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轮疫情发生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肺病·肿瘤中心主任王檀教授，立即

取消已申请的休假，迅速组织以长春中医

药大学COVID-19救治专家组为核心的医护

人员，前往吉林市、长春市、九台区等多个

新冠肺炎定点诊治医院开展中医药救治工

作，全程参与防治。截至目前，王檀团队共

参与诊治新冠病毒感染者1万余人。3月

22日，在王檀团队和其他医院同行共同努

力下，长春通源方舱医院首批45名感染者

出院。

3月16日，在患者入住长春通源方舱医

院后，王檀第一时间进入病房，对患者进行

“望、闻、问、切”，辨证施治，并对院内感控进

行缜密的评估和指导。

经过3小时查房后，王檀立即根据临床

信息，结合武汉雷神山、舒兰、通化等地抗疫

经验以及本次奥密克戎传播特点，并对团队

其他定点医院反馈的患者临床特征进行总

结，立即对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治方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长

春中医药大学寒湿疫（新型冠状病毒—奥密

克戎感染）防治方案（第六版）》，并在线上为

全省827名参与抗疫的中医进行了详细的解

读和培训。

王檀说，从中医角度讲，本次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变异株仍为“疫毒”，发病的基础为肺

脾气虚、寒湿偏盛。病机特点是在寒湿的基

础上，早期以“邪郁肌腠，寒热错杂”为主；犯

肺患者呈现“寒、湿、瘀、虚、痹”等病证；少部

分患者尤其是重症会出现“痈”变。但不同的

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呈现了年轻化、强传

染性、轻症居多、转阴慢的特点。

“因此，本轮疫情在预防方面尤为重要，

应该针对密接及次密接人群、医护人群、暴露

于确定或临床疑似病例的人员、中高风险地

区人群及社区人群进行及时预防，并在常规

防护基础上以除湿防疫代茶饮处方进行预

防，以改善人体寒湿状态，提高机体免疫力，

减少群众新冠感染风险。”王檀说。

为快速斩断病情发展，王檀团队提出了

“以消除症状、截断病情、快速转阴”为原则，

将疾病分型分期论治，根据不同阶段患者的

病机变化及症状表现，制定不同治则及处方，

并形成定期例会，总结经验，弥补不足。针对

临床发现的问题，王檀提醒医护人员应该注

意分方而治；保持内外通透，治疗上先表后里

或表里同治；注意分层辨证；保持大便通畅；

保护胃气5个方面事项，可以有效提高临床

疗效及安全性，并对感染者后遗症的发生有

截断作用。

同时，王檀总结疫情前期的中医治疗

成效，不断更新、改进、完善治疗方案，带领

团队采取中医药治疗和中西医结合两种治

疗方法，为患者提供“一人一方”辨证施治

方案，做到了应服尽服。目前诊疗效果已

初步显现。

截至3月24日21时，124名患者治愈出

院。“看媒体公布的数据，每天都有很多患者

治愈出院，这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战胜疫

情，我的信心很足。”王檀说。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檀抗疫一线问诊把脉

战 胜 疫 情 ，我 的 信 心 很 足
本报记者 张添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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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3月24日，张璐在九台抗疫一线进行新闻报道进入第14

天。

这一天也是她7岁儿子的生日，她给儿子的生日礼物竟

然是一篇新闻报道。上午9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防

疫一线的党员志愿者》，张璐是采访记者。“昨天晚上就在电话

里跟我儿子说不能陪他过生日了，送一篇妈妈的报道当作礼

物吧。”其实张璐每天都把她的报道发给儿子看，让他了解妈

妈为什么去前线。

张璐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今年3月初，疫

情来袭，张璐主动请缨，前往九台区采访。

到达九台，她第一时间来到有确诊病例的封闭小区进行

现场采访，以送菜小哥的凡人善举为切入口，报道了九台上下

众志成城、合力抗疫的感人故事，当天的报道还在央视新闻频

道滚动播出。

14天，她从市场物资储备到爱心企业免费供应，从社区

志愿者到方舱医院加紧建设……张璐的采访遍布这座小城的

每个角落，采制的报道每天在央视、吉视等媒体滚动播出。她

顶着颈椎病的疼痛，从早上6点跟着突击队员入户做核酸检

测，直到次日凌晨对检测试管封箱。

14天，她在感动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采访。“那位送菜

的志愿者，他原来是跑‘美团’的，人很朴实，怎么问他名字他

也不说。然后问他为什么要做志愿者，他说因为他了解这些

门牌号、了解这些住址，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做志愿者，而且是

义无反顾的。当时感到特别感动。”

对于工作，张璐责无旁贷。对于家人，她却充满愧疚。工

作14年，与家人团聚过节的日子屈指可数，平时家里的大事

小情更是指望不上她。这次出发前往一线，儿子还把门反锁

不让她走……

但张璐没有抱怨，“记者，注定是个忙碌的职业。记录特

殊时期的新闻故事，记录抗疫的共同记忆，是责任，更是使

命。”

记录抗疫是责任，更是使命
本报记者 王文辉

“请问您最近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

您的身份相关信息，我再核实一下。”“大娘，

我们是防疫志愿者，给您做核酸检测来了。”

今年59岁的老党员撒奎是省委政策研究室

下沉共建社区党员突击队中的一员。自疫情

发生以来，他便率先进驻长春市双德街道吉

大社区，连续10多天到岗到位，助力社区开

展疫情防控。

共产党员就要冲在一线。“吉大社区的

租住户比较多，流动性大，人员结构复杂，

很难实时掌握居民的实际情况。这些天我

做得最多的就是排查人员、引导居民进行

核酸检测和进楼为行动不便的居民做核酸

检测。”撒奎说，他们习惯把入户排查叫作

“扫楼”。在疫情刚开始时，他就和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对辖区内各小区进行“扫楼”，

在后续的“敲门行动”中，他更是连续叩门

百余户。“我们是分组行动，当时我们组负

责对5栋楼20多个单元的居民做核酸检测

和摸底排查，吉大社区里大多是老小区，没

有电梯，我们爬上爬下，满头大汗，防护服

里面的衣服也全湿了。”他笑着说，当时没

觉得多难，只想着要一户不落地把核酸检

测做完。

“居民都能理解我们的工作，打电话询问

他们的行程和做核酸检测时，他们也都比较

配合。”撒奎说，他是“服务员”，哪里需要就到

哪里去。在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时，一户居

民家里有位103岁的老人，行动不便，保姆不

同意做核酸检测，坚持不给开门。撒奎听说

后，主动请缨，到居民家门前，连续做了50分

钟思想工作，最后赢得了居民的支持。就这

样，他奋战在一线，累计协助开展核酸检测

4.5万人次，逐楼逐户为居民发送抗原检测

试剂1.3万人次。

吉大社区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时急缺

志愿者，撒奎得知后立即向单位领导反映，

省委政策研究室领导高度重视、迅速部署，

先后组建3支党员突击队下沉吉大社区，第

一时间解决了问题。“剑桥园小区1栋有居

民思想波动大，怎么办？”“一户居民健康码

扫码时是红码，怎么办？”……突击队队员遇

到问题，第一时间向撒奎请教如何处置。撒

奎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安排下沉共建社区

的党员干部，每年有70余天都在社区，对社

区情况非常了解。

“我是一名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抗

疫一线，撒奎冲锋在前，有序有力协助社区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得到了社区和居民的

肯定。

他是“服务员”，哪里需要到哪里
本报记者 马贺

“在抗疫最紧要的关头，身为一名军嫂，我必须打头阵、冲

在前！”吉林省“最美军嫂”、长春市南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

公室负责人杨燕这样说也这样做的。她主动请战，奔赴抗疫

一线，用实际行动扛起了责任和担当。

长春疫情防控战役打响之初，杨燕第一时间联系其他5

位军嫂，组成了“南关区抗疫军嫂小分队”，奔波在核酸检测

点、封控小区卡点、隔离宾馆等需要支援的地点。

为了全面精准地掌握社区居民的活动轨迹，军嫂们每天

要接打数小时的电话，生怕漏掉关键细节，经常是嗓子干哑、

手机发烫。偶尔面对居民的不解，她们总是耐心做好安抚解

释工作。

军嫂们每天要早早穿好防护服前往疫情防控卡点，协助

开展核酸采样工作。南关区辖区内有多个工地，如何为工人

们核酸采样成了难题。“建筑工地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环。”为

减少疫情期间非必要的人员流动，在杨燕的带领下，军嫂们与

南关区住建局的下沉干部一起组成核酸采样队伍，奔赴各个

工地，每天检测1300多人次。

为了做好外省来吉援助医疗队各项接待工作，杨燕和她

的队员们连续奋战，搭建了1000余张行军床，分好1000余套

生活用品。与此同时，她们毅然扛起南关区各隔离点的后勤

保障重任，进货、出库、打包、搬运……只要有任务，她们总是

毫不犹豫冲上前。

“丈夫在外戍守边疆，妻子在家守护家乡。”杨燕组建的这

支“南关区抗疫军嫂小分队”，以柔肩扛起责任，以坚韧诠释担

当，让巾帼力量在战“疫”一线绽放光彩。

你保卫祖国，我守卫家乡
本报记者 王超

疫情发生后，长春市“宽城好人”段秀娟和爱人、儿子都主

动请缨，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之中，用行动诠释何为舍小家为

大家。

3月23日早上5点，段秀娟已经在给自己带领的志愿服

务人员安排当天的工作了。她们要集结到长春欣园街道办事

处，为中冶蓝城小区居民做核酸检测。

“我们段氏口腔诊所45名医护人员组成了一个志愿者

服务队，支援宽城区核酸检测。我爱人和儿子每天开车接

送大家到各个核酸采集点，有时候一趟趟送完就要到半夜，

大家都叫他俩为‘后勤人’。”段秀娟说，从9日开始投入一线

抗疫，十多天里，大家冒着风雪严寒，常常被冻得手脚麻木，

但所有人都没有掉队。每天从早上6点多一直干到晚上。

最忙碌的一天，她与队员4人一天完成了6000多人的采集

量。晚上回到家，脚肿得脱鞋都费劲，手累得连筷子都拿不

住。

据段秀娟介绍，3月15日检测时正下着大雪，在天光路小

学点位给居民采集核酸后，她准备进行样本提交。在众多样

本中，发现有一个标签很模糊，无法辨认。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她和点位的人，按照贴过的码一个一个地查，将样本条码

与备用码逐个比对，经过近50分钟的排查，终于将这个样本

找到对应条码。“我们必须对每个样本负责，对每个居民负责，

对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负责。”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段秀娟也经历了好多令她难忘的事：

居民用矿泉水灌的简易暖水宝送到她和志愿者手中；有的孩

子给她们送来一盒盒热乎乎的饺子，说着“阿姨，谢谢你

们”……那一刻她们的心里暖暖的。

“我们是疫情检测点上的工作者，愿拼尽全力，保百姓平

安，护百姓周全！”段秀娟把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化作实际行

动，践行着一名“宽城好人”的承诺。

必须对每个样本负责
本报记者 王焕照

一面面党旗在

核酸检测点迎风飘

扬，3 月 25 日，长春

市南关区怡通家园

核酸检测点在党员

和社区志愿者的合

理疏导下，现场秩序

井然。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实地踏查摸排、集思广益研究封闭方

案、连夜施工……接到全市小区实行封闭

式管理紧急任务后，面对时间紧、任务重，

辖区内老旧散无物业小区多的实际困难，

长春市朝阳区前进街道党工委当机立断，

成立抗疫一线“红心堤坝”临时党支部。

临时党支部成立后，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两天三夜，封闭了

44个老旧散小区，为疫情防控筑起一道“钢

铁长城”。

“前进街道辖区老旧散小区多，且多数

没有物业，能叫上名的就有 40多个，短时

间内快速实现封闭，可以说特别难。”卢德，

前进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城市建设管理科科

长，现担任“红心堤坝”临时党支部书记。

他介绍说，自3月 11日长春市开始对全市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要做，封闭老旧散小区也要做，两者同时进

行！”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一个名为“红

心堤坝”的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由他担任

支部书记，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立

刚，街道机关党支部党员孙永、李想、王精

库为党支部成员，主要任务就是在最短时

间内完成辖区老旧散小区封闭工作。

接到紧急任务后，卢德立即和支部成

员连夜开展工作，围在区域地图前对老旧

散小区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这个繁荣家园小区，没有围墙，四面

都可出入。如果都围上，那在哪个地方留

出入口合适？”发现问题后，孙永立即发

问。对城市建设十分了解的赵立刚马上把

手往图纸上一指，“在这里最合适，这里留

口子，交通便利且周围配套设置齐全，对居

民来讲很便利。”研究封闭方案、准备彩钢

围挡，一整晚，新成立的临时党支部始终都

在为第二天的正式施工做筹划准备。

3月12日一早，长春便下起了雨夹雪，

连夜准备好的彩钢围挡被雨雪淋湿，封闭

工作因焊接环节容易发生危险而被迫中

断。没有围挡，就没法完成老旧散小区的

封闭，封闭管控也就无从谈起。卢德和支

部成员心急如焚，他们开始实际踏查老旧

散小区，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对封闭设计

进行科学规划。

“等到雨夹雪停后，我们立即重返封闭施

工现场，为了防止焊接期间出现危险，我们买

来绝缘鞋、绝缘手套，把吃饭、上洗手间的短

暂时间当作休息，日夜不停突击进度。晚上

很冷，但大家仍然咬牙坚持，有时候手冻得不

行了，就双手放一起搓一搓。”卢德告诉记者，

他们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踏查，现场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科学封闭设计。

熬过两天三夜后，临时党支部成员总

算松了一口气。44个老旧散小区全部用彩

钢围挡进行了封闭，为接下来的封闭管理

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役中，“红心堤坝”

临时党支部作为突击队，一直冲锋在前，让

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筑 起 抗 疫 的“ 钢 铁 长 城 ”
——长春市前进街道“红心堤坝”临时党支部记事

本报记者 徐岩

抗疫一线党旗红

战“疫”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