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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丽姣
本报通讯员 孙全凯

“多亏莘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
让我在这个特殊时期，顺利生下一个可
爱的小公主。”11月27日下午，莘县大王
寨镇27岁的王金双看着身旁熟睡的女
儿，脸上充满了幸福。

近日我市疫情防控形势紧张，王金
双即将到预产期，心中不禁犯起了嘀
咕。“担心是有的，但是想到有政府，政
府不会不管我。”王金双坦言。

11月23日下午3时左右，王金双突
然感觉下腹坠胀，她预感自己可能临
盆，但无法自行前去医院。王金双的家
人赶忙与莘县人民医院老院区工作人
员取得联系，莘县人民医院老院区是

“一点一区”定点医院，得知王金双的情
况后，紧急派出 120 负压车，“点对点”
将王金双接到医院。

到达医院后，莘县人民医院老院区
产科医护人员已经穿好防护服，做好接
产准备。产科医师张蕾、王芹立即对王
金双进行孕情评估，并与孕妇及家属充
分沟通。“羊水偏少，骨盆条件欠佳，但
是胎心监护正常，建议经阴试产，同时
做好紧急剖宫产准备。”

这是王金双第一次自然分娩，她心
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自然分娩创伤
小、出血少、感染风险小、住院时间短、
身体恢复快，我们一起努力，试一试，相
信自己一定可以的。”助产士陈艳丽不
断给王金双加油鼓劲。

“当宫缩来临时可以闻花香、吹蜡
烛，以放松呼吸的办法来缓解疼痛，自
由体位运动配合骨盆摇摆，可以在待产
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加舒
适度……”助产士王洁通过专业指导，
帮助王金双缓解疼痛和不适。

王金双待产的时候是晚上，医护人
员怕空气干燥给她接热水、陪她上厕
所，不断地安慰和鼓励她，医护人员的
防护服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哇，哇……”11 月 24 日 12 时 46
分，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产房迎来了

“一点一区”定点医院启动以来的第一
位新生命，听到女儿呱呱坠地的啼哭
声，王金双疲惫的脸上浮现出笑意。“是
位小公主，体重 3100 克，顺产，母女平
安。”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向产妇家
属报喜。

“产程虽然很难熬，但是有你们的
陪伴我很安心，非常感谢。”王金双说。

定点医院接产记

本报记者 赵艳君

“还好，只是一场虚惊。”11月26日下
午 3 时许，看着吴仙（化名）银行卡里的 6
万多元钱还在，郭立冬一边帮她更改密
码，一边暗自庆幸。

郭立冬是莘县公安局十八里铺派出
所所长，他说的这场“虚惊”，要从当天下
午十八里铺管区第一书记信利华打来的
一个电话开始说起。

当时，郭立冬正和同事张孟虎在辖区
巡查疫情防控秩序，信利华来电称，辖区
一名女子吴仙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很多关
键信息已经透露给了骗子。虽然一时没
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如何，但两人听得出
来，信利华的语气非常着急。

经过细问，郭立冬弄明白了事情的简
要经过，当天下午2时30分许，吴仙接到

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疫情防控指挥
部工作人员”，接着便以各种理由，诱骗吴
仙将自己的银行账号及密码说出。

闻此，郭立冬也马上紧张起来，他确
定，吴仙应该是遭遇了“防疫诈骗”。随
即，他拨通吴仙的电话，教她下载手机客
户端变更银行卡密码，或者拨打银行背面
的客服电话紧急挂失银行卡。但对方表
示，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两项操作。让镇
村干部帮助操作，他们也没遇到过这种
事，担心操作失误。

事出紧急，郭立冬和张孟虎立即驱车
赶往镇上唯一的银行储蓄点，同时让信利
华带吴仙到储蓄点碰头，在自助取款机上
更改银行卡密码。

双方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很快到了银行储蓄点。幸运的是，
经查询，吴仙银行卡里的6万多元钱款还

在。郭立冬立即帮她在自助取款机上更
改了银行卡密码，并一再安慰对方说“没
事了，没事了，钱还在”。

“快吓死我了！幸亏你们帮我把密码
改了，不然我这 6 万多块钱就被骗走了。
真是太感谢了。”听到这句“钱还在”，吴仙
连声向三人致谢。

后在吴仙的讲述下，郭立冬明白了整
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11月26日下午，吴仙接到一个
“流调电话”，对方自称“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怀疑吴仙曾经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需要提供微信对账单或银行流水进
行排除。

闻听此言，吴仙很是紧张，她和家人
平时做点小生意，接触的人员难免复杂
一些。她轻信了对方言语，按照对方的
要求，将银行卡账号和密码和盘托出。

不过，几乎是将银行卡号和密码报给
对方的那一瞬间，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遂第一时间拨打了村干部的电话求助。之
后，村干部又将求助电话打给了镇干部信
利华。

“最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一些市民
可能也接到过假冒‘疾控工作人员’之名，
进行诈骗的所谓‘疫情流调电话’。大家
一定要冷静甄别，警惕诈骗分子趁机借疫
情进行诈骗。”郭立冬说，真正的流调电话
中，工作人员绝不会询问个人资金、银行
账号、余额、密码等信息，更不会要求市民
转账。

为此，莘县警方提醒，疫情防控期间，请
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一旦接到任何关于

“流调”“健康码异常”，并索要银行卡号、密
码、验证码等的电话或信息，要第一时间拨
打110报警核实。

“防疫人员”来电？女子险些被骗
警方提醒：真正的流调电话，不会要求市民转账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11月28日，郭
现龙正和同事在大街上巡逻。这几日，每
当巡逻时，甚至是在疫情防控一线执勤
时，郭现龙都会下意识地关注路上独自行
走的老人。这是前几天帮一名失忆老人
成功寻亲后，他新养成的一个习惯。

郭现龙是莘县公安局董杜庄派出所
民警。他的这个新习惯，要从11月21日
的那个雨天开始说起。

当日晚 6 时许，天色已暗，一场不大
不小的降雨袭来，路上行人渐少。见店内
过了忙碌的时间，在董杜庄镇经营家电的
马相飞，去了店铺的二楼休息。

这个时候，他从视频监控看到，有人
在店门口徘徊，后来又将自己的店铺门推
开一条缝，不住地向里张望。

马相飞快步下楼，走向店铺门口时发
现，对方是一名年过六旬的老人，此时正
一脸茫然地站立在门口，连声说着“没办
法回家”。

最初，马相飞以为老人是因天气原因
无法回家，于是，他赶紧将老人让进门来，

见天气寒冷，又给老人倒了一杯热水后告
诉对方，自己可以开车送她回家。

结果，马相飞询问老人名字和家庭
住址时，对方却无法清楚地提供有效信
息，并一再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
了。

无奈之下，马相飞只能报警求助。
很快，郭现龙和同事梁仲峰、董建奇

赶到了现场。在耐心和老人交流了十几
分钟后，民辅警依然未能知晓老人的姓名
及家人联系方式。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用
最简单的办法帮老人寻亲。

“老人步行出家门，她的家应该在附
近不远的地方。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现
场给老人拍了照片，发到各自的微信朋友
圈里，同时也发到辖区多个综合网格群
里，希望知情者可以提供线索。”郭现龙
说，事实证明，这个简单的方法往往非常
有效，信息发出后不久，就有人表示，自己
知道老人所在的村子，但并不知道其家人
的联系方式。

对于民辅警而言，这个线索已经足够

了。他们迅速联系上老人所在村子的党
支部书记，并在对方的帮助下，联系到了
老人的家属。

十几分钟后，老人的侄子赶到。从他
口中民警得知，老人的家距离此处1.5公
里左右，近几年，她因患病导致记忆力严
重减退，此次走失街头，也让家人受了一
些惊吓，“如果不是遇上热心的商铺老板
和民警，老人很可能饱受雨淋之苦，而且
天黑路滑，也会增加一些不安全的因
素”。在向马相飞和民警道谢后，家属将
老人接回家中。

“初冬季节，天气逐渐变冷，行动不便
或失忆老人迷失户外非常危险。家属应
当多多照看，尽量不要让其单独留在家中
或外出，子女在平时也应当多抽时间陪伴
长辈。”郭现龙说，之前他们也曾多次接到
类似求助，所以，还是建议有类似情况的
家庭，最好在老人身上放置家属的联系方
式，方便热心群众和民警第一时间送他们
回家。

民警“发圈”帮失忆老人寻亲

11月26日，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名人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公益岗刘士亮在为居民送氧气罐。
11月26日16时，名人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接到辖区居民周先生的求助电话，称家中孩子生病，家里不能断

氧，他已经联系好了经常配送的器械公司，希望能帮忙送到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公益岗刘士亮和志愿者崔振立即赶
往小区门口，做好消杀，将3个氧气罐一点一点挪进院子，挪到单元楼门口，最后挪进4楼居民家中。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古楼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20个文明实践站组成“送药”小分队，为居民们提供送
药上门及特殊群体代配药服务。 本报通讯员 朱健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