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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院长，您能跟我们说说医院当时为什么主动要求

转变为省级定点医院？

张兵：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是安徽省卫健委直属的一所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疫情发生时，确定我们医院作为省级定

点医院的预备医院，但是我们依然按照定点医院的要求做准

备。我们医院地处合肥市区北二环，当时发热门诊的接诊量

比较大，可疑病例多，需要排查的任务比较繁重，在 1 月 23

日，我们确诊了医院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们及时向省卫健委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申请，

主动要求转变为定点医院。我们医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热

门诊累计接诊量近 5000 人次。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治愈确诊患者 17 例，实现了治愈率 100%、医务人员零感染

的双赢成果。

记者：接诊确诊和疑似的病人，都需要治疗或者隔离观察，

张院长，医院当时的隔离病房够用吗？最紧缺的物资是什么？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张兵：病房的使用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确诊的病例进

行集中收治，这个对病房的压力相对而言小一点，因为一旦确

诊了，就可以集中收治，一个病房可住2～3人。第二是春节后

出现了就诊高峰期，对于可疑的患者，需要医护人员高度关注，

进行相关检测。一个可疑的患者来医院进行排查大致需要三

天的时间确认结果，留院观察的疑似患者都需要单独居住一间

病房，病房压力大。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迅速腾空了两个病

区，用来收治疑似病例。

在疫情防控期间，特别是在早期，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十

分紧缺，医院在解决物资方面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做好防控

的指导原则，根据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环节，分类制定了佩戴

防控物品的意见，合理使用物资；第二是积极筹措物资。在

筹措物资方面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医院自行采购，二是接

受省卫健委、省红十字会分配的物资，三是合肥市高新区管

委会提供的物资支持，四是社会上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资

助的物资。

记者：据了解，医院先后派出了三批援鄂医疗队伍，张院

长，目前他们的情况如何？

张兵：第一批派出了5名同志，第二批派出了4名，第五批

派出了2名，目前所有医护人员都已经全部返回。这些医护人

员都是第一时间向组织上申请前往一线援助，无畏艰险。

记者：张院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医院在此次战“疫”中获

得的宝贵经验吗？

张兵：抗疫还在进行，谈不上经验，主要就是体会吧。首

先在传染病的防控上，一定要把握好大原则，任何一个传染

病的防控都要做到三点：一是控制传染源，二是切断传播途

径，三是保护易感人群。围绕这三个重点环节，进行相关工

作。在战术上也要缜密，我们医院在抗疫的过程中，通过实

践，总结出一个“五级防控”。如果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表

述的话，“五级防控”中第一级是社区防控，在医院所处的辖区

内，我们派出了医护人员参与社区防控，第二至四级防控分为

门诊和住院两类，门诊分预检分诊、分区检查、诊间检查，住

院分为存疑病例观察、疑诊排查、收治；第五级防控就是患者

出院后的随访管理。

记者：安徽已实现“清零”，但是并不代表这场战“疫”已

经结束了，张主任，我们医院在后续巩固战果方面采取了哪

些措施？

张文胜：主要是通过复诊和随访。我们医院的复诊和随访

按照国家的诊疗方案，主要是在三个时间点，分别是两周、四

周、三个月。这些患者出院后我们都会有联系，我们在他们住

院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名叫“早日康复群”，这些患者

出院后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群里提出，

医护人员会及时解答。

记者：张主任，您接触了很多位新冠肺炎患者，这些患者有

哪些普遍的特点？

张文胜：我们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年

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岁，一个特点是大多都是家庭聚集性

病例。我们科室收治有一家三口，还有两对是夫妻。还有一个

特点是大部分都是普通型，少部分是重型，总体来说病情是比

较平稳的。

记者：请问赵院长，安医大二附院在疫情防控方面做了哪

些工作和部署？

赵卉：安医大二附院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迅速组织了新冠

肺炎临时救治小组，由院长和书记任小组组长，下设专家救治

小组，我任组长。其中最主要的是开设了一个发热门诊，并把

医院的一些病房腾空出来作为观察病房。医院的所有党员干

部和职工，主动申请放弃假期，全部在医院里等待工作指令。

整个工作的部署，从接到指令到布置工作，半个小时完成。

记者：赵院长，安医大二附院派到武汉去的医护人员有多

少？他们各自承担了什么工作？

赵卉：我们医院在接到卫健委的通知后，先后派到武汉的

医护人员有两批。第一批是5个人，第二批是3个人，他们先后

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的东西湖院区，还有武汉

方舱医院。呼吸内科的医生承担了诊疗的工作，护士们在重症

病房主要承担护理工作。

记者：1月24日，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安医大二附院吹响

了“取消假期、回到岗位”的集结号，那天夜里，安医大二附院可

谓灯火通明，请问一下在那一刻，二位在哪里？在做什么呢？

赵卉：我们医院1月18日正式开设发热门诊，到22日，就诊病

人比较多，门诊接待量比较大。基于这种情况，在除夕夜，我们把

从武汉回来的发热病人和本地的发热病人分开，防止交叉感染。

领导小组连夜梳理流程。我主要负责救治这一块，我是呼吸科的

医生，当晚呼吸科的全部人员都在病房，照看普通病人，并参与发

热门诊的救治工作。

郑凌：我年二十九就开始入驻隔离病房了，当时发热门诊

成立以后，很快从体系上就必须要有一个隔离病房来接收这些

疑似的患者，对他们进行诊断、鉴别，如果是确诊了新冠肺炎的

患者，我们要专门在新冠隔离病房进行专业的医疗，对于排除

的患者，我们也要保障他们的医疗安全，生命体征完全平稳了

才能让他们平安地回家去过年。

记者：赵院长，您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了哪些工

作？当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赵卉：1 月 25 日接到省卫健委指令，省级的防护专家要分

片包干到人，我被分到阜阳市片区，当地主要救治的定点医院

是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 1 月 26 日，我和其他专家前往阜

阳，当时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有9例病人，重症有3位。我们去

了以后，主要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

临泉、阜南与武汉距离比较近，过年期间，很多在武汉做生

意的人员都回来过春节，导致发热病人特别多。针对这种情

况，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全员动员，清空了一整栋楼用来收治新

冠肺炎患者。最难的是，当时这个病大家都不是很了解，有一些

医护人员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再加上物资比较紧缺。但

是医院内的人员都十分团结，上到领导班子，下到一线人员，都

拧成一股绳。随着对病毒的了解，加之社会各界的捐赠，困难情

况渐渐好转。

（据统计，在赵院长的科学救治和耐心指导下，阜阳市第二

人民医院收治的 159 例患者全部治愈出院，治愈率达到 100%，

在全省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中，该院收治确诊病例最多，

危重型病例最多，治愈出院人数最多。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

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一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实现了“全收治、

全治愈、无医务人员院内感染”的“两全一无”目标。）

记者：从2月1日起，安医大二附院在安徽首次通过移动云

服务平台开展对新冠肺炎的病案交互和远程会诊，在此次重大

疫情面前，远程会诊有什么效果和意义？

赵卉：我们医院的科技攻关项目，包括5G在智慧医院的运

用，在这次疫情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个人是在阜阳和安医大

二附院两边来回跑，在阜阳的时候，专家轮流驻点，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用手机把病人的病情，包括影像、化验单等全部传输到平台

上，能够直观地看到病人的情况。因为手机可移动，在病房内拿着

手机可以与病人对话，直接沟通了解相关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对病人的救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远程会诊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来

回的奔波，缩短诊疗时间，也可以防止交叉感染。

郑凌：在观察隔离病房中，可以看见一个十分独特的机器，

安装的就是移动 5G 系统。在病房内安置摄像头，我们可以把

患者的实时情况传输出来，甚至可以传输给远程的专家。把病

人每天的病情，包括他们的检查数据，实时给远程的专家进行

阅览，专家可以进行病例的讨论，作出正确的指导方案。远程

会诊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可

以大大减少防护物品的消耗。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兵

治愈率100% 医务人员零感染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赵卉

阜阳、合肥两地跑 拧成一股绳
在这场抗疫战斗中，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派出了三批援鄂医疗队伍，为战胜疫情奉献出特殊的力量，在采

访中，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兵和该院感染科主任张文胜向我们讲述了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战斗

故事”。 □王晓露/文 王恒/图

在采访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赵卉副院长和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郑凌时，他们二位对于疫情中付出的辛劳和智慧，谈到更多的是团队的力量和

战胜疫情的喜悦。 □ 王晓露/文 王恒/图

据了解，本次解除隔离休养人员包括我省首批

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185 人、疾控人员 23 人。4 月

14日，在与家人阔别2个多月后，208位“逆行英雄”

手捧鲜花，平安返家，与家人团聚。

“妈妈今天就可以回家陪我了，我给妈妈画了一

幅画作为欢迎她回家的礼物，这幅画的名字叫《超人

妈妈回家啦》……”5 岁女孩璐璐是安徽省首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省二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董芹

芹的女儿。

“妈妈，妈妈……”一看到妈妈的身影，璐璐便飞

奔过去，母女俩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支援湖北

的两个多月，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是是一段终生难忘

的经历。”董芹芹说，回来后，最想做的事就是好好陪

陪女儿，弥补一下错过她5岁生日的遗憾，“女儿说，

我是她最大的‘财富’，我回家，她就‘发财’了。”

“在武汉的两个来月时间里，最牵挂的人就是女

儿。”安徽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省二院重症

医学科主治医师刘俊说，自己牵挂着女儿，女儿也想

念着他，一见面，女儿便拉着他的衣角，再也不愿意

撒手，“这是女儿出生后，我离开她最久的一次，回家

后，我一定要好好陪陪她。”

春暖花开 英雄凯旋 “超人妈妈回家啦！”

安徽省最后一批支援湖北医疗卫生人员与家人团聚
3月31日，在圆满完成支援湖北抗疫任务后，安

徽省最后一批支援湖北医疗卫生人员撤离并返回合

肥，4月14日，这群“逆行英雄”们结束了为期两周的

隔离休养，与日夜思念的家人团聚，这也意味着我省

1362名医疗队员已悉数结束隔离休养，平安返家。

□夏鹏程 王晓璐 记者 马冰璐/文 黄洋洋 高斌/图

据了解，我省首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 185 名队员全部来自省、市三级医院。

这支医疗队于1月27日奉命出征，支援武

汉，是全国较早抵达武汉的医疗队，在武汉

抗疫一线整整奋战了两个多月。作为我省

派出的“精锐部队”，他们先后转战武汉金

银潭医院、武汉太康医院、协和东西湖医院

和武汉市肺科医院等 4 所医院，整建制接

管7个病区、管理11个病区，累计管理床位

476 张，救治患者 648 人，其中重症患者

324人。50名护士组成的重症护理队始终

坚守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病区，不惧危

险、不辞辛劳，累计护理患者 987 人，其中

重症患者 204 人，出色完成了重症护理任

务，被评为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集体，受到国家表彰。医疗队工作成效

突出，有3个团队和9名医务人员荣获全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其间有524名医疗队员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占非党员队员的65%，130名同志火

线入党，发展入党积极分子303人。

由 23 名疾控人员组成的疾控工作队

先后在仙桃市、武昌区负责检测、流调和

采样工作，以“白加黑”的工作模式完成

18750 份新冠肺炎疫情标本的检测任务，

将仙桃市的检测能力提高了 5 倍；完成武

昌区新冠肺炎流调 700 多例、密切接触者

排查 1000 多人、预警信息处理 1800 多

条、医护人员感染特别调查 53 例；对武昌

区 120 多个场所进行了终末消毒，消毒总

面积累计超过 2 万多平方米，为武汉保卫

战、湖北保卫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悉，疫情发生后，我省先后派出8批

医疗队和公共卫生人员支援湖北，共计

1362 人，其中医生320 人，护士984人，其

他专家58人，主要来自全省286所医疗机

构。医疗队主要奋战在武汉市7家医院和

4家方舱医院，分别是武汉金银潭医院、协

和东西湖医院、武汉太康医院、武汉协和

医院肿瘤中心院区、协和医院西院区、武

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和东西湖

方舱医院、武汉开发区方舱医院、汉阳体

校方舱医院、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截止到

3 月 30 日，累计管理床位 2166 张，救治患

者3156人，其中重症患者745人。

喜悦！
208位“逆行英雄”与家人团聚

致敬！感谢他们曾为湖北“拼过命”

医疗队员与日夜思念的家人团聚

省二院重症医学科董芹芹面对女儿流下眼泪 安医大一附院心脏大血管外科ICU护士长陈红紧张地关注
着队友的CT检查情况

队员们与阔别许久的家人紧紧拥抱

离开疗养地前，医护人员合影留念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内科 ICU主管护师霍佳佳与家
人一起吃团圆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