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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我行动

��������3 月 17 日， 湖南支援
湖北医疗队 4批共 219名队
员圆满完成任务， 平安返
湘。 4批医疗队均工作于武
汉市各方舱医院， 分别是 2
月 4日驰援武汉的湖南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医疗队)42人； 2
月 10 日驰援武汉的首批中
医医疗队 40人； 2月 15日
驰援武汉的第四批省级医疗
队 102人； 2月 21日驰援武
汉的第二批中医医疗队 35
人。 4批医疗队在武汉市累
计收治确诊患者 818例， 治
愈出院 613例， 其他未出院
的轻症患者转入武汉当地医
院继续治疗。 图为医疗队员
抵达高铁长沙南站情景。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魏闻） 国家卫生健
康委 3 月 16 日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 部署下一阶段依法防控科学
防控精准防控坚决防范境外新冠
肺炎疫情输入工作。

会议强调， 当前境外疫情呈
现快速扩散态势， 我国在外人员
众多， 境外留学生等重点群体回
国意愿强烈， 境外输入性病例明
显增多， 防范疫情反弹压力持续
存在。 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的重要
变化， 给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带来
严峻挑战。

会议要求， 卫生健康系统要
保持清醒头脑， 牢固树立大局意
识、 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继续
加强当前境内疫情防控措施， 着
手制定应对大流行的预案和方
案， 细化实化各项境外疫情防范
应对措施， 严防疫情传播、 扩散

和蔓延。
一是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 继续把医疗救治放
在第一位， 加强出院病例健康管
理。 继续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
抓好社区防控工作。 加强群众心
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深入排查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 北京市要充分
发挥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
协调机制作用， 确保首都安全稳
定。 各地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
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重点人
群、 公共场所、 重点单位防控，
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二是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协
调加强 “境外管控关”， 开展境
外疫情风险研判， 根据疫情风
险等级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
严格入境人员 “口岸检疫关”，
对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人员

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
严把 “境内防控关”， 对境外人
员境内落地进行精准跟踪管理，
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三是全面落实企事业单位复
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

四是逐步恢复正常医疗服务。
五是持续加强与世界卫生组

织、 欧盟等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
作， 发挥中日韩、 中国-中东欧、
中国-太平洋岛国、 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
促进临床和科研紧密衔接， 争取
尽早获得突破性成果。 加强宣传
引导，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严防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张维夏
凡倩 谢嘉） 3 月 17 日国际社工日当
天， 由湖南省人民医院与北京新阳光
慈善基金会合作的全国首个 “驻科社
工站 ” 在该院儿童血液肿瘤科正式
“落户”， 湖南省人民医院成为全省首
家引入驻点医务社工的医院。 据了解，
驻科社工站成立后， 将探索 “医院职
工+医务社工+志愿者 ” 服务新模式 ，
协助开展医患沟通、 不定期为患者提
供陪聊、 精神慰藉、 团体活动、 法务、
援助等患者支撑服务。

驰援湖北医疗队 4批队员返湘

疫期错过接种时间如何补种

������据央视网消息 由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科
研团队自抵达武汉以来， 就集中力
量展开在疫苗研制方面的应急科研
攻关， 3 月 16 日， 他们研制的重
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

自 1 月26 日抵达武汉以来，
陈薇院士团队联合地方优势企业，
在埃博拉疫苗成功研发的经验基础
上， 争分夺秒开展重组新型冠状病
毒疫苗的医学、 药效学、 药理毒理
等研究， 快速完成了新冠疫苗设

计、 重组毒种构建和 GMP 条件下
生产制备， 以及第三方疫苗安全
性、 有效性评价和质量复核。

3 月 16 日， 陈薇院士团队研
制的新冠疫苗通过了临床研究注
册审评， 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躲过了病毒、 治好了新冠肺炎， 却
依然有家难回。 据报道， 有些新冠肺炎
患者康复出院后， 还在大巴上就接到了
来自小区的电话， 让他们先到别的地方
暂住； 有的出院患者回到小区， 被邻居
“另眼相看”； 有的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
想回公租房， 结果被“婉拒”； 还有患
者出院就接到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的通知……

感染新冠病毒， 已属不幸， 好不容
易治愈出院， 准备重拾生活的信心， 却
又被异样的眼光、 冷漠的话语击中。 相
比身体遭遇过的病痛， 歧视带来的伤害
或许更加严重， 有人很可能因此长久生
活在阴影之中。 消除歧视， 需要每个人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试想， 如果患病
的就是自己或者亲人呢？ 还要搞清楚，
患者被拒绝回家的原因是什么， 邻居怕
的又是什么？

如果邻居害怕的是被传染， 那就需
要通过加强宣传， 消除恐惧。 国家诊疗
方案对出院标准有明确规定， 确诊病例
在原有核酸检测、 病毒基因测序之外，
还新增了血清学检测手段； 患者出院后
还要集中医学观察 14 天。 复诊核酸检
测也在同步开展。 严谨的出院标准、 完
善的应急预案都在保障患者健康。 对于
痊愈患者， 周围人实在没必要害怕或排
斥。 还要意识到， 如果患者被排斥， 遭
遇不公对待， 会不会导致有人因担心被
亲戚邻居歧视、 被公司开除而即使患病
也不去治疗， 进而影响疫情防控大局。

当然， 对于一些超出道德范围、 触
犯法律的歧视行为， 比如谩骂、 侮辱甚
至解雇等， 也要依法给予打击， 坚决维
护新冠肺炎患者合法权益。

隔离的是病毒， 不是人。 新冠肺炎患
者本就是受害者， 不应在治愈后又遭受二
次伤害。 给出权威、 科学的声音， 消除民
众疑虑或恐慌， 并对超出法律边界的行为
依法给予打击， 歧视才会烟消云散。

康复患者不应被二次伤害
◆端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