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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涵敏 黄德建

为充分利用大数据进一步做好湖南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根据省委安排部
署，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相关部门运用大数
据进行分析比对，用电子健康卡二维码

“红、黄、绿”三种颜色进行信息提示，为复
工企业和个人提供疫情参考信息。

全省城乡居民可以关注“湖南省居
民健康卡”微信公众号申领电子健康
卡，并查询电子健康卡二维码颜色。

根据大数据比对分析出的个人可能暴
露在新冠病毒污染环境的不同等级，目前
湖南电子健康卡二维码的颜色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绿色，表示在数据更新日期前本
人没有暴露在新冠病毒污染的环境中，建
议您出门戴口罩，回家更换衣服并洗手。
第二种是黄色，表示在既往的14天内，本人
可能曾暴露于新冠病毒污染的环境中。疾
控部门温馨提示，可联系当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期内尽量
不要外出，与家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每天测

量体温2次。一旦出现发热、乏力、咳嗽、腹
泻、结膜炎等任何不适，第一时间戴上口罩
到附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诉医生可
能的暴露史。第三种为红色，表示在既往
的14天内和新冠肺炎患者有密切接触，要
尽快联系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省卫生健康委在官网向复工企业开
通查询通道，相关复工企业安排专人注册
查询系统，提交需要查询比对的人员信
息，由信息平台后台比对后，企业通过平

台查询有“红、黄”信息提示的人员名单，
由企业统一组织对相关复工人员进行进
一步的排查和管理。

据悉，电子健康卡是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政府部署，为
破解城乡居民看病就医各医院间诊疗卡互
不通用的“堵点”问题而开展的“健康一卡
通”工程。城乡居民通过关注“湖南省居民
健康卡”微信公众号，进入健康卡专栏，点
击添加健康卡，按照提示几分钟就能完成
电子健康卡申领。 （据新湖南）

我省推电子健康码：“红黄绿”三色可查疫情风险等级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姚罡

“愿春暖花开，疫情早日过去，愿隔离
病区再无一人。”2月17日下午，看着又一
名患者治愈出院，邓玎玎心里仍难抑兴奋
之情。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背后，离不开
邓玎玎和隔离病房22名医护团队的全力
救治和精心护理。

截至2月17日，已经陆续有10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从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重
获“平安”。

今年 37 岁的邓玎玎是邵阳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也
是我市新冠肺炎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的成
员，更是此次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主战场中
的“逆行者”。连日来，由她带领的22名医
护人员不惧风险，时刻坚守在这场战疫之
中的“核心”战场——隔离病房，与时间赛
跑，与疫情较量。

而他们，与患者之间发生的温情故事
也将化作黎明前的一束光，穿越黑暗……

上战场，抗疫逆行做先锋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1月26日，邵

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发布倡议书，号召
全院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到新冠肺炎的防控
中来。短短几个小时，全院427人主动请战
支援发热门诊和驰援武汉，邓玎玎也第一时
间报名支援湖北。院领导考虑到主战场更
需要她，就没同意她去湖北。

1月31日，医院接到市里通知，要求尽
快参与全市新冠肺炎救治工作，必须腾出
一栋楼组建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区，用来集
中收治病人。2月2日，在全院行政、机关
后勤和各临床科室的协助与配合下，三号
住院楼一天之内全部清空改建完毕。

作为呼吸学科带头人，邓玎玎再次请战
进驻隔离病区，与重症医学科莫辉、神经内科
唐松林、血液肿瘤科马强、普外科刘思宇、呼
吸内科王韶等5名副主任医师和17名护理人
员共同组建新冠肺炎救治小组。2月3日，随
着3名确诊病人的集中收治，医院隔离病房正
式启动，一场生死较量正式打响。邓玎玎被
任命为新冠肺炎救治医疗组组长，负责隔离
病房的全面治疗工作，成为医疗组6名医生中
唯一的一名女同志。

在医院决定建立第一梯队护理成员进
入隔离病房时，很多护士也闻令而动，主动
请缨来到“战区”。她们大多都是家里有两

个孩子的妈妈，为了投身战场，不得不将孩
子给父母带。还有一个仍在哺乳期的护士
莫玉芳，她的宝宝还只有11个月大……

战疫病，愈是艰难愈向前
病毒凶险未知，隔离病房里容不得片

刻懈怠。
44岁的护士长谢友莲负责隔离病房所

有防护用品的管理与安排工作，她就像一
个“后勤管家”，每天除了要悉数了解病房
护理工作的动态，还要再三提醒大家操作
的规范性，确保医护人员零风险、零感染。

“刚进来时，我们和大家一样也会害

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大家对于
护理规范越来越熟悉，便没有了这种担
心。尤其是首例病人的出院，给了我们医
护人员勇气和信心。”谢友莲介绍，隔离病
房共分为三个区域，清洁区、半污染区以及
污染区。清洁区是进入隔离病房的第一道
关口，每进入一道门就要防护升级。病房
对所有患者实行“一人一专管、一人一护
理，一人一方案”，做到24小时全天候陪护
照管。内外的医护人员通话，只能通过手
中的对讲机交流。

在隔离区，医生除了每日查房，下医嘱
外，还要了解病人的病情变化，汇总上报给

专家会诊。护士们的工作则相对忙碌。她
们与病人接触最频繁。每天除了为患者扎
针输液、抽血、采集分泌物、观察病情、送水
送饭、安抚患者之外，还要处理所有医疗、
生活垃圾和环境消毒等工作，是一种体力
和毅力的考验。

“这群姑娘们真的很棒！她们穿的三
级防护服光穿着不动都会气促，更别说在
污染区工作六小时的艰辛了。”谢护士长
说，厚而闷热的防护装备经常让大家汗流
浃背，等到工作结束完全脱下防护服时，她
们的后背和头发都湿透，脸颊和鼻子上也
会被口罩勒出一条条青紫色的压痕。

在连续半个月的团结协作中，大家争
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没有人抱怨过辛苦，也
没有人问何时才能出去。原本按照计划，
半个月要换岗一批医护人员。考虑到患者
病情已趋稳定，担心换班后影响患者病情
治疗及心理波动，大家一致表示：患者不出
院，他们不撤退。

真诚在，80岁老奶奶成功治愈
尽管隔离病房的环境很艰苦，大家的

工作量也非常大，但是在这里仍然有着别
样的温情，时刻感动着医护团队，那就是患
者的信任与认可。

在邓玎玎与团队共同协作救治的 10
名出院患者中，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让
全体医护人员印象深刻。

这位肖奶奶刚被送进隔离病房时，情
绪十分抵触，不愿意与人交流，也不愿意配
合医生治疗。再加上高龄，对新冠肺炎病
情的变化与治疗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当大家都对这位老人无计可施的时候，邓
玎玎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她知道肖奶奶
的孙女刚好在自己科室住院。于是，她告
诉肖奶奶，自己和她的孙女是好朋友，孙女
托她一定要照顾好奶奶。肖奶奶一听，马
上从心理上多了一份信任。

随后，护士们每天都去跟肖奶奶互动，
跟她聊天，帮她跟孙女视频连线，让她每天
都能跟亲人见面说说话。很快，老人的心结
就被解开了，她开始愿意配合抽血，配合吃
药治疗。护士们每天哄奶奶吃饭，帮她清洗
身体，给她喂药，让她和孙女特别感动。

“我奶奶这么大年纪都能被治好，你们
太伟大了！”出院时，肖奶奶和孙女特别感
谢医院的医护团队，感谢她们的用心守护，
给予了她战胜病魔的信心。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护团队“扼住疫魔咽喉”，守望春暖花开

隔离病房里的“最美逆行者”

▲医生仔细了解
患者病情。

◀ 为 了 避 免 皮
肤被口罩压伤，医护
人员在鼻耳处贴上
胶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