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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珍珍）记者12
月29日从省委组织部获悉，为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部
署要求，我省划拨省管党费2000万元
给11个设区市和省直4个工（党）委，
重点向山区26县倾斜，专项用于支持
疫情防控工作。

省委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主要用
于3个方面：慰问战斗在医疗救治和疫
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支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所需的
药品、物资，开展医疗救助、帮扶解困等
志愿服务活动；补助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市县要从

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统筹做
好分配，尽快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做到
专款专用、用足用好。

省委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领导干部
的示范带头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
众，有力有序有效应对疫情流行高峰
期，助力做好“保健康、防重症”工作，
不断夯实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强屏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奋力夺取抗疫的最终胜利。

我省划拨省管党费支持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黄珍珍）记者从
12月29日召开的全省强化村社网格
作用保障服务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上
获悉，我省将进一步强化网格体系作
用，深化推进村社万支小分队暖心配送
服务工作，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更好保障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切
实为有效压峰、削峰、渡峰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

围绕“保健康、防重症”目标，我省将
进一步发挥组织力量组织优势，一体做好
动员调配、暖心服务、关爱激励、考核推动
等各项工作，依托基层网格化体系优势，
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全面准
确理解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突出农村地区
和空巢独居老年人、留守儿童、孕产妇、重
度残疾人、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强化
新阶段疫情防控服务和保障工作。

各地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

分发挥村社党组织统筹协调作用，建强
网格最小治理单元，运用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方式，把各
项工作做得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统筹
调配资金、物资、专业服务等资源加强
赋能保障，推动村社万支小分队常态长
效做好服务，切实履行好摸底排查、联
系走访、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照料关
爱、宣传引导等职责，发挥广大党员干
部示范带头作用，扎实开展暖心配送服
务，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加
强对基层党员干部和一线医务人员关
心关爱，为他们全身心投入医疗救治和
疫情防控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此外，还
将以考核推动压实责任，将保障疫情防
控和健康服务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年度考核、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等挂
钩，推动各级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展现
担当作为。

强化村社网格作用 做好基层健康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李特 严俨）疫情叠加寒潮，让献血人
数大幅下降，浙江多地临床用血面临
巨大压力。为此，省红十字会紧急行
动。12月27日，省红十字会联合省卫
生健康委、省文明办共同向全省各级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全省人民发
出倡议：捐献血液，挽救生命。12月
28日上午，由省红十字会主办的“救”
在身边抗疫应急献血活动在浙江省血
液中心启动。这是倡议发起后的首场
公益献血活动。

虽然寒风呼啸，但仍有不少志愿者
专程赶来献血。

现场一位重庆小伙，早年因在工地
受伤在浙大二院治疗，曾接受过社会帮
助，得知省红十字会发出献血倡议，专
程赶来献血。他说，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表达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心意。

37岁的河南籍的哥李兵伟，来杭州
开出租车已十多年，到如今已经献血

3400毫升。这次，他献了200毫升，“等
身体状态更好些，再过来多献一些。”

曾荣获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
范、“浙江好人”等荣誉的陈志飞在活动
现场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这次
献血活动感到很自豪，希望通过献血救
治更多人。

作为杭州市红十字出租车志愿服
务队的一员，黄亚峰早早赶到现场。黄
亚峰说，前段时间自己也“阳”了，目前
已康复一周以上，这次特地带领服务车
队来献血。

省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随
着“阳康”人数增多，本周末，省血液中
心成分血预约人数已大幅增长。但
是，目前全省各地医院的临床血液供
应还十分紧张，省红十字会和省血液
中心继续呼吁广大爱心人士尽快积极
参加献血，为患者们送去一份生命的
礼物，让亟待用血的患者在寒冬中有
满满的安全感。

浙江多地血库面临巨大压力

“救”在身边抗疫应急献血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黄彦 县委报道组
汪峰立） 12月 26日，缙云统一战线

“同心服务小分队”带着“防疫包”走进
七里乡型坑村，为低保户送去口罩、预
防中药、消毒凝胶等疫情防护用品。“还
是你们想得周到，正愁没地方买药，干
部就送上门来了。”拿到药品后的低保
户廖标感激地说。

当前，缙云县党员干部、医护人员、
志愿者以不同形式、不同渠道主动投身
农村地区防疫工作。

在型坑村，由村干部、党员、退役军
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每天通过上门走
访、微信群等方式向大家普及抗疫知
识。“我们为每户村民制作了爱心联系
卡，将健康指导医生、网格员、消杀指导
员等信息整合到小卡片上，方便村民随

时联系，进行健康指导、监测。”七里乡
副书记、政法委员卢健挺说。

农村老人是防疫中较为脆弱的一
环。为最大程度地保护他们的身体健
康，缙云进一步加强疫苗接种宣传，建
立60岁以上老年人“一人一档”健康管
理档案，安排临时接种点进乡镇等，引
导鼓励老年群体“应接尽接”，筑牢疫情
防控“免疫屏障”。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缙
云通过搭建“暖心通道”，从登记到接
种，由志愿者全程陪同、全程代办、全程
服务，让老年群体备感温暖。方溪乡深
坑村汤志升和叶春兰夫妇，今年已经
85岁，志愿者驾车接送他们往返乡卫
生院进行疫苗接种，目前二老已经完成
三针接种。

缙云志愿者积极投身农村防疫

山遥路远心不远。近段时间，全省
先后组建了万支村社小分队，从群众最
有痛感的问题入手，利用一切资源优
势，将温暖与关爱送到农村防疫一线，
送进千家万户。

12月28日、29日，本报记者和3支
小分队分兵三路，前往青田、云和、景宁
等地村社，为群众提供送医送药、代购
代办、照料关爱等服务。正是这些体贴
入微的防疫服务，已成为村社一线疫情
防控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凑”出来的小分队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得马上
出发！”28日一早，我们赶到青田县瓯南
街道水南社区时，社区党委书记蔡双双
刚分装打包完一袋袋的药品。匆匆打
了声招呼，她就一边叮嘱大家“注意防
护”，一边领着我们往外冲。

第一站是80多岁的李奶奶家。27
日，蔡双双发现，以往每天早晨准时出
门遛弯的李奶奶，已经有两天没下楼
了。“她前段时间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
又是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蔡双双马
上给李奶奶去了电话，得知她已经出现
了发烧、头晕等症状，便联系青田人民
医院瓯南街道分院医生，约好28日一
道上门为李奶奶做检查。

爬着楼道阶梯，我们注意到，每层
转角处都有一张红色公告，印有网格
长、网格员的联系方式和微信互助群二
维码，方便居民即时联系求助。敲响房
门后好一会儿，我们见到了蹒跚过来开
门的李奶奶。

在客厅，社区医生从药箱里拿出仪
器设备，给李奶奶量血压、测血糖，检查
健康状况，提醒老人在家要勤洗手消
毒、注意通风。

“这两盒药功效不一样，一次只能
吃一样，一定要记住啊。”蔡双双掏出便
利贴，写下服药说明，“现在是疫情高峰
期，老人家尽量少出门，出门也得注意
戴好口罩。有事随时联系。”

正准备离开时，95后社区干部廖彩
凤刚好赶到。她气喘喘地递过来几个
大大小小的袋子，对李奶奶说：“这里面
的新鲜猪肉、小青菜和豆腐，是我刚从
菜市场买回来的，喷过酒精消毒了。您
拿着，我就不进去啦。”

原来，廖彩凤刚刚“阳康”，结束完
居家隔离后，又继续回归小分队。“近期
的大面积感染，确实给了我们不小的压
力，只能轮番上阵。”蔡双双告诉我们，
社区有一万六千多名居民，其中60岁
以上的老人就有8000多名，好在社区
卫生院、物业等共建单位都挺身而出，
和13名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凑”起小分
队：联络组负责联系对接群众需求，购
买组负责购买药品物资，上门组负责敲
门送货。

“就算有人生病发烧，也会很快有
人‘替补’上岗。居民随时随地能找到
我们，还能一定程度缓解疫情带来的焦
虑。”一个上午，蔡双双带着小分队跑了
10多家。为了照顾到更多居民的需求，
遇到年轻居民时，则是把物品挂在门
口，做好防护消毒工作后，再电话通知
居民来取。

服务“短平快”，装的却是满满心
意。

有求即应的两张“网”

匆匆扒了几口午饭，我们和云和县
凤凰山街道小分队成员集结完毕，准备
下乡。这支队伍，由街道、村（社）干部、
社区志愿者力量组成。

“水银温度计10支、酒精消毒液10
瓶、医用外科口罩10包。”“三九感冒
灵、小柴胡颗粒有吗？”“咽炎片、复方氨
酚烷胺胶囊，还有止咳糖浆，也带上。”
街道干部童欣带着我们仔细核对物资
明细。

到了凤凰山街道后山村，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郑万里一边给我们带路，一边
详细介绍村民们的具体需求。

得益于郑万里提供的关键信息，我
们“跑腿”的效率高了不少。郑万里说，
村里网格工作基础好，不仅有80多个
网格，还有250多位志愿者，在前期排
摸和地毯式走访基础上，已经针对困难
群体、“一老一小”等近300名重点对象
建立了花名册。

正送着物资，郑万里手机弹出一

条来自线上抗疫平台的求助信息：“家
里只有一个电子体温计测温不太准
确，不知道家里人发烧了没，急需体温
计……”

收到求助信息，郑万里立刻点击
“我可以提供帮助”绿色按钮，并拨通对
方电话：“我们刚好在附近，稍等一下，
温度计就给你送过去。”

确认需求后，循着防疫平台上显
示的位置，我们沿着村道，穿过土屋和
民舍，步行上坡，带着药包来到了约定
地点。

一位绑着马尾辫的姑娘很快出现：
“中午我妈妈就感觉脚发软，肌肉酸痛，
我担心她感染，就试着在平台上求助，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太感谢你们了！”

“这样的‘突发’求助，太常见了。
网格服务和网上服务‘两张网’相结
合，各种信息不分时段地传来，所以我
们的手机都24小时开机，能帮的都要
立刻帮！”郑万里说，一天下来，小分队
要在平台上接收处理各类求助信息30
多条。

巡回服务的大篷车

晨雾浮动，29日上午9时，在景宁
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干部柳良敏一行10
余人的带领下，我们从鸬鹚乡政府出
发，继续开启新一天的防疫服务工作。

当天的路程明显“崎岖”了一些。
我们搭乘一辆白色的“爱心大篷车”，沿
着山路向上爬升，朝着蜿蜒群山中驶
去。

车上，血压仪、血糖仪、急救药箱、
服务包、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非处方
常用药，和餐饭保温设备、老人清洁全
套用品一应俱全，甚至还捎上了准备
带给村民的大米、面条等，俨然一个

“百宝箱”。
“乡里村庄分散在不同的山头，平

均海拔在500米左右，我们的车分批行
动，进村入户，方便为老年人提供助医、
助急、助购、代销、紧急救助等巡回流动
性服务，从而保障老人基本的医疗、生
活、安全需求。”柳良敏说。

“滴滴滴！”车停在了徐茶村茶亭自
然村口的大樟树下。我们分工有序：乡
卫生院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则是开始
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血压等免费检查，
党员群众组织村民并分发药品和代买
的物资等。

队员们还不忘给村民发放宣传
单。几位当地志愿者，更是亲切地喊着
土话为村民们讲解防疫知识。

“我半夜老是咳，觉也睡不好，家里
没有感冒药，多亏你们惦记着。”量完体
温，接过感冒药，75岁的罗其元握住柳
良敏的手连连道谢。

药的确来之不易。为了找药，柳
良敏和服务队的成员们每天盯着县里
的线上购药平台，经常接连穿梭在县
里医院和诊所排队，买到的应急药
品，除了向村里的“爱心药箱”补充投
放外，剩下的还会送到村委会储备保
管。

“能给百姓带来帮助，我们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柳良敏说。

本报记者和山区县村社小分队一起为群众送去防疫服务

最后一百米，我们来冲刺
本报记者 李 灿 邬 敏 叶锦霞

我在“疫”线

本报杭州 12 月 29 日讯 （记者
郑文 通讯员 陈岩明 黄思佳 祁骥）
在ICU接受治疗的第7天，84岁的陈益
（化名）老人病情好转，顺利转入普通病
房。在省中医院湖滨院区ICU病区里，
像他这样能够从ICU顺利转出的重症
肺炎患者，每天有五六个。

与此同时，网络上“白肺”话题频频
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有人担心，哪些情况会导致“白
肺”？如果因重症肺炎住院，医疗救治
力量够不够？12月29日，记者从省中
医院了解到，连日来，该院接诊急危重
症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当前，重症监
护室正处于一个进出的高位平衡状
态，收治的新冠感染合并其他基础病
的患者日渐增多，不过“白肺”患者仅
占其中一小部分。此外，来医院门诊
拍CT的新冠患者真正发生“白肺”的
概率并不高。

普通人“白肺”可能性不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白肺焦虑”现
象在患者中并不少见，往往表现为：感
染新冠病毒后症状不算严重，恢复阶段
总担心病毒已经影响到自己的肺部，跑
到医院就诊，还要求做CT检查。这一
现象在年轻人中更为常见。

实际上，“白肺”是一种肺部影像学
表现的“口语化描述”。肺部是由肺泡
组成的，正常情况下，肺泡里充满了空
气，进行CT或者X线检查时，它的影像

表现应该是黑色区域。但如果肺泡里
出现炎症和感染，有渗出液和炎性细胞
的时候，肺泡就被这些渗出液或者炎性
细胞所填充，射线就穿不透，在影像学
的表现上就出现了白色区域，就是所谓
的“白肺”。

“‘白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本
有肺部疾病，例如肺纤维化、肺结核等，
肺部受到了损伤，我们口语化地叫作

‘白肺’；还有一种情况是临床上比较严
重的肺部感染，包括病毒性肺炎等。”省
中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主任江荣林说。

普通人会发生“白肺”吗？江荣林
表示，绝大多数阳性患者是轻型或者普
通型，表现为发热、乏力、咽干、咽痛、鼻
塞、流涕、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
无累及肺部。因而，发展成“白肺”的可
能性不大。

但是对于部分患者，特别是有严重
基础疾病，如老年人，慢阻肺、支气管疾
病、肺癌、心衰、肾衰的患者，要特别小
心，可能会出现危重症，这个时候做肺
部CT是必要的。

那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白肺”
呢？在江荣林看来，尽早诊断，更多要
靠预警。目前根据新冠病毒感染的情
况，他建议高龄老人出现阳性症状后，
及时到医院就诊，根据诊断情况，明确
是需要居家观察治疗还是住院治疗。

“病毒性肺炎造成的‘白肺’一般不会立
刻形成，往往两三天之前就会有一些信
号预警，大家一定要留意，比如血氧饱
和度、心跳、呼吸、脉搏等变化。”

他建议，家里老人身体不好的可
以备一个指尖血氧仪，主要关注两个
数据——血氧饱和度和脉搏。血氧饱
和度如果低于93，就要引起重视；脉搏
正常是60至 100，持续高于100也要
引起警惕。

没有血氧仪，应该看什么数据？江
荣林表示，可以数一下1分钟的呼吸次
数，一般休息状态下，如果超过20次，
也需要及时就医。

重症管理能力提升

陈益老人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和中风，这一次感染，经过了呼吸机支
持、俯卧位通气、服用抗病毒抗炎症药
物等一系列综合治疗。

在省中医院 ICU收治的患者中，
绝大多数是高龄或者超高龄的老人，
平均年龄80多岁，有比较严重的基础
疾病，包括中风、肿瘤、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尿毒症、慢性阻塞性肺部
疾病等。

“我们这里90岁以上的病人很多，
昨天还收了一位105岁的老人。”查房
间隙，江荣林教授告诉记者，针对这些
患者，一方面要进行呼吸机支持等生命
体征维护，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各种并发
症的发生，比如现在病房里就有好多尿
毒症患者，要做血液净化，俯卧位通气，
用一些抗病毒抗炎症的药物进行治疗，
还要防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同时还要
防止继发感染的发生。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重症患者增
加的情况，省中医院积极拓展综合ICU
床位及可转化ICU床位，同时加强EI-
CU、CCU等专科重症床位设施设备的
保障。“我们在湖滨院区和钱塘院区新
建了2个重症病区，扩充了98张ICU床
位，包括改建综合ICU床位31张，储备
可转化ICU床位67张，并按照国家标
准配备重症床位所需设备设施。”省中
医院医务部副主任蔡利军说。

硬件设施与设备的问题容易解决，
但专业人才不是一下子就能到位的，需
要提前培训和储备。11月以来，随着疫
情防控政策逐步调整，在医院决定拓展
重症病区前，医务部就已经开展重症专
科人才的储备，先后从各临床科室抽调
青年骨干105人，并通过国家、省卫健
委及医院组织的各级重症应急处置及
管理培训，提升重症管理能力。

“重症专科护士与一般护士不同，
除了常规的护理能力之外，对危重症
的护理知识与技能要求更高。”省中医
院护理部副主任姚斌莲明显感受到，
随着重症病床的扩容，重症专科护士
更为紧缺。

好在今年6月以来，护理部对206
名院内危重症专科护士，通过新旧搭
档、以老带新等多种组合模式进行培
养，保障了危重症患者的有序救治。姚
斌莲介绍，根据疫情发展态势，护理部
又将近4年来参加过ICU规培的130位
护士组建成第二梯队，随时可以进入重
症病房开展工作。

哪些情况可能导致“白肺”？医院重症救治力量够不够？记者采访省中医院专家——

重症肺炎患者增多，“白肺”仅占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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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永嘉：义工送药还送体检

本报永嘉 12 月 29 日电 （记者
谢甜泉 共享联盟·永嘉 郑璐璐 仇齐樟）

“我正愁着家里没有退烧药怎么办，现
在你们特地给我们送来常备药品和口
罩，心里踏实多了，真的很谢谢你们。”
12月29日，收到义工送来的防疫物资
后，家住永嘉县岩头镇鲤溪村的老人戴
金兰开心地说。

通过前期的健康摸排，12月27日
起，永嘉楠岸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义工
陆续为岩头镇独居老人及双留守老人
等送上“防疫包”，里面装有口罩、消毒
水、退烧药等防疫物资以及红枣、桂圆
等滋补食品。永嘉县第二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也一同前往，为老人做身体健
康体检。

“38.5℃以上可以吃，如果持续发
热、身体不舒服或者不会用药，可以打
电话给我们义工。”现场，永嘉楠岸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周志芬一边叮嘱老
人要科学用药、不要盲目服用或多服，
一边将义工团队的联系方式留给老人。

受疫情影响，感冒退烧药品成了居
民的“药紧事”。周志芬说，现在会优先
照顾独居老人，目前义工团队还在陆续
采购防疫物资，接下来会逐步覆盖其他
60周岁以上老人的用药和防疫物资的
需求。

当前，温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礼堂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号召广大单位
捐赠医疗物资，并通过“宣传嘉”文化礼
堂点单平台发放。在首批“防疫包”中，
共筹得医用口罩20万只、布洛芬缓释胶
囊1万颗、小柴胡颗粒3600盒等药品物
资，还有电子体温计、脉搏血氧仪等医疗
器材，共计价值6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