
清醒。”院长马伟说，惠超然晕倒，是因为
近期天气高温，加上工作强度大、饮食不
规律，加班加点缺乏睡眠等所导致的。

疫情期间，该县中医医院部分医护人
员抽调到各集中隔离点工作，院区留守人
员往往都是身兼数职。惠超然主要负责
定点救治医院（广河县中医医院）的医护
人员、病区住院患者及 3个隔离点的防护
物资分配及配送，从医护人员的口罩、防
护服到患者每日的生活用品，全都由他一
人操心。

每天，即便是睡觉休息时间，惠超然
也经常接打电话不断，最忙的一天，他顾
不上吃饭，仅休息了 1个小时后又继续投
入到工作中，吃晚饭时已到深夜 1点多。

“惠超然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有他在后方
做保障，前线的医务人员安全感满满。”同
事司启贤说。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惠超然全力
以赴坚守“疫”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
担当。

本报记者 刘刚林 通讯员 马梅兰

核酸采样、卡点值守、人员排查……村
医是基层群众健康的“守护者”，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守门
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守着基层
防疫的“最后一公里”。

8月 10日清晨 6点，天还未亮，在东乡
县北岭乡大湾头村沿线道路上，村医张学
玲与往日一样，跟同伴一起穿上防护服，骑
着三轮车，开展核酸采样工作。“张大夫天
天上门做核酸，我们家里还有一位残疾人，
病人需要药品，张大夫和志愿者送上门，他
们服务到家，我很感激他们。”村民张玉虎
说道。

疫情突发，作为村医的张学玲奔赴在
疫情防控一线，积极参加村里各轮次的核
酸采样工作，日夜行走在乡间路上，守护一
方平安。同时，还加入到该县组织的采集
小分队，到各乡镇开展入户采样，确保应检
尽检、不落一人。

作为一名村医，这段时间的张学玲比
其他人更忙碌，她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

微信一响，就及时回复村民关切的各类健
康问题。

北岭乡大湾头村有6个社、179户，村里
每家每户的情况，张学玲都了如指掌。她
除了做好核酸采样，村卫生室工作也一点
没耽搁，每天给生病的村民配送药物，普及
防疫卫生知识，儿童、老年人常见病预防常
识等。“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每天做核酸
采样490多人。身为医护人员，就是要想尽
办法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为村民提供服
务。”张学玲说道。

在大湾头村任村医7年来，张学玲一直
坚守在岗位上，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守护着
大家的健康，用青春和汗水践行了一个乡村
医生的责任担当。“我家和村卫生室离得比较
远，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只要跟张大夫联系，
她都会随时过来。”村民张哈麦吉说道。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张学玲牢记村医
的职责，始终坚守在最基层的疫情防控阵
地，发挥了一名疫情防控战斗员的作用，忙
碌的身影留在了大湾头村的角角落落。

最硬核战斗力：检验检测组

本轮新冠疫情的主要流行毒株是
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的传播更加复
杂而隐匿，无症状感染者占比远超确
诊病例，这也使得防控难度大幅增加。

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中关键的一
环。此次疫情，州疾控中心核酸检测
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混管追阳。自7
月13日24时正式投入工作，25名组
员分8组对各县市筛查出来核酸异常
人员进行复核，同时承担着现代职业
学院、临夏中学、职业学校等隔离点核
酸检测任务，还承担了广河县、东乡
县、临夏市核酸部分样本检测任务。

这25名组员中有13名是90后。
样本多的时候，他们每人每天都要工
作十多个小时。

7月19日，第五小组从14时进入
方舱实验室，一直到20日凌晨2时30
分才走出实验室，整整12个多小时，
在高温封闭的实验室，穿着防护服，完
成了2340管，23400人份的核酸检测
任务。

7月20日19点50分，以刘倩霞、
张瑾、孔德风为组长的三个小组同时进
入实验室，连续13个小时不停地工作，
共完成核酸检测6509管，38777人份。

这样不分昼夜、连续作战是疫情
期间该中心检验检测组的工作状态。
在面对复核样本时，他们也有害怕和
担忧，但是没有人胆怯和退缩，不管轮
到哪个小组，大家都分秒必争，按照既

定工作流程，保证质量完成样本检测，
并及时上报结果。在繁重的核酸检测
任务面前，他们8个小组轮番上阵，做
到人机不休，固定实验室和方舱实验
室同时展开工作，为疫情防控贡献着
最硬核的技术力量。

这一次，他们奋斗20多个日夜，
在疫情防控中贡献了青春力量。“经过
多次演练、考核及不断的实战，他们已
经成长起来，这次，我们把年轻人和经
验丰富的检测工作人员做了搭配，其
中有4个小组组长由90后担任，工作
效率高了很多。”检验检测组的负责人
陈永诚说道。

最强大脑：流调溯源组

随着疫情形势的不断严峻，防疫
压力不断加大，流调任务愈发艰巨，州
疾控中心25名流调人员同心抗疫，跑
出了流调“加速度”。

流调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还原
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并把确诊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出
来，及时做好管控。说起来简单，几十
个字就能概括，却需要流调人员不断
顺藤摸瓜、抽丝剥茧。

“你好，我是临夏州州疾控中心的
工作人员，请问你是……”走进该中心
流调组，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忙碌的
场景，电话声、键盘声、打印机嗡嗡作
响，满桌子的纸张、文件、密密麻麻的
人物轨迹图，脚下生风一样跑来跑去
的身影，还有熬红的双眼、沙哑的声音
……“通过核酸异常人员排查密接，通
过密接排查次密接，以及排查重点场
所，就像精准防控的一只只触手，找到

高风险人员，拦截病毒
传播。”该中心副主任
常春说道，一个阳性人
员背后，有可能排查出
关联人员几百人，判断
谁是密接、谁是次密
接，要经过流调人员多
个流程才能完成。

看似简单的病例
活动轨迹，却是流调人
员多次现场核查、无数
次电话询问、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数不
清的人员关系图谱绘制才完成的，并
最终制成了“一人一档”。

自本轮疫情以来，该中心流调
组成立了由张晓、孙维宁、黄盼龙、
王若飞等 90 后为主的技术攻关小
组，负责结合阳性病例社会关系、轨
迹绘制关系图谱，最快速进行管控
相关人员。7月13日至8月3日，流
调组分工协作，24 小时连轴转，由
该中心两名副主任带队多次前往东
乡、广河县开展现场流调，由在单位
的其他组员开展电话流调、人员轨
迹梳理等，一环紧扣一环，最后形成
严谨详实的流调报告，以最快速度
阻断病毒的传播。

负重逆行：消毒消杀组

身着厚厚的防护服，手提沉重的
消杀器材，辗转各个隔离点、阳性病例
住所、公共场所……这是疫情期间该
中心消毒消杀组工作的场景。

如果把流调人员比作“侦察兵”，
追踪病毒的去向，那么消杀人员更像
城市的“涤濯者”，面对“看不见的敌

人”，这群“负重的逆行者”用专业的技
术和严谨的态度，歼灭垂死挣扎的病
毒，让病毒无处藏身。

“消杀组，请马上前往东乡县集
中隔离点开展终末消毒。”7月30日
凌晨2时接到任务，消杀组组长陈建
平便立即带着队员，背上喷雾器匆匆
奔赴现场连夜展开工作；8月7日下
午，刚刚从临夏县完成消杀任务的消
杀组，还没来及喝一口水，就再次接
到任务整装出发。这是他们连续作
战的第21天。

“消杀工作最重要的是全面、细
致，不能放过一个细节，最大程度地确
保消灭病毒。疫点要做到每天消杀一
次，持续14天。消杀组按照《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针对不
同场所，配比不同浓度的消毒液进行
规范操作，确保了最佳消杀效果。”陈
建平说道。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消毒消杀组一边开展消杀工作，一边
利用休息时间指导培训广河县、东乡
县消杀人员做好日常的保护措施，让
他们掌握消杀技巧，有效保障了工作
人员和群众的健康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刘刚林）今年，永靖
县卫健局认真贯彻落实省上“为民办实事”
活动，6月份在全县基层医疗机构上线智能
语音外呼系统、基层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
统，并实现初步应用。截至目前，各医疗机
构已通过智能语音外呼系统完成2万多人
次的随访和宣教工作。

智能语音外呼系统可以帮助医生快
速地完成慢病随访、体检预约、通知宣教
等工作，医生只用根据需求制定好方案，
外呼系统就可在很短时间内给居民批量
拨打电话，发短信，根据和居民的对话内
容生成相应的统计报表，帮助医生分析
相关情况，解决了传统人工电话费时、费
力、覆盖面窄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提高了各医疗机构对于慢病管理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基层人工智能辅助
诊疗系统集智能问诊、病历规范质检、医
学检索于一体，在不改变医生诊疗习惯
和工作流程的基础上，增加人工智能辅
助诊断建议，可以帮助医生做出更加准
确的诊断。

在本轮疫情防控工作中，该县各医疗
机构多次通过智能语音外呼系统的电话和
短信，对辖区内居民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
教，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防疫意识，减缓了
防疫工作压力。据了解，下一步永靖县卫
健局将继续推动民生工程项目各系统的应
用，扩展服务场景至疫苗接种、体检预约、
儿保妇保等各类场景，更好助力基层医疗
工作，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健康管理水平和
满意度。

村医的“疫”路坚守

“我参与过核酸采样，有经验，我报
名。”“我力气大，更能吃苦，我报名。”自
本轮疫情发生后，州妇幼保健院的医护
人员迎难而上，逆行支援广河县、东乡
县等疫情防控工作，全力抗击疫情。

在疫情防控面前，他们没有一个
人退缩。忙碌之余他们用日记记录了
感悟和心声，今天，记者就带大家一起
翻开州妇幼保健院部分医护人员的抗
疫日记，一同感受字里行间的温暖与
感动、责任与担当……

祁小丽：抗疫路上最可爱的人

连日来，我作为外出核酸采样队
的成员，奔走在山间地头，穿梭于大街
小巷，虽然有点累，但看到一个个被口
罩遮住笑脸的人们与我们肩并肩，战
三伏、斗酷暑，奋战在疫线时，我深深
地感到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我们身后
有着强大的后盾。

在东乡县做核酸采样时，有一位
可爱的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不是“天使白”，也不是“守护
蓝”，更不是“志愿红”，他是一位农民，
曾是赵家乡赵家村的一位老社长。

7月27日，我和搭档进村进行核酸
采样时，老人老当益壮，骑着“采样小专
车”（电动三轮车），载着我们到各家各
户上门采样。每到一户门口，老人怕我
们被太阳晒，会把三轮车停到有荫凉的
地方，然后赶紧下车挨个敲门，喊大家
带着健康码、身份证、户口簿出来采核
酸，组织得井然有序。

采样结束后，我的搭档很认真地
给老人和当地干部演示了七步洗手
法，并给他们宣教了疫情防控小知识。

在这场疫情抗击过程中，有许多
人像这位东乡老人一样，在自己深爱
的土地上奉献自己、温暖他人。在这
万众一心、齐心抗疫的特殊时期，他们
何尝不是“最可爱的人”？我坚信，

“疫”散终有时，但这种爱将会继续延
伸，情将持续传递。

包玉明：新生命的诞生不会因疫
情而减缓脚步

7月19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因
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抗疫命令，对我来
说注定不再平凡。

当日凌晨，刚做完一台急诊剖宫

产手术，未来得及回家的我，直接接了
白天的班，和往常一样穿梭于病房与
病人之间。这时，突然接到医院的电
话，半个小时后支援广河县抗疫。我
急忙交接工作后，回家收拾行李。看
着两个年幼孩子不舍的眼神，我硬起
心肠，含着眼泪夺门而出，不敢回头。

广河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
县妇幼保健院人力物力紧缺，医务人
员超负荷运转。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
资、疫情防控和医疗条件三道“门槛”，
情况复杂，但生孩子的事等不起、慢不
得。

到达县妇幼保健院后，我们便紧
急作了分工。我主要负责门急诊，这
里是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每次面对病人，职责不仅是

“生产顺利”，更有“大小平安”，压力
很大。但看到孕妇及新生儿安然无
恙,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李旭光：你们在前方抗疫，我在
“家中”站岗

疫情发生后，州妇保院儿科全体

医护人员积极报名，先后有王武、邢宝
云、张双云、李柏云等9名业务骨干，
前往一线参加抗疫。

你 们 在 前 方 抗 疫 ，我 在“ 家
中”站岗。我带领在科人员积极
开展疫情防控和儿童常见疾病救
治工作，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大家
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九版）》等的学习，熟悉
疫情防控知识及院感各项防控流
程，并做好相应资料的整理，为今
后工作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
积累经验。

近期，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
性扁桃体炎等疾病高发。为保障患儿
及陪护家长的生命安全，我们儿科门
诊继续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执
行住院病人的收治标准和入院患儿治
疗制度，并制定最佳患者收治方案，担
负48小时核酸阴性患儿的儿科普通门
诊、住院患儿的诊疗工作和儿科急诊任
务。

像这样的抗疫日记还有很多，里
面一段段文字，记录着州妇保院医护
人员在疫情期间的点点滴滴，每个小
故事都是那么温暖。

■

■

■

流调溯源

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