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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余人感染患病，超7万人治愈出
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全国治愈
出院患者人数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地方
本地确诊病例清零……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
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何以短时间内
取得这样的治愈“战绩”？救治工作继续
攻坚，记者近日深入十余个省区市采访治
愈患者和医护人员，以及有关专家，探寻
患者治愈背后的故事。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历经寒冬，武汉的樱花已悄然在枝头
绽放。

3月 1日 11时，武汉雷神山医院门
口，同住一间病房的98岁的胡奶奶和她
55岁的女儿，从院长王行环等医务人员
手中接过出院证明，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这位已近期颐之年的老人，2月13日
晚住进雷神山医院时，高烧达40摄氏度，
还出现了心肺功能障碍，随即被确诊为危
重症患者。女儿也一同被确诊。

高血压、轻微脑梗、心肺功能障碍……
基础性疾病加之并发症，老人的救治过程
一波三折。困难面前，医护人员没有低
头：24小时密切监护，抗感染、抗病毒对
症治疗，补液及营养支持……一系列诊疗
方案作用积极，逐见成效。2月17日开
始，经过不懈努力，母女俩体温终于恢复
正常，病情不断好转。经过临床症状观
察、影像学评估和核酸检测后，双双达到
出院标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打赢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党中央一开始
就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尽最
大努力救治患者，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

伴随时间推移，从武汉到湖北再到全
国，治愈患者人数不断上升。

方舱休舱！3月10日下午，随着武昌
方舱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院，武汉所有方
舱医院全部完成使命，16艘“方舟”累计
收治患者1.2万余人。

迅速增长！31例、15299例、59432
例……在湖北，治愈病例数字不断攀升。
放眼全国，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2244例。

“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

经过去，新增发病数在持续下降，疫情总
体保持在较低水平。”3月12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

治愈患者大幅增加的背后

全国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背后是一系列硬核战“疫”方案。

——诊疗方案是基本遵循。
全新的冠状病毒，未知的作用机理，

不明的传播途径……疫情发生以来，《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已“迭代”七
版，人们对病毒的认识不断深化，诊疗方
法持续完善。

“诊疗方案是医护人员的战‘疫’指
南。”甘肃省天水市第五人民医院病区主
任王琦说，回顾救治过程，最深切的感受
就是要严格按照国家诊疗方案，坚持“四
早原则”，介入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坚持“四集中”原则，将优势兵力
聚焦主战场。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
救治，是对全国提出的抗疫工作原则和要
求，也是我国在历次伤病员救治工作中积
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应收尽收，分类施治。在武汉，定点
医院和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专门收治
重症、危重症病人；大批方舱医院收治轻
症病人，变“人等床”为“床等人”，提高收
治率和治愈率。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全国300多支医疗队、4万多名医护人员
驰援湖北，与当地医务人员并肩作战。

——聚焦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抢救。
2月28日11时30分，50岁的新冠肺

炎危重症患者王某脱离ECMO（体外膜
肺氧合机）设备一天后，又顺利脱离有创
呼吸机。

“19天，456个小时，我们终于救活他
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护心小分队
队员、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宁一颗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了。

2月11日起，同济医院就迅速组建

“特战尖刀连”，包括护心队、保肾队、护肝
队、护脑队、气管插管队和中药特殊治疗
队，与来自上海、青岛等地的17支医疗队
协同作战，救治危重症患者。

为全力支援湖北疫情防治，国家着重
加强重症救治力量，调集到湖北的重症专
业医务人员数量超过全国重症专业医务
人员资源的10%。

中央指导组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说，一线救治
实践显示，对危重症患者要早期识别、严
密观察，并早期给予积极的呼吸支持治
疗，这种理念成功挽救了大批危重症患者
的生命。

——坚持中西医结合。
2月26日，23名新冠肺炎患者从湖

北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治愈出院。
“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没有一

例转为重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院院长、江夏方舱医院院长刘清泉说。

“大量病人治愈出院的事实充分证明，
中西医结合效果显著。目前出院患者中，
多数使用了中医药。”中央指导组成员、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说。

尽最大努力救治每一位患者

3月17日零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所有成员接
到了一个紧急通知：“医疗队留下，接管武
汉协和医院西院的一个重症病区。”

此时，距离医疗队结束武汉协和医院
肿瘤中心的战斗、重症病区“清零”关舱，
仅仅24个小时。闻令而动，应声而起，
140位“白衣战士”再赴新战场。

一切，为了生命——不获全胜，绝不
收兵！

截至3月21日24时，全国确诊病例
仍有5549例，其中重症病例1845例，救
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繁重。

全球疫情流行，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加大。
“要继续加强医疗救治，将重症患者

向高水平定点医院集中，努力提高治愈

率、降低病亡率”“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
疫情防控的指导和支持，做好各项工作，
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3
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提出最新要求。

救治工作继续攻坚之际，战鼓再次敲
响，从湖北到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尽最
大努力救治每一位患者。

在主战场湖北，截至3月21日24时，
仍有确诊病例5224例。

从科学选用药物和诊疗技术到推进
治疗方案同质化、规范化，从强化多学科
联合诊疗到加强后续康复治疗，湖北积极
推进全周期救治。

“一个月前的累计治愈率只有9.9%，
现在已经超过了75%，武汉的患者救治
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日前说。

连日来，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逐渐增
多。面对新情况，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全
力排查人员状况，确定定点收治医院，及
时开展诊疗护理。3月18日，经过10多
天治疗，上海首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9
岁的妥某某出院。截至3月22日12时，
北京已有8名境外输入病例治愈出院。

疫情不分国界。面对境外确诊人数
直线上升、无数生命遭受病痛的紧迫形
势，中国多个专家组奔赴意大利、伊拉克、
伊朗、塞尔维亚等国家，为当地疫情防控
和临床救治提供方案，国内一些专家和医
院纷纷通过视频等方式与国外同行分享
抗疫经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新冠肺炎
是人类共同的挑战，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分享成功防治经验。

近日，一条喜讯传来：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新冠
疫苗于3月16日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陈薇院士团队仅仅是一个缩影。科
研战线上，无数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工
作，与病毒赛跑……

三月，春回大地。
3月19日，曾整整4天无法下床、依

靠经鼻高流量吸氧设备维持生命的新冠
肺炎患者小顾，从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
民医院成功治愈出院后，又顺利解除隔离
医学观察。

“希望重症病人都保持好心态。吃
好、喝好、心情好，才会好得更快。”这位
21岁姑娘说出了肺腑之言……

窗外，无数花朵次第开放。春天，已
经来了。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
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强调，要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
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
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
到全国互认。为贯彻落实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重要部署，国务院办公厅会同
各地区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
方面，推动建立了“健康码”跨省
份互认机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实现了各省（区、市）
防疫健康信息共享、“健康码”互
通互认，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
码”已可实现“一码通行”。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建
设了本地“健康码”，在各地疫情
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
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共享、缺乏
互认机制，也给人员跨地区流动
带来了不便，成为制约复工复产
的重要因素。为有序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助力各地区复工复

产，需要加快推动各地区“健康
码”在全国范围内“一码通行”。
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方面快
速推动各省（区、市）全面建立了

“健康码”信息跨省互认机制，升
级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防疫健康信息码”，及时完成各
省（区、市）“健康码”技术对接和
数据汇聚，可支撑跨地区互通互
认功能，可实现健康信息一站式
查询服务，可支撑“一码通行”实
际应用。

为推动各地“健康码”互通
互认，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提供了跨省份互认共享的三种
实现方式：第一种是在不改变地
方现有“健康码”的情况下，通过
跨地区防疫健康信息数据共享，
在本地“健康码”中增加跨地区
互认功能。第二种是各地“健康

码”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防疫信息码”对接，以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
为中介进行转换，从而实现跨地
区“健康码”互认。第三种是未
建设本地“健康码”的地区，可直
接采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防疫信息码”，同时结合本地
防疫健康相关信息，实现跨地区
互通互认。

目前，全国各省（区、市）依托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正在深
入推广“健康码”互信互认应用，
作为在交通卡口、居住小区、工厂
厂区以及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
通行凭证，推进在全国范围“一码
通行”。湖北、北京等地依托全国
一体化平台实现了防疫信息共
享，在符合本地防疫管理要求前
提下推动人员有序流动。

（新华全媒头条）

生 命 至 上
——聚焦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攻坚

新华社记者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享信息

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互认通行

3月21日，人们在山西省运城市绛
县横水镇横南村油菜田中拍照留念。
春暖花开时节，人们走出家门，来到大
自然中，感受春的气息。

新华社发（薛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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