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区人民医院 11人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1人

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8人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 13人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 12人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12人

全区共派出

4批医疗队员67人

（医生18人、护士49人）

驰援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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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之战 南海医者的精诚担当
疾控团队、医疗队伍、社区公卫3支队伍出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员工发热，还有咳嗽……”发现情

况后，公司启动疫情处置应急预案，疫

情层层上报，镇卫计局协调医院安排转

运车辆，区疾控中心组建应急处置小组

开展调查消毒工作……2月29日，一场

特殊的应急演练有序进行。演练设定

的场景是一旦商业楼宇发现聚集性疫

情，政府、医院和企业应如何开展应急

处置。

这场演练来得及时，且带有一定指

向性：在南海，疫情形势逐渐明朗。但

疫情拐点尚未到来，防控不能放松，尤

其是商业楼宇、工地等人群密集场所的

防控绝对不能放松，“群防群治、联防联

控”的各项措施仍需落到实处。

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好消息接踵

而至，自2月15日起南海再没有新增确

诊病例，治愈出院的人数越来越多。截

至3月3日24时，南海区治愈出院26

例，其余的病情稳定，未发生死亡病例。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发生以来，党

中央一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场中，与病魔抗争，与死神赛跑，冲

锋在最前线的，正是卫健系统的医务工作

人员。

疫情形势趋于平稳、治愈病例不断

增加的背后，南海区卫健部门贡献了怎

样的方略？

虽然抗击疫情至今不到2个月，但南海区

卫健局局长孔小燕却感觉“恍如隔世”，“疫情

形势瞬息万变，每天都在不断调整应对方案，

每天都像打仗，感觉时间很漫长。”

对市民而言，这场仗可能是从广东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时开

始。但早在 2019年 12月 31日，武汉首

次通报疫情时，南海区疾控中心便“嗅”到

了其中凶险。

1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通报了疫情应对处置工作进展情况。会

后，区卫健局党组成员立即开会，对疫情进行

预判分析。1月16日至19日，卫健部门在

做出初步预判同时，开始着手准备前期应对

工作。

1月19日，全区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制定《南海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联防联

控工作方案（征询意见稿）》。

1月22日，南海区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南海区疾控中心随即启动应急响

应，同时抽调骨干力量组建区疾控中心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可以说，在很多部门还没有发动时，卫

健部门的中枢系统已经启动，并逐渐高速运

转起来。”孔小燕说道。

1月23日，就在广东启动一级响应的同

一天，区卫健局、区疾控中心联合发出《致南

海市民朋友的一封信》，战疫打响。

“‘非典’过后，对于流行病的大爆发，我

们一直都有危机感。作为行业人士，我们认

为在区域里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

能性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直有风险意

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孔小燕说道。

比如，参照以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处置经验，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时，南

海需要储备对外支援队伍。因此，督导检查

的同时，区卫健局发布了相关指令。各大医

院积极响应，提前筹划。这也是南海在接到

紧急通知后，两个小时就能集结60人驰援武

汉的原因之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疫开始前，区

卫健部门就如同发现疫情的“雷达”，及时作

出预判的“分析师”，最先响应、最先动员、拿出

最核心的力量应战，从而为掌握疫情防控主

动权争取了时间。

1月24日，在广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第二天，作为佛山市级

定点救治医院之一，南海区人民医院已进入

备战状态，制定应急预案、组织演练、进行人

员培训，同时补充大量防护物资。

兵贵神速。公立医院快速反应的背

后，是南海对疫情形势的预先研判，更是南

海全力以赴开展防控救治的决心。

疫情发生后，指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重点医院、定点收治医院名单陆续敲定。区

卫健局充分认识到疫情防控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结合南海区医疗资源实际情况，做好

五级启动的准备，严格按照“集中患者、集中

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做好确诊

病例救治工作。

彼时，医院成为救治的第一道防线，全

区1.4万医护人员取消休假，面临着随时

可能被感染的高风险，承担起救治病例的重

任。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守好医院这第一

道防线？

区卫健局的战术是“早部署”。

1月21日、22日，卫健局组织医政医

管科、医管中心以及防控专家，分7个督导

检查小组对全区15家公立医院展开专项

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各医院针对新冠肺炎相

关救治工作部署情况、医务人员培训情况、

院感防控及预检分诊制度落实情况、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工作管理及物资储备情况等。

卫健战术的另一要诀，在于集中优势

资源。

疫情发生后，区卫健局迅速抽调了30
余名重要综合医院的医疗专家，组成专家团

队。疫情期间，专家组不定期开会，对南海

不同阶段的疫情进行预判，并为指挥部整体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专业建议等。

“专家组在每个阶段都能给出专业意

见，让南海的疫情防控工作快速且专业。”孔

小燕说。

用心救治只是一方面，防控、排查、宣传

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1月26日，南海区疫情信息征集平台

上线，公布区疾控中心及镇街疫情防控（24
小时）咨询电话；截至3月4日，区疾控中心

陆续派出超过700人次组织开展现场处

置、采集样品和隔离消杀等工作，对2875
份样品开展应急检测，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

对全区排查人员开展样品检测，累计已完成

检测47427份……

1月21日，佛山报告南海区首例新冠

肺炎疑似病例后，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马

上开展标本送检、流行病学史调查等工

作。“从21日奋战至今，全体疾控人没有休

过假。”南海区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中心

主任曾鸿说道。

1月24日，除夕当天，桂城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收到“取消休假、回

佛山待命”的通知，300多名医务人员陆续

返岗。

2月13日，60名医护人员星夜集结，

驰援湖北。就在接到通知的前一晚，广东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谢兵连夜敲定名单，并

为即将出征的同事准备口罩、防护衣。

这些都只是卫健系统医务工作者敢

于担当、传递仁心大爱的缩影。

“疾控中心团队、医院一线救治队伍、

社区公共卫生人员，是这次战疫中非常重

要的3支队伍。”孔小燕说，卫健系统的医

务工作者是战疫的“先头部队”，也是打扫

战场的最后一个人。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3支队伍为何

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在疫情发生时，因为病因未明，我们

做出预判后，就参照当年‘非典’的情况，进

行了培训和演练。可以说，这次疫情防控工

作可以有条不紊地开展，与我们平时注重疾

控体系能力建设、重视日常应急处置训练以

及人才队伍建设分不开。”曾鸿表示。

短短几天，专家组为何能够快速筹

建并发挥作用？孔小燕认为，这源于南海

一直以来对培养医疗人才队伍的重视。

“非典”过后，除了疾控中心体系逐渐

完善外，南海对整个公共卫生体系也进行

了反思，并逐渐组建起一支公共卫生体系

队伍，覆盖到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

站等。孔小燕认为，疫情发生后，社区卫生

服务工作人员在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17年前抗“非”打的是“遭

遇战”，主要是救治病人、防止输出。那么，

17年后的战疫打的则是“阻击战”，除了救

治病人，还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但对南

海卫健系统的医务工作者而言，这一次，他

们打的是“有准备之战”。

早预判快部署

掌握疫情防控主动权

有战术稳局面
守住救治防控底线

强队伍显担当
一线救护彰显仁心大爱

文/珠江时报记者程虹 通讯员杨晨 图/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南海区派出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武汉，医疗队员们在南海迎宾馆集结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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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人数

南海驰援湖北

为医疗队员配备不少于10天使用量的
医用防护用品，包含N95口罩、一次性
外科口罩、医疗防护服、隔离衣、防护
眼镜、医用防护面屏、洗手液、消毒用
品等；

安排部分医院的医护携带1台大无创
呼吸机、3台中心/心电监护仪、4台高
流量吸氧设备等医疗设备，确保接管
病区正常运作；

为驰援医护人员准备干衣机、电热毯、
羽绒服、防寒保暖内衣等生活物品。
其中，南海区人民医院给队员准备
48箱防护物品，广东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整理45箱急需物资分3批运往
武汉，南海区妇幼保健院运送生活物
资5批。

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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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内，医生与护士交接物资。（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