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吊来回旋转，挖掘机长臂挥舞，工程
车往返穿梭……3月2日，大祥区六岭棚改
项目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

“这个项目既是省、市重点工程，也是市
政府民生工程。为了尽快复工，区住建局多
次上门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困难，目前工程
进展顺利。”该项目负责人兴奋地说。

战“疫”不下鞍，复工马蹄急。连日来，
大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区委、区政府
的统筹安排下，把做好疫情防控与抓好复
工复产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政治任务，勇
于担当，积极作为，筑牢了一道道保卫家园
的防疫线，掀起了复工复产的热潮。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敢逆行

疫情来袭，防控刻不容缓。大祥区住
建局迅速行动，迎接防疫“大考”。

1月25日，接到区里指令后，该局局长
黄承意火速从乡下赶到办公室，立即召开
局党组会议，第一时间吹响了抗疫集结号。

“疫情严峻，我们又管辖着116个物业
住宅小区、36个在建项目。关键时刻，作为
党员干部，我们必须冲上去！”黄承意说。

该局迅速成立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制订
工作方案，并推动疫情防控的目标任务和责
任链条向乡镇（街道）、物业住宅小区和重点
建筑工程延伸，实现责任不“挂空挡”、防控

无死角。同时，立即抽调局机关干部组成5
个工作组，由局领导带头，赶赴各个防疫“战
场”，并先后投入10万余元资金，加强对物业
住宅小区和在建项目工地疫情防控的保障
和支持。

同时间赛跑，与“疫魔”斗勇。一支支
战“疫”分队进小区、上工地，巡回督查；一
个个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干在一线，与社
区、物业一起守住“家”门，筑起群防群控的
钢铁长城。

抗击疫情严防死守，保卫家园

疫情防控的主要阵地在社区，关键在
小区。

自疫情发生以来，大祥区住建局紧
紧抓住防疫“关键点”，坚持群防群治，严
防死守，把好关、守好门，当好小区居民
的“守护神”。

该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区116个物业
住宅小区进行走访排查，全面摸清实情，现
场交办和整改问题194个。区里立即选派
116名机关干部充实到物业住宅小区的防疫
一线。同时，建立疫情防控物业管理、在建
工地、小区网格管理微信工作群，及时传达
上级精神、防控要求和政策措施；出台物业
小区防疫工作规范，确保住宅小区防疫工作
无缝对接、不留死角……

复工复产倾情服务，排忧解难

春潮急涌，战鼓雷动。该区为迎接集
中复工潮这场“大考”做足准备，引导全区
36个在建项目工地有序开展复工，积极向
工地人员普及疫情防护知识，确保企业员
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靠前服务，当好企业“保姆”。大祥区住
建局主动与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负
责人联系，推行市区复工复产报备制度，取
消审批制度，并制定企业安全生产和复工复
产工作指南，严格防控管理，维护施工安全。

主动作为，热心排忧解难。该局帮助大
汉集团等企业联系返岗人员91名，并对所有
返岗人员组织实施核酸检测，建立健康档案，
解决企业“用工难”问题。同时，协调落实各
项复工复产优惠政策，实行返岗人员缓交社
保、如遇突发情况先治疗后报销以及用工补
贴3项措施。

此外，该局大力加强物资保障，想方设
法为企业添置必需防疫物资，共购买口罩
5000个、消毒液150桶、红外线电子体温枪
30把。

目前，大祥区86%的建筑企业和91%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复工，六岭棚改项目、资江
南岸老旧小区改造、清泉路、大祥一中等省、
市重点民生工程相继开工。

担当作为 干在一线
——大祥区住建局构筑疫情防控钢铁长城

邵阳日报记者 袁枫 通讯员 胡晓建 钟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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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莫 梦 娜）
截至2月29日，国网邵阳供
电公司35千伏至220千伏电
网建设应复工项目总数 14
项，实际复工项目 14 项，复
工总体完成率10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当好稳经济的“电管家”。

筑牢复工防疫堡垒。该
公司按照一项目一措施精准
制定复工疫情防控方案和应
急预案，建立疫情防控三级
责任体系，强化人员管控、防
疫物资储备和场地管控，联
合当地医疗机构成立电网建
设工程防疫医疗站，全员
接受核酸检测，确保做到

“防疫有保障、作业有保

障、安全有保障”。
稳步推进工程进度。该

公司制定全面复工计划表，每
个项目责任到人、精确到天，
建立复工日会商机制，公司主
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靠前指
挥，统筹安排复工进程。同
时，积极与各级政府部门对
接，获得强有力的复工支持。

“疫情防控一丝不让，电
网建设一刻不停。”该公司总
经理林峰表示，在圆满完成
人员进场和全面复工两个阶
段的攻坚任务后，公司将发
起第三轮主网建设决战，力
争疫情防控和工程建设齐头
并进，确保工程按进度保质
保量顺利完成。

我市主电网建设项目全部复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王韬） 3
月4日9时，由市政府投放的
20000个平价口罩准时在网
络平台开启预约。市市场监
管局透露，此次预约方式结
合网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
行了完善，全新的网上预约
系统让预约速度更快、操作
更方便。

2 月 19 日，市市场监管
局推出平价口罩网上预约
发售服务，得到广大市民的
赞赏和大力支持。3 月初，
该局根据收集到的旧预约
系统定点门店不多、速度
慢、提货流程不科学、有个
人信息泄露风险等意见和
建议，对网上预约系统进行

全新升级，将定点门店由10
个提升至29个，实现了市辖
四区全覆盖。提货流程方
面，将原来打印名单张榜公
示提货改为了全自动扫码
提货，既避免了顾客个人信
息泄露的风险，又免去耗时
寻找个人信息的麻烦。同
时，对同一身份证一周内多
次购买进行了限制，以让更
多市民能买到平价口罩。

据 统 计 ，1 月 30 日 以
来，市区共投放口罩 45 万
只，其中，市政府委托市市
场监管局以不同方式向市
场投放平价口罩9批次共计
16万只，市场监管部门发动
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自筹
29万只。

预约系统全新升级

市区共计投放口罩45万只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炼 罗文
明 吕绍军） 3 月 3 日，记
者从省高速公路集团邵阳
管理处和省高警局邵阳市
支队获悉，近一周来，随着
企业陆续复产复工，邵阳境
内高速公路车流量逐日上
升，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
态，部分路段和服务区不时
出现缓行现象。

因为车流量较大，邵阳
高速辖区有 4 处极易拥堵，
包括一个拥堵路段和三个服
务区，即 G60 沪昆高速隆回
段和洞口服务区（K1340）、
隆回服务区（K1294）、宝庆

服务区（K1242）。
针对当前高速运行情

况，高速交警提醒，在G60沪
昆高速高峰流量时段，隆回、
洞口前往长沙或广东方向的
驾驶人要避开易拥堵路段，
可选择走320国道至G60沪
昆高速邵阳南收费站或G55
二广高速邵阳西收费站上高
速前往长沙，也可选择走
317省道至G55二广高速邵
阳县收费站上高速前往广
州。同时，要注意避开易拥
堵的服务区，从附近收费站
下高速加油，高速公路所有
收费站外3公里范围内均建
有加油站。

邵阳境内高速迎来复工返岗车流高峰

四处易堵点尽量避开

又是一年春暖季，植树造绿正当
时。2月26日下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的党员志愿者来到邵阳经开区高崇
山镇义务植树，为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添砖加瓦。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摄

●复工复产

(上接1版)
984个小时，41天。与时间赛跑，与病毒

抢夺生的希望。在这场阻击战中，邵阳科学
谋划、精准施策，不断刷新疫情防控重点地
级市的治愈率记录。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不遗余力拼防
控、不计成本抓救治。这场奋勇攻坚的“逆
战”，值得历史铭记。

高位推动 尽锐出战

1月21日，一对有武汉暴露、接触史的
夫妻在邵东确诊，拉响了我市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阻击战的警报。随后，在前移筛查
关口、全面摸排行动中，越来越多的确诊
患者被筛查“入库”。截至2月18日，我市确
诊患者达102例，其中，60岁以上的32例、
80岁以上的6例，重症患者总量也占到全
省六分之一，救治任务之重，救治难度之
大，可想而知。

我市确诊患者的医疗救治问题，引起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先后4次来邵调研疫情防控和确诊患者救
治工作；2月1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
剑飞来邵督导疫情防控救治；2月29日，副
省长吴桂英到邵阳市中心医院现场指导
医疗救治工作。

万千关切系于病患安危。市委、市政府
将病患救治作为疫情防控头等大事。市委
书记龚文密，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先后
十余次听取专家会诊意见、参与救治方案
会商，市委副书记曹普华驻守救治点，所有
确诊病例均按照“一名患者、一名领导、一
支队伍、一个方案”进行精准救治。

全力以赴保障救治成功。在省、市党委
政府的高位推动下，医疗系统各单位党委
（党组）发出征召令，基层党支部广泛动员、
广大党员医务工作者带头参与，全市迅速
组建起6000人规模的医疗救治“钢铁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专家徐道妙
率省专家团支援邵阳，组建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组邵阳市中心医院省级专家组临时党
支部。2月13日，一线医务人员举行攻坚克
难誓师大会，战“疫”之志气势如虹。

在市级定点救治医院组建隔离病区；
组建省、市、县三级专家救治团队；推行分
层分类救治模式；及时储备各类医疗物
资，让每一位确诊患者都得到邵阳当前最
高水平的诊疗和护理服务。战“疫”一线捷
报频传。2月1日，我市首例确诊患者治愈
出院；2 月 6 日，6 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2
月12日，8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2月13日至17日，在全国确诊病例过
百的45个重点城市中，我市治愈率连续5

天位居第一。截至目前，累计治愈确诊患
者上百例，尚有1名患者在院治疗。

令人振奋的战绩，凝聚了全市上下尤
其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心血汗水，也给予了
攻坚克难者前行的动力。

抢占先机 转“守”为“攻”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
待也。

新冠肺炎传染性强、对脏器摧毁性
大。在相对紧张的财力与医疗资源条件
下，如果高风险感染人群得不到快速筛查
隔离，确诊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救治负
担将会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重，后果不堪
设想。只有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
疗，才能抢占救治先机。

我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
级响应以来，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能力由每
天280人份提高到目前的每天7500人份，
累计完成湖北返邵人员、一线医务及防控
人员、出院患者、发热门诊人员等“八类人
员”检测30237份，对高风险感染人群实现
了第一时间筛查。

严阵以待战“疫”魔！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响之初，主力救治单位邵阳市中心医院
就提前备好了高流量给氧设备、ECMO设
备、有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等救治设备。
同时，做好了最多收治2000人的救治病床
和基本医药物资储备，并提前进行实战演
练、救治培训。

不同患者临床表现各异，为此，我市
对确诊患者实行“分层分类、精细管理、精
准施策、精心照护”。发热门诊留观人员，
转至定点医院感染科留观；密切接触人员
中阴性有症状的，集中至县市定点医院；
阳性无症状人员，集中到市级定点医院邵
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隔离观察，并参照确
诊病例提前进行医学干预；确诊病例集中
到救治能力最强的邵阳市中心医院和邵
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中重症、危重症、
高龄患者、有基础性疾病患者集中到邵阳
市中心医院，由省市专家组集体会诊，一
日一评估，一日一讨论。

在邵阳市中心医院专家会诊室，有一
面隔离病区电子监控屏。7名省级专家与51
名市、县专家在无法进隔离病区监测患者
病情时，都会在屏幕前轮流值班，时刻关注
患者救治效果，以便及时优化诊疗方案。这
些专家来自重症医学、呼吸科、感染科、检
验科、影像科、中医等不同学科，都有着丰
富的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经验。在联合作
战中，省、市、县专家配合默契，锻造出高效
的协作能力。在省专家助力下，我市先后前

往邵东等地采集治愈患者血浆，尝试将血
浆治疗应用到危重症患者救治之中。

在专家“兵团”中，7名中医专家，每天
“零距离”为患者把脉问诊。针对早期、危
重症、核酸迟迟不转阴、病情稳定四种情
况，分类施治，一人一方。102 名确诊患者
中，92.1%使用了中药方剂，中西辨证施治
症状改善和治愈的比例达83.5%。早筛查、早
备战、分步走、聚合力，正是因为我市在医疗
救治工作科学布阵中赢得了先机，才能在有
限的医疗资源下，实现最大救治功效。

尽心守护 转“忧”为“喜”

2 月中旬，邵阳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
隔离病区收治了一名年过八旬的危重症
患者。老人进食困难，病情急剧恶化。专家
组会商后，决定利用胃管输送营养。最初，
老人极不配合。在医务人员多次耐心劝
导、安抚下，老人才安心配合治疗，最终顺
利治愈出院。

我市确诊的25名重症（危重症）患者，
几乎都有二三种基础性疾病。他们有的年
龄大，沟通不畅；有的病情变化急心理压
力大，情绪不稳定。重症（危重症）攻关，是
一场技术战，也是一场心理战。

一名女性患者起初症状较轻，后转为
危重症。眼看着病情越来越重，患者心生绝
望，医务人员每天陪她聊天，用温情守候点
亮了她的希望之灯。救治专家昼夜监测守
护，发现除新冠肺炎之外，患者还有其他隐
蔽疾病，于是紧急调整救治方案。最终，这
名患者在积极配合治疗后，成功治愈。

“倾心去治愈，常常在帮助，总是去安
慰。”在隔离病区，救治专家每天至少要蹲
点观测4个小时以上；护理、检验等工作人
员需长期驻守病区，除照顾患者饮食起居，
还要帮他们吸痰、翻身、康复等。医务人员
常常把患者当作“战友”、亲人与朋友，时刻
向他们传递着积极乐观的抗“疫”心态。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月21日上午，邵阳市中心医院隔离病区
内笑声回荡。重症患者王某收到医务人员
送来的生日蛋糕和祝福时，隔离一个月来
的抑郁情绪一扫而光，脸上重现笑容。

“不少医生为了第一时间掌握病人病
情，睡在医院，衣服从干到湿、从湿到干，
反反复复却不能换。在我有糖尿病的情况
下，医生反复商讨诊疗方案，护士经常给
予鼓励，让我坚定了对抗疫病的勇气。”2
月28日，已治愈出院并解除医学观察的患
者罗某给救治过他的邵阳市中心医院感
染科医务人员送来锦旗。“有了你们，邵阳
才更安全。”他在感谢信中动情地写道。

医护百战穿银甲，不破疫魔终不还！大
疫来时，我市医疗救治工作者豪迈出征、逆
行而上，奋战在捍卫人民群众生命的战场。
在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的下半场，他们
将一如既往冲锋在前，为百姓生命护航。

邵阳医疗救治“逆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