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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47床
◆观察对象：47 床患者，

与同室的 48 床为夫妻关系，
年过六旬，都是河南人，来海
南居住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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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 2 月 6 日起连
续推出《全民战“疫”·三亚行动：构建 24
小时在线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拨款 1.7
亿防控、党员和医护争先请战、采购数
百万只口罩……三亚打响全民战“疫”阻
击战》《严防死守，众志成城！三亚筑牢
疫情防御“安全墙”》《全民战“疫”·三
亚行动：危急时刻他们冲锋在前，打好
主动仗坚守主阵地》4 篇报道，总阅读量
达 26061，后台留言 585 条，在线上线下
引起强烈反响。看到报道中一场场鼓舞
士 气 的 硬 仗 、一 幕 幕 感 人 的 战“ 疫 ”瞬
间，一个个迎难而上、主动担当的共产
党员……不少网友在三亚日报微信公众

号 后 台 留 言 ，为 党 和 政 府 快 速 行 动 点
赞，向战“疫”一线工作人员致敬。

网友@apple：三亚在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表现得相当优秀，作为一位外地
来的普通游客，我感受到了三亚市委、市
政府的反应速度和大气，医疗准备也很
充分，不断传来治愈病例出院的消息，令
人敬佩。感谢三亚，为三亚点赞！

网友@上善若水：为党和政府快速
反应行动点赞，向战“疫”一线工作人员
致敬。

网 友 @ 家 中 瑞 在 留 言 中 提 醒 在 战
“疫”一线的人员注意休息：扎实的工作
一定会很快地显现成效，你们辛苦了！

网友@徐延雷在微信后台留言主动
请缨：我虽不是党员，但想报名参战，我
有力气，能干活。

不少战“疫”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纷
纷表示，看到报道后，更加坚信在市委、市
政府的带领下，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疫情。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江斌表
示，看了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报
道后，进一步了解到三亚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工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构建坚
固的疫情防控体系，取得明显成效，让
人备受鼓舞。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国有企
业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严格落实‘三防’、

实行群防群治、保障社会民生、同时坚
持抓好经济建设等很多重要任务。党委
有号召，领导冲在前，党员干部争相上
前 线 ，父 子 、兄 弟 、夫 妻 共 同 奋 战 在 战

“疫”一线的事例很多。我深深敬佩他
们，并以他们为榜样！”市国资委工作人
员赵江薇看完报道后说。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三亚第一时间成立市委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建立每日会商制度，落实“五级书记齐抓
防控”。以扎实有力的组织保障、积极务
实的奋战精神、牢不可破的疫情防控体
系，书写勠力决战疫情的三亚篇章。

2 月 9 日上午，三亚中心医院（海
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刘
艳桃要参加专家组会议，为新冠肺炎
患者配餐的任务，又落在了两名营养
师的肩上。刘艳桃说：“从收治第一
例患者开始，他们就没休息过，特别
辛苦。”

一日三餐，首先讲的是营养均衡。
据介绍，患者的早餐是“干湿搭

配”，粉汤之类的食物加上馒头或者
包子，同时又兼顾营养，再加一份鸡
蛋和牛奶，还有水果。

中餐和晚餐，之前是两荤两素，加
一份米饭、一份汤及水果。后来患者
反映说量太大，吃不完。随后，就改
成了一荤两素，其他不变。

给患者配餐，远不是色香味那么
简单。

“主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制定他
们的食谱，要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基础
疾 病 、身 体 状 况 如 何 等 确 定 营 养 方
案 。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再 兼 顾 饮 食 习
惯。”刘艳桃说，这个食谱也是随着患

者病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比如
说肠胃功能还可以的，就给他制定普
通食谱。在治疗过程中遇到胃肠道反
应，就可能从普通饮食改为流食或半
流食。”

这些营养餐食，既能满足患者一
日三餐，也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刘艳桃说：“有的患者有糖尿病，我们
就会单独给他制作一份食谱；肝功能
不 太 好 的 患 者 ，我 们 在 三 餐 的 基 础
上，会给他调配一些营养补充剂，就
是粉剂和蛋白粉之类的。”

为了能够精准了解患者的饮食喜
好，营养科特意建了一个“患者营养
群”，征询大家的意见，能满足的尽量
满足。“患者中有两个孩子，一个 4 岁，
一个 8 岁，刚来的时候对饮食不适应，
吃得很少。我们知道情况后就跟家长
沟通，给他们单独做，包包饺子啦，以
及其他的儿童饮食。”刘艳桃说，仅仅
是 早 餐 的 粥 类 ，他 们 就 不 断 换 着 花
样 ，比 如 说 地 瓜 粥 、南 瓜 粥 、胡 萝 卜
粥，再搭配水果和鸡蛋、牛奶，两个孩
子慢慢就有了食欲。

每一次送餐之前，刘艳桃和同事
都会在每个餐盒上贴一张卡片，上面

用笔写着加油鼓励的话。“我跟他们
说，一定要一个不落地给我出院。”

患 者 除 了 点 赞 好 吃 又 营 养 的 餐

食 ，对 营 养 科 的 这 份 细 心 也 感 动 有
加，3 楼的一位患者说：“每一张卡片
都特别珍贵，我会好好收藏。”

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全民战‘疫’·三亚行动”策划报道线上线下反
响热烈，网友留言点赞战“疫”一线工作人员：

感谢三亚，你们辛苦了！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余菁菁 赵庆山 张慧膑

三亚中心医院值班护士近距离观察与患者的接触日常，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

六旬患者：现在的苦是为了以后的甜

因为有严格的工作流程，三亚传
媒融媒体记者不能深入到三亚中心医
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治隔离区病房内近距离记
录患者的生活状态，只能委托轮流值
班的护士留意观察。

2 月 9 日，重症医学科护士赵丽娟
继续向记者口述了 2 月 8 日夜间的观
察情况。

◆20：00│我刚接班来到 47 床，
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上一班护士
说，48 床的叔叔因为呼吸困难，上了

呼吸机。所以 47 床的阿姨情绪不高。
◆20：30│检查完身体状况，做

好记录，我试探着跟阿姨聊了聊，想
缓解一下她的心情。

◆20：50│叔叔总是口干，频繁
地想喝水。我们就摘下呼吸机，喂他
水 。 阿 姨 过 意 不 去 ，说 总 是 麻 烦 你
们。我们说没关系，这是应该做的。

◆21：10│看着叔叔的样子，阿
姨的情绪也不太好，还给在外面隔离
观察的女儿打电话。我听见她说：你
们 一 家 要 好 好 的 ，我 们 在 这 里 挺 好
的。对了，家里的房子写的是你爸爸
的名字，我还有 2 张银行卡，密码是
……

听到这些，我鼻子一酸，心想疫情
阻断了儿女亲情，但也不能悲观啊，
有医院的救治呢。我怕阿姨总是这样
极端，就让她拿起手机，搜索一下三
亚日报和其他媒体的微信平台。我
说，你看看，有很多患者从我们三亚
中心医院出院了，比你们年纪大的也

有，您和叔叔也要有信心才行。
她不停地看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还主动帮助我们给叔叔喂水。
◆22：05│我们再次进入病房，

阿姨的心情不错，热络地打着招呼，
说医院送的汤圆真好吃。她说，早餐
也特别好。

她和叔叔在逐渐信任我们，积极
配合治疗，尤其是医院配制的中药，
他 们 喜 欢 喝 。 阿 姨 说 ，这 东 西 苦 是
苦，可是现在苦是为了以后的甜。

◆23：15│一般情况下，刚入院
不久的患者都要面临这样的心理变
化。与 47 床一墙之隔的病房里，住着
一位 50 多岁的阿姨，因为来之前经过
疑似——确诊等过程，在不同医院间
辗转时间长，心理波动较大。

有一次，医院专业的消毒人员在
病房内工作，阿姨大概有洁癖，说会
不会弄脏床单什么的。

我 就 跟 她 说 ，消 毒 是 为 了 大 家
好，如果您觉得躺上去不舒服，我就

给您换新的。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听
我说很多医护人员瞒着家人进隔离
区，做着最危险的工作，心里突然就
转过弯了，不停地讲，姑娘，你们太不
容易了，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好好
治疗。

现在，我们每次进房间，她都要夸
夸三亚中心医院，说有这么好的环境
和治疗条件，你们又认真负责，自己
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早日出院。

◆23：40│今天是元宵节，看着
外面寂静的世界，似乎只有隔离区内
还灯火通明。47 床的阿姨眼泪汪汪
地跟我们说：希望疫情赶紧过去，早
日回家团圆。

我们都盼望着那一天，都在为此
而努力。

口述：三亚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护士 赵丽娟

整理：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王鑫
张硕

三亚中心医院各个科室的
护士，是距离新冠肺炎患者最
近的人。朝夕相处，她们洞悉
每一床患者的病情轻重，以及
情绪好坏。

护 士 们 之 间 看 法 一 致 的
是，多数患者来院之初，心理
都有波动。染上病毒本就产生
压力，初到陌生环境，结果未
卜，一时难以安心。

医生陈祖乔说，在治疗方
案里，“心理干预”也是重要一
环。好在，这一环极少用上，
因为医护人员把患者的“心理
调理”给“承包”了。

在隔离区里，医生护士既
治病救人，又是患者的“贴身
管家”，吃喝拉撒，凡有需要，
都全力解决。“情绪管理”更是
白衣天使们的护理日常，面对
患者最初的烦躁，他们能够动
之以情，“陪聊”化解了心情，
也拉近了关系。

渐渐地，独处于此的患者
对 医 护 人 员 产 生 了“ 依 赖 ”
感。13 床的阿姨，总是盼着和
护士说说话；她使用手机不熟
练，就等着护士帮忙，给家里
打个电话。对面房间的一家三
口人，刚刚 4 岁的女孩吃不惯

饭菜，护士积极汇报、联系，给
孩子专门包饺子，做她喜欢吃
的东西。孩子心情好了，另两
位亲人也开心，一家人的病情
持续好转，出院在即。

这场战“疫”，不仅仅要靠
医术仁心，也需要患者的积极
配合，以及隔离区外家人的关
心和鼓励。在这条战线上，每
个人都是重要的一环，缺一不
可。

让 人 欣 喜 的 是 ，所 有 人
都 一 环 扣 一 环 ，手 里 紧 紧 地
攥 着 接 力 棒 ，正 手 挽 手 冲 向
终点。

■战“疫”·面孔

三亚中心医院营养科给患者做的一日三餐，远不止色香味那么简单

建立“患者营养群”根据病情随时调整食谱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王鑫 张硕

岂曰无依 与子接力
□王鑫 张硕

一、政府防控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律知识问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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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卫健委发布，截至
2月9日20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人数131例，重症人数

15例，死亡人数3例，出院人数16
例。 其中，三亚确诊人数41例，死
亡人数1例，出院人数10例。

截至2月9日20时

我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1例

7. 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中，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具
有哪些监督管理职责？

《传染病防治法》详细规定
了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各级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
责，具体如下：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
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
责：（一）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
病 防 治 职 责 进 行 监 督 检 查 ；
（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
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三）对采供血机构
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
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
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
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
检查；（五）对传染病菌种、毒种
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保
藏、携带、运输、使用进行监督
检查；（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
单 位 的 卫 生 条 件 和 传 染 病 预
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组织对传染病防治
重大事项的处理。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被检
查单位和传染病疫情发生现场
调查取证，查阅或者复制有关
的资料和采集样本。被检查单
位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
挠。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
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发现被传
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
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
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染
病传播、流行的，可以采取封闭
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
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
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
消毒。经检验，属于被污染的食
品，应当予以销毁；对未被污染
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
的物品，应当解除控制措施。

（未完待续）

营养师在餐盒贴上鼓励的小卡片。王鑫 摄

三亚中心医院营养科制作好的营养餐。 王鑫 摄

◀上接1版
南滨居网格员成“健康管理

专家”；
两新组织、候鸟老人、物业、

乡村工作队等党员纷纷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

……
全市各村、社区依托“区委

——驻点机关党组织——村、社
区党组织——党小组——党员”
基层五级网格，编织了一张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工作
责任网。三亚让网格力量延伸
到疫情防控的每一个角落。

三亚各区因地制宜，精准发
力——

天涯区广泛动员群众、组织
群众、凝聚群众，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主动放弃休息奋斗在疫情
防控一线，构筑严密防线；

吉阳区夯实五级网格责任，
区领导主动投身防控疫情第一
线，加强“三无”小区排查，重点
小区全面消毒，区纪委成立督
导组部署督导疫情防控相关事
宜，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特点
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海棠区成立 23 个村（居）基
层青年突击队、1 个防疫应急志
愿服务队，各村（居）委会全体
工作人员放弃休假，村“两委”
班子带领网格员、安监员、联防
队员，在辖区开展防控宣传、排
查活动；

崖州区各村（社区）迅速行
动起来，成立了两组排查工作
领导小组，结合村内实际情况
开展相应、有效的防控部署安
排；

育才生态区确保 24 小时值
班，严防死守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并充分发挥各基层党组织、
基层党员、村妇联组织和村小
组组长作用，开展拉网式排查。

“ 用 众 人 之 力 ，则 无 不 胜
也。”群防群治，三亚形成“面、
线、人、网”一体化防控链条，群
众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最强力量。

凝聚人心，共克时艰

疫情面前，三亚的干部群众
拿出“跟我上”的硬脊梁、铁肩
膀、真本事，冲锋在前，与疫情
抢速度、拼时间。在这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他们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初心使命。

海棠区升昌村党支部书记
苏忠宁高强度工作 10 余天，连
续奋战，病倒在“防疫”一线；

“以岗为家”的卓达社区党
支 部 书 记 陈 泽 爱 顶 着“ 熊 猫
眼 ”，守 好 万 人 社 区 这 道 防 疫
关；

月川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
记苏应钧录制音频宣传防疫知
识；

吉阳区南新居便民中心党
支部书记陈益斌面对疫情说：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
责任”；

不到一天时间，带着网格员
排查近万人的大东海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吴丽尉；

忙得像个陀螺一样的金鸡
岭 路 社 区 党 总 支 部 书 记 卓 德
雄；

……
干部靠前指挥，党员奋勇争

先，这群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
用坚守守护万家团圆，给了城
市继续前行的动力。

三亚各区拿出接地气的“硬
核”宣传，疫情防控暖人心。

天 涯 区 利 用 村 广 播 、小 喇
叭、消防车、司法车、城管车播
放防疫知识；

崖州区将三轮车、电动车变
身移动广播站；

怕老年人无法及时精准获
取信息，吉阳区发放温馨提示
卡《给老年人的一封信》，并开
展双语（普通话及海南话版）宣
传；

海棠区利用流动宣传车进
行海南话和普通话音频宣传；

育才生态区录制了黎话、苗
话两种版本的“十条措施”；

……
三亚用接地气方式，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加油打气。
越来越多的三亚人在平凡

的岗位上守土尽责，展示了积
极向上的抗“疫”力量。

71 岁的“候鸟”顾美林在红
沙社区的街头巷尾进行疫情防控
宣传、专业讲解疫情；吉阳区医疗
领域的 10 余名党员“候鸟”人才，
自愿组成了应急医疗团队……

疫 情 期 间 ，不 举 办 聚 集 性
活动、简化红白事为疫情防控

“ 让 路 ”，成 为 村 民 自 觉 行 动 。
吉阳区中廖村 3 户村民简办白
事；海棠区 6 户人家简办白事；
崖州区南滨居东升小组村民李
德坚母亲去世，放弃黎族丧事
仪式……

有人借助网络加油助威，有
人科普防疫知识，有人捐款捐
物、提供志愿服务，三亚人行动
起来为疫情防控做着力所能及
的事。

2 月 8 日，三亚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元宵“礼物”：三亚海之
港旅租留观点的两批旅客以手
写信的方式表达对三亚的感激
之情。

隔离的是疫情，而隔不断的
是真情。疫情面前，互帮互助、
互相体谅的爱心故事，每一天
都在三亚上演。

他们意志如铁，他们热情似
火，他们爱心如潮，他们用自己
果敢的行动力扛起了重担，成
为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中 的 生 力
军。他们用勇气和辛劳，为城
市注入温度。正如网友感慨的
那样：哪有什么天使，不过是一
群人换了一身衣服，为素昧平
生的人全力以赴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