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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用力推开最后那道防护门
时，不仅勇敢地战胜了自己，同时充
满了战胜疫情的无畏勇气和强大自
信。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医务人
员这个神圣职业的使命和担当。”太
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儿科医生付
彦卿说。

付彦卿是一名从事儿科工作17
年的资深医生，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
病诊治及危重症抢救。疫情当前，在
全院抗击疫情誓师大会上，他郑重地
在请战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那
一刻起，他就做好了随时出征的准备，
以实际行动践行白衣战士的誓言。

不久，太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
接到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通知，
要求紧急安排1名儿科医务人员支援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情况紧急，刻
不容缓！付彦卿请命出征，加入到抗
击疫情的战斗中。

出征的前一晚，8岁的儿子写下

了想对爸爸说的话：“爸爸加
油，你努力向前，好好工作，我
们在后方做你的好助手！”

付彦卿的父母远在外地。
临行前，犹豫再三的付彦卿，还
是将实情告诉了他们。没想到
电话那头，父母主动安慰起他
来：“儿子，祖国需要你，爸妈支
持你，盼你平安归来！”

2月1日，到达医院的第一
个晚上，付彦卿就首当其冲，值
了第一个夜班。简单休整后，
他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接班后，按以前上班的习
惯，付彦卿先通过白班医师交
班，熟悉患儿的基本病情，接

着，又进一步了解患儿的病历，包括
病史、入院时查体及辅助检查等。

洗手——戴口罩——戴无菌
帽——戴手套……一步一步地按照穿
防护服规范进行着。他深知，任何一
个环节没做好，都会带来风险。他小
心翼翼，护士认真地帮他检查不到位
的地方，确保每一步都按要求做到位。

由于医护人员来自不同的医院，
彼此间不熟悉。为了便于交流，医护
人员的名字都写在了白色防护服外
面。当在防护服上写下自己名字的
那一刻，付彦卿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
责任和使命。

隔离病房是医院的“红区”。付
彦卿穿着防护服，往隔离病房行进
时，心里瞬时紧张起来。“工作十几年
来，一直从事临床工作，还从没有像
这样全副武装进入过隔离病房。”

看着眼前最后一道防护门，他的
心里有些忐忑：这就要进入特殊隔离

的病区了吗？
“我是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

我的本职工作，再难再累再危险，我
都要上！病人正等着我去救治，我不
能退缩！”想到这里，紧张的情绪平静
了下来。

他 用 力 推 开 最 后 那 道 防 护
门……

步入隔离病区，反而心情放松
了，除了口罩捂得有点呼吸不畅，没
有其他不适症状。付彦卿做了几个
深呼吸，尽快适应了病区的负压环
境。遵循手卫生的原则，他依次在进
入每个房间前后都进行卫生手消毒。

这里收治的4名新冠肺炎疑似儿
童，年龄分别为3岁、4岁、8岁、11岁，
均有接触武汉抵（返）并人员流行病
学史。

面对每一个患儿，付彦卿都笑容
面对。他是一名医者，同样也是一名
8岁孩子的父亲，最懂孩子的心情。
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他都语气和
缓地与他们交流，让他们放下了惧
意，接下来的查体就变得轻松多了。
穿梭于每个房间，解答各种问题，临
走时患儿的一句“谢谢，再见！”让付
彦卿瞬间充满自豪感：“我发誓，我会
好好守护你们。”

第一个夜班结束了，付彦卿想这应
该是今后工作生涯中最难忘的夜晚。

2月3日，让人欣慰的消息传来，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诊疗，太原市第
四人民医院收治的4例儿童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疑似病例已被排除，4名儿
童体温正常均超过三天，两次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排除疑似
病例，2名已出院，2名即将出院。

本报记者 张晓鹏 通讯员 王兴

——太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儿科医生付彦卿紧急支援抗疫第一线记事

用力推开最后那道防护门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兴）2月4日，下夜班在家的芦
丹突然接到太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的通知：2月5
日紧急支援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到通知的她既
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她的请战得到了回应，“用我所
学，支援一线”的愿望得以实现，紧张的是自己肩上所
担负的沉甸甸的责任，但无论怎样，她都要竭尽所能，
用她所学的检验专业知识为疫情防控作贡献。

芦丹是一名有着两年从军经历的检验人员，转业
后来到太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检验科工作，她的工
作作风优良，技术过硬，深得科里同事的认可。她不
断努力，钻研前沿新技术，通过学习取得了PCR（生物
学的聚合酶链反应）资质，在检验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医疗公司负责人勉励芦丹：一定要保持良好心
态，正确面对疫情，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工作。把自己所学带到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为
疫情防控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展示出太钢总医院
（山医大六院）检验人员过硬的技术风采，同时虚心向
一起支援的兄弟医院的同行学习，把先进的技术带回
来，为以后我院开展新技术、迈上新台阶打好基础。
希望无论芦丹自己还是家人有什么困难及时向院里
提出，医院会全力解决，因为支援一线的英雄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她的身后是太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这
样一支不畏困难、战无不胜的强大团队！

芦丹表示：党有召唤，我必响应，请大家放心，我
一定圆满完成任务，不辜负医院对我的关心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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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史无前例、汹涌
而至的疫情面前，无数的共
产党人以率先行动展示了中
国人民在大灾大难面前无惧
生死，逆行而上，勇于抗争的
民族气质。他们中，有救死
扶伤，与病毒“短兵相接”的
医务工作者；有为疫情防控
日夜奋战在物资运输、医院
建设、生活保供战线上的职
工、志愿者……当镜头从全
国的宏大视角聚焦到太钢热
连轧厂时，我们发现，在产线
不停、生产持续的状况下，同
样有这样一群共产党员，用
无言的行动亮出了自己在党
旗下的形象。

受疫情影响，磨辊作业
区 2250 线人员短缺。作业
长、共产党员任新军断然放
弃回河南老家与妻子、孩子
团聚的机会，充实到运行班
岗位，同倒班职工一起磨辊
子、吊轴承，过了个忙碌却意
义非常的“假期”。虽然在这
举家团聚的日子里，他过得
有点“孤独”，但他却说：“这

种特殊情况下，咱不顶班谁
顶班？再说，以后团聚的日
子多着呢。”

1549 机动作业区点检
员闫晓勇患有严重的腰椎
间盘突出症，春节前，他的
腰疼病又犯了，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稍不注意，就疼
得后脊梁冒冷汗。可是，当
同班组一名点检员因回老
家探亲后居家隔离无法来
值班而导致人手紧缺时，闫
晓勇主动提出多值几个班，
弥补人手不足。值班时，他
依旧同往常一样爬高上低
查隐患、修设备。由于同事
们还未复工，他在点检过程
中更多了几分细致、谨慎。
一回到办公室，闫晓勇立刻
疼得倒仰在椅子里，很长时
间缓不过来。困难之时，他
主动请缨，甚至“轻伤不下火
线”，只因为自己是一名共产
党员。

自动化作业区最年轻的
共产党员秦笠，早在春节假
期之前就向作业区党支部自

告奋勇提出：如果有外省偏
远地区的职工要回家，他愿
意顶替其上班。事有凑巧，
原籍福建的一位职工回到老
家后被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断
了归程，这位职工不能如期
到厂上班，秦笠义无反顾地
开始替他倒班，并且以更饱
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
这个略显“漫长”的假期里，
秦笠连续顶班达七、八十个
小时。

有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更有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天车作业区党支部针
对1549原料丁班个别职工在
家乡隔离、人员短缺的特殊情
况，安排四名大班长利用大歇
班轮流来厂顶岗，保证了坯料
的正常供应。

在疫情防控一线，无数
的共产党员以逆行者的姿态
冲锋陷阵之时，在疫情防控
的大后方，有更多平凡的共
产党员们同样在用行动诠着
共产党员的职责与使命，让
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抗“疫”战场党旗红
—— 热 连 轧 厂 党 员 职 工 防 控 疫 情 行 动 记 事

通讯员 邢志琼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公
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
实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防止
疫情的扩散蔓延，公司就加强
后勤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发出
《通知》。《通知》要求：

加强管理，错峰就餐。厂
区各食堂要根据各自地理位
置及服务单位，延长售饭时
间，采用分段供应用餐制，实
施错峰就餐。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宣传
引导。要宣传引导职工（包括
服务本单位的外协职工）自带
工作餐，并为职工提供必需的
热饭点，对于不能自带工间餐
的职工（包括服务本单位的外
协职工）要安排其自带餐具，
按照错峰就餐提供的时间段
到就近食堂打饭，并尽可能避
免在餐厅集中用餐。

进入食堂打饭人员必须
佩戴口罩，积极主动配合餐厅
工作人员测体温，需要在餐厅
就餐的，要在就餐的前一刻脱
下口罩。

食堂就餐人数控制与餐
桌数量相等，一桌一人单朝向
就坐，避免面对面就餐，餐毕
立即离开，严禁聊天、逗留等
行为。

各单位如遇检修、施工等
外来人员较多时，检修或施工
队伍人员有就餐需求，应提前
联系食堂备餐，用餐单位派人
自取或由食堂提供送餐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澡堂原则
上只为生产一线职工提供洗浴服务，无生
产一线职工洗浴的澡堂临时关停；在更衣
区更衣的职工和洗浴的职工，进入服务区
必须佩戴口罩，并服从服务区工作人员的
管理要求。

埠外子（分）公司、二级单位要按照当地
政府要求并参照本通知，安排本单位后勤疫
情防控工作，抓好落实。 （系统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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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