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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梁丽姣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感染人数不断
增多，医院接诊量攀升，我市迎来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住院高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急危重症
监护室成为主战场。

1 月 13 日，笔者来到聊城市肿瘤医院新冠
病毒感染患者救治一线，了解医护人员的工作
日常，记录他们白衣为甲、直面病毒的点滴故
事，感受他们守护生命的医者大爱。

“人少，科室也得转”

走进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沿
着走廊从东走到西，两侧病房内的床位饱和。
病床上躺着的，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有借
助氧气管输氧维持正常呼吸的，有趴在病床上
俯位通气的，病房内咳嗽声此起彼伏，护士们步
履匆匆地穿梭在各个病床间。

2022年12月22日，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病房内40余张病床无一空位，科室医
护人员却因陆续感染只剩7人在岗。3名医生，
4 名护士，医患之间数量悬殊。“人少，患者得

收，科室也得转。”科室主任吴长刚坚毅地说。
但此时的他，也没能躲过感染。体温在 38—
39.6℃之间反复，吃上退烧药就到门诊坐诊，坐
完诊再到病房继续值夜班，只能见缝插针吃口
饭。

高负荷的工作加重了他的症状，撕心裂肺
的咳嗽声不断，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一般，在同事
的劝说下，他去做了 CT——肺上有多发片状
影。“实在不行就回家休息休息，输点液。”“没
事，不用。”相对于为患者诊治的一丝不苟，自己
的病情，他却总是轻描淡写。

1 月 13 日早上 8 时，吴长刚在病房交接完
后，来到呼吸科门诊坐诊。这时，门口已经排起
了长队，等候看诊的患者中不时传出阵阵咳嗽
声。打开诊室门后，看诊的患者接二连三。“一
天下来，就诊量能达到百余人，比之前增加了2
到3倍。”吴长刚说。

下午 5 时，走出门诊室，他顾不上休息，马
不停蹄地到其他病区为一位重症患者会诊，紧
接着又回到病房，这时的他已满脸疲倦，说话有
气无力，但遇见患者时，还是会故意提高音量，
面带微笑询问病情。

“不敢歇着也不能歇着，医护人员都倒下
了，科室怎么运转？住院的患者怎么办？就像
是在战场上打仗，只能毫不犹豫往前冲，谁处在
这个位置上都会这么干。”从感染初期至今，吴
长刚从未缺席过一天。在他看来，他的所作所
为并没有多么伟大，只是一名呼吸科医生的本
职与担当。

“每个人都支撑到了极限”

相较于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病房的喧杂，
ICU 重症监护室外显得格外寂静，机器的嘟嘟
声和医护人员步履匆匆的脚步声清晰可见。在
这里，一台台医疗仪器维持着患者的正常生命
体征，患者的眼神中充斥着对疾病的无助和恐
惧。

“11 个病重，6 个护理人员，白班加夜班坚
持上，发烧39.5℃仍然在岗，苦苦支撑着科室的
运转，仅仅是为了身上的责任，科里每个人都到
了极限。”2022年12月23日晚上8时36分，市肿
瘤医院急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杨翠红发了一条
朋友圈，这样艰难的日子，他们坚持了一个星
期。之后市肿瘤医院举全院之力增援ICU，但病
人也在相应的增加，“ICU 患者最多时达到 25
人，这是从未有过的。”杨翠红说。

急危重症患者增多，护理人员减少，让ICU
的运转陷入困境。在岗的护理人员每人都身兼
数职，承担着4到5人的工作量。“人员太紧张，
而且都是带病上岗，随时有身体不适的，没办法
提前排班，只能当天早晨现统计，早晨经常接到
同事病倒的电话。”杨翠红坦言。即便发着高
烧，身体不适，她也从未离开，“有人实在坚持不
住时倒下了，我就得立刻顶上去。”

“护士长，我症状好些了，明天把我排上吧。”
“没事，我还能坚持。”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护理人
员都在尽全力坚持着。“还有的发着高烧坚持值
班，晕倒在了病床旁。”……说到护理人员带病奋
战在一线的艰辛，杨翠红几度哽咽，心疼得直抹
眼泪。

在 ICU 接受治疗的患者需要特级护理，医
护人员都会格外仔细。ICU 的患者病情发展
快，随时都有抢救的可能，护理人员需要随时观
察和评估患者的病情变化，几乎全程都是小跑，
一刻都不停歇。为了改善患者的氧合指数，医
务人员需要为患者开展俯卧位辅助通气治疗，
一次至少需要5名医务人员才能完成。“每个患
者至少每两个小时变换一次体位，这对带病上
岗的护理人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ICU副护
士长朱高伟说。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下，没有

人喊苦喊累，他们拖着病躯守护着患者，默默无
言地支撑过一个个日与夜。

“病床容量扩展了5倍”

人员力量欠缺，医疗设备、床位不足……这
些都是市肿瘤医院亟须解决的难题。在保障普
通科室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市肿瘤医院坚持“全
院一盘棋”的理念，打破学科、科室和病区之间
的界限，全院统筹扩容救治空间，全力确保应收
尽收、应治尽治。

“呼吸科新增 2 个病区，增加 60 张床位，儿
科、妇科、结核科、肿瘤科等科室将百余张空余
床位全部转移给呼吸科，用于目前呼吸系统疾
病患者的救治，床位从最初的几十张增加到将
近200张，容量扩展了5倍。”市肿瘤医院医务部
部长许婷婷介绍，“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通常
需要呼吸机支持治疗，医院一边动态调配，一边
加紧采购，高流量呼吸治疗仪增加了10余台。”

住院患者人数上升，为保障住院患者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市肿瘤医院成立 3 个专

家小组，带队专家实行包楼包片巡诊，对住院患
者进行全面评估，每日会诊，同质化治疗方案，
提高重症患者救治质量。

结核科二病区主任段月庭所负责的病房，
也有20余名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他们大多是新
冠合并结核病。由于医院人手紧张，1月10日，
段月庭执行完特殊防疫任务后，没歇一天，直接
到科室上岗。

“目前ICU患者都在慢慢好转，我们医护人
员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熬过了最艰
难的时期，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看着病房忙碌
却有序的景象，市肿瘤医院急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张元明说。

“不退缩，拼命上。”这是坚守在一线的医
护人员最真实的写照。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
战，他们每个人都挑战着身体的极限，承担着身
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无论性别年龄，无论
何时何地，他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用医者仁心护佑着群众健康，用身体力行诠释
着敬佑生命。

“不退缩，拼命上”
——聊城市肿瘤医院全力救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 本报记者 王文轩

“我记得这个小区的自建供水管
道不止一次出现漏水问题了，距离上
次还不到一周又出现了问题。这个小
区要盯紧，确保春节期间居民用水安
全。”1月13日上午，在东昌府区新区街
道某住宅小区供水维修现场，聊城水
务集团润达水业用户服务处处长张同
尧开始调度解决该小区自建供水管道
频繁泄漏的问题。

维修施工现场位于三栋住宅楼中
间的一处草坪。维修过程中，许多居
民纷纷打开窗户查看施工进度。4名
维修人员在周围居民的“监督”下迅速
行动，10 时 3 分挖掘出漏水点；11 时 6

分维修完毕并开始供水；11时7分做路
面恢复工作；11时49分路面恢复完成。
不到两个小时，维修工作全面完成。

“您好，近期如果有用户在业主群
反映家里的水压小或者水压不稳定，
请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报修，春节期
间居民用水量大，我们需要提前排除
隐患。”刚刚结束维修工作，张同尧立
刻前往物业进行沟通，“明天如果没有
维修任务，我们将带两个人对所有维
修过的节点再清查一遍。”

“张处长，我这里刚入住，用水量
就接近20立方米了，帮我们检查一下
吧。”维修人员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再
次接到检修任务。“居民生活用水，尤
其是春节期间的居民生活用水，对每

一位居民来说都是大事，我们不敢有
半点马虎。”张同尧随即带领大家赶往
现场查找漏水点。

这是聊城水务集团全力保障供水
工作的一个缩影。地势、压力、高差，
多组数据在调度大屏上反复滚动。“我
们的供水调度都是智能化的，利用供
排水一体化管理系统，能够合理平衡
城区供水压力，优化二次供水设施运
行参数，确保用户家中供水压力平
稳。如果有数据出现异常，我们也会
第一时间将情况通知给张同尧处理。”
运营管理部调度主管崔永莉表示。

为确保引水线的供水安全，聊城
水务集团还专门组建了一个巡查小
组，抽调专业巡检人员，徒步对43公里

的东聊引水管线集中巡查，集中对引
水管线及附属设施进行安全隐患摸底
排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管道损坏给
居民用水带来的不便。“东聊引水管线
是城区供水命脉，一旦发生事故，整个
城区供水将陷入瘫痪，直接影响人们
的生活、生产。守护城市外的‘大动脉’
和城市里的‘小动脉’必须要一起发
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用水安全。”聊城
水务集团副总经理孙庆贤说，“综合大
厅、用户服务、管线维修、水厂、96568
水务热线等，集团无数个岗位在春节
期间都要24小时有人值守，确保用水
无虞。群众在过年，而我们就是在‘过
关’。”

群众过年 我们“过关”
——聊城水务集团保障居民春节期间用水安全

本报讯（张洋洋）1月12日上午，
聊城市关工委联合裕昌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在奥森小学举行“水城关爱·送
温暖”活动。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与会
领导为 10 名孤困儿童代表以及各县
（市、区）、市属开发区关工委发放羽绒
服。随后，受助学生代表发言表达感
谢，表示会更加珍惜学习机会，长大后
用实际行动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此次送温暖活动，惠及全市700名
孤困儿童。近年来，市关工委坚持“急
党政所急，想青少年所需，尽关工委所
能”的工作方针，帮助孤困儿童改善成
长环境和生活条件，助力他们健康成
长。市关工委将继续举办“水城关爱·
送温暖”系列活动，让这项活动制度
化、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动员更多
社会力量加入到关爱行动中来，形成
关爱孤困儿童新风尚。

市关工委

举行“水城关爱·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朱海波） 1 月 14
日，记者从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
悉，在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协会主办
的“2022山东省优秀区、市（县）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年度评选”
活动中，该中心荣获“交易创新奖”荣
誉称号。

2022 年，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共完成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401个，
预算金额119.8亿元，成交金额104.3亿
元，与上年相比均实现翻番。2022 年
是冠县公共资源交易历史上成交金额
最多的一年，实现了交易总量和服务
质量双突破、双提升。

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获2022山东省“交易创新奖”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聊城
市位山灌区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了 10 项在灌区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
实施的行为。”1 月 15 日，市位山灌区
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杨玉
广介绍灌区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的
禁止事项时说。

10项在灌区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
实施的行为包括：擅自新建、改建、扩
建各类工程，布设机泵、虹吸管等设
施；爆破、采石、取土、放牧、垦植、打
井、挖洞、开沟、建窑及毁坏林木；擅自
开启灌区工程的闸门、机泵，自行引
水、堵水、设置阻水渔具；毁坏灌区工
程及其附属设施；在渠道堤防道路上
行驶履带车辆、超重车辆；排放污水、

废液，倾倒废渣、石渣、煤灰、垃圾等废
弃物；在水域内清洗车辆、容器，浸泡
麻类等植物；在堤防和护堤地葬坟、存
放物料、开展集市贸易；在水域内炸
鱼、毒鱼、电鱼；其他影响工程运行、危
及工程安全或者污染水体的行为。

沉沙池管理范围内，在不影响沉
沙池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取
土、放牧、垦植、打井、挖洞、开沟。

《聊城市位山灌区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规定了两项在灌区工程保护范
围内禁止实施的行为：影响灌区工程
运行和危害灌区工程安全的打井、爆
破、采石、取土等；影响灌区水体安全
的养殖、排污、化工生产、倾倒废弃物
等。

擅自新改扩建各类工程、炸鱼、毒鱼、电鱼……

位山灌区内，这些行为明令禁止

口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专家
杜志国

采访整理：鞠圣娇

压力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
分，来自工作、家庭、学业、人际关系
等方面，有时人们也会面对多重压
力。我曾有位中年患者，孩子进入高
中后，学习成绩从名列前茅下降到中
等水平，她由此想到孩子可能考不上
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以后要像自
己一样辛苦工作。再加上受疫情影
响导致收入水平下降，多重压力下，
她十分焦虑，出现失眠、烦乱、胸闷、
食欲下降等症状。

从心理学上讲，压力是对一个
威胁或挑战事件进行评估并作出反
应的一系列生理、心理和行为动态
变化的过程，身、心两方面都会作出
应激反应。面对压力，人体有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警觉阶段，注意到
压力的存在，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第
二阶段为抵抗阶段，挑战持续存在，
人体为了保持平衡，大量消耗已经准
备的资源；第三阶段为衰竭阶段，如
果问题未能解决，人体已经没有足够
能源去对抗压力，就有可能走向崩
溃。如果压力过大，人长期处于应激
状态，储备资源逐步耗尽，便会带来
不适，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心跳加快、
出汗、震颤、呼吸急促、窒息、恶心、
头晕、虚弱、自觉肌肉紧张无法放
松、肌肉紧张性疼痛、疲乏无力、眼
睑面部肌肉抽动、双手指细微震颤
等。有的人会变得焦躁、容易发脾
气，“一点就着”或者出现悲观、厌世

情绪。
过大的压力会让人不舒服，我

们可能感到焦虑、抑郁，但不可否认
压力也会带来动力，会帮助我们调
动更多的人体资源，保持对某一件
事的兴趣，把事情完成得更完美。

每个人对待压力的阈值是不同
的，同样的压力，有的人可能就无法
承受，有的人却应对自如。其实，无
法承受压力并不是你的问题，如果
压力已严重影响你的社会功能，如
不愿意上学、无法正常与人交往，或
导致了抑郁、焦虑等情绪，可以到医
院就诊，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然
而，很多患者受躯体疾病的影响，并
且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耻感，第一
次 就 诊 经 常 到 综 合 性 医 院 治 疗 胃
痛、头痛等，然后才来到心理门诊。
如果压力带来的焦虑、抑郁属于轻
中度，可以通过心理咨询解决，也可
以参加医院组织的心灵成长小组，

获得心灵的全面成长。如果问题严
重，就需要采用药物、心理治疗相结
合的方式。

既然压力无法避免，我们要学
会自我调节，可以用以下方式来缓
解压力：第一，写日记，书写有助于
梳理思维，大脑快速思考就有可能
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第二，提高运
动强度，高强度运动可促使多巴胺
的释放，减轻抑郁、焦虑症状，并有
利于提高注意力；第三，改变饮食，
减少咖啡因、游离糖的摄入，尽量不
要夜间加餐；第四，好好休息、不要
熬夜，给紧绷的神经以放松的机会；
第五，培养健康的爱好，以获得心理
的平衡。

只要我们对某一件事有期待，希
望它变得更好，就一定会承受压力。
所以，我建议市民朋友多看到压力的
积极一面，尝试与压力和谐相处，接
纳它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放轻松，与压力和谐相处

吴长刚在呼吸科门诊为患者量血压

段月庭在结核科病房内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