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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向金城）3 月 23
日，城南友缘盲人按摩店迎来了一位
特别的客人：重庆籍羽毛球名将、伦
敦奥运会女单冠军李雪芮。扫“渝康
码”、测量体温、手部消毒……在完成
一系列防护措施后，李雪芮选择了一
张凳子坐下，店主杨仁冬安排盲人按
摩师刘强为李雪芮服务。

据了解，为了助力盲人按摩机构

渡过难关，市残联开展“健康生活·消
费助盲”活动，李雪芮带头消费。

“手法的专业性比较强，力道也
能透得进去……”按摩间隙，李雪芮
一边夸赞刘强手法专业，一边跟大
家聊天。李雪芮说，这不是她第一次
体验盲人按摩，以前运动或者比赛
之后，她都会到店请盲人按摩师按
摩。运动员运动后肌肉比较紧张，需

要 通 过 按 摩 帮 助 肌 肉 恢 复 、放 松 。
“现在疫情好转了，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大家可以适当走出家
门吃吃饭、做做按摩，慢慢恢复正常
工作和生活。”按摩结束后，李雪芮
拿出手机，扫码支付了费用，还与五
位店员合影，送上了暖心祝福。

李 雪 芮 的 暖 心 之 举 ，让 杨 仁 冬
很感动，也让他对接下来的复工充

满 了 信 心 。杨 仁 冬 说 ，按 摩 店 复 工
后，他们每天都对场所进行严格消
毒，同时，进店客人和工作人员全程
佩戴口罩、测体温、消毒。疫情期间，
市区两级残联也非常关心他们，不
仅 送 来 生 活 必 需 品 ，还 有 口 罩 、酒
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现在客流
量慢慢增加了，生意逐渐好转，我们
也更有信心了。”

助力盲人按摩店复工
奥运冠军李雪芮带头进店消费

广大市民朋友：
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为弘扬优良传统、保护生态环

境、培育文明新风，巩固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我们倡议：

文明祭扫。倡导以网上祭扫、家庭追思等方式，怀念逝者、寄托哀思。
提倡献一束花、敬一杯酒、植一棵树、讲一段往事等方式怀念先辈，不搞
封建迷信，告别祭扫陋习。讲好先辈故事，树立良好家风，营造文明社会
新风尚。

节俭祭扫。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孝老”的传统美德，树立厚
养薄葬的新观念，提倡老人在世多孝敬、离世祭祀不攀比。倡导从俭办丧、节
俭祭扫，反对铺张浪费，以节俭方式追思故人，让逝者安息，让生者无憾。

环保祭扫。树立环保意识，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和市容管理
有关规定，不在道路两侧和楼道等地焚烧冥纸，不在山林、草场、墓地等
烧纸焚香，形成绿色环保祭扫新风尚。提倡绿色低碳出行，爱护自然环
境，让传统节日回归清净与文明。

安全祭扫。清明期间，全市所有殡葬服务机构已暂停集中祭扫、集中
公祭等集体性活动；已暂停骨灰寄存堂、骨灰塔陵园等相对封闭的室内
场所祭扫服务；公墓（陵园）严格实行预约、限量、分时、错峰祭扫。敬请大
家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防止人员扎堆祭扫，不给疫情传播可乘
之机。提倡文明行车，不乱停乱放，不为疫情防控添堵。严格遵守森林防
火和消防安全等规定，确保安全祭扫。

祭扫是一种形式，是对先辈的怀念和尊重；文明是一种风尚，是时代
发展进步的体现。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现
在做起，以文明祭祀的方式追思先辈、祭奠逝者，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和
践行文明祭扫新风尚贡献力量！

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文明办

2020年3月24日

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书

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随着我
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3 月 24
日，我区部分网吧、KTV等文化娱乐
场所陆续恢复营业，市民们的“精神
食粮”回来了。

为有序推动文化娱乐场所复工
营业，我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加快恢复区内各文化市场
经营场所，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和
市场活力。3 月 24 日晚上，记者在城
南梦竞网咖看到，营业第一天，便有
不少市民来上网消费。

“顾客来我们网吧上网，我们会
给他们测体温，并且实名登记，要求
他们佩戴口罩，隔位上机。”梦竞网
咖负责人孙煦坤介绍：“顾客离开后
我们会对使用过的键盘、鼠标、耳机
进行消毒，对公共区域定期喷洒消

毒液，从今天的营业额来看，开业第
一天生意还是不错的，比我预期要
好很多。”

目前，我区是全市率先开放网
吧、KTV等文化娱乐场所的地区，为
确保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区文
旅委执法队的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
间对所有恢复营业的网吧、KTV 等
场所开展防疫工作指导及检查，进
一步加强管控，让市民放心消费。

区文旅委执法队综合科科长刘
炜告诉记者：“截至 24 号晚上，我区
的网吧、KTV 等文化娱乐场所已复
工50%以上，我们将加大执法监管监
力度，协助企业做好复工复产，让广
大市民放心消费。”

下一步，电影院、健身房等场所
也将陆续开放。

我区部分文化娱乐场所恢复营业

北碚区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詹静：

绽放在战“疫”一线的“铿锵玫瑰”

连日来，天气晴好，我区各公园广
场、街道、河岸等地草木丰盛，百花争
艳。缙云山公路两旁的树木长出嫩叶，
碚南大道的西府海棠盛开出粉色白色
的花朵，黛湖沿岸新栽种的植物色彩丰
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记者 秦廷富 摄

图1 缙云山缙云路两侧的树木长
出新叶。

图2 碚南大道新栽植的西府海棠
开出粉色、白色的花朵。

图3 缙云山黛湖景区生态修复施
工现场，一名养护人员在给植物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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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郭景伟遗失残疾证，证件编号：51021519750210503843，声明作废。
▲王敏遗失残疾证，证件编号：51021519750202162743，声明作废。
▲袁宗友遗失重庆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证件编号：渝北碚002207，声明作废。
▲杨莉遗失其子姚杨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G500037394，声明作废。

抗 一线疫

洗手、N95 口罩、防护帽、戴上内层手套、
戴护目镜、再穿上防护服、隔离衣、戴上面屏
……熟练地做好防护工作，打开门禁，进入重
症隔离病区，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改造病
区、打针输液、采集标本、监测生命体征、护理
患者、打扫病区……”四十多天来，詹静带领着
她的“战友”们穿着厚重的防护装备，奋战在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重症病区里。

主动请缨的“排头兵”

今年42岁的詹静是北碚区中医院重症医
学科护士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詹静听说
武汉需要呼吸科和重症医学科有经验的医护
人员前往支援，作为一名有着14年重症医学科
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詹静写下“请战书”，主
动请缨。

“因为我有这方面经验，而且还是一名党
员。”詹静告诉记者：“我们医院同样也需要有
经验的医务人员留守‘大本营’，所以由我带队
去武汉支援最合理。”当记者问到是否也曾担
心时，詹静“轻描淡写”地说：“怕家里人担心，
但是总要有人去。”

就这样，詹静作为北碚区中医院首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长，带着她的五名队员，踏上了
支援湖北的征程。

到达武汉后，她连夜组织队员熟悉环境，
组织队员学习、培训，做到上岗前每名队员都
能熟练掌握重症病区的相关工作流程及正确
穿脱防护服。在她的带领下，第三天，她们就正
式进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重症病区开
始工作。

最初，医疗物资比较缺乏，每日限量领取。
“我们一般先满足进入病房的队员，留下一部
分作为机动，只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缓解了。”

重症病区改造比较匆忙，有些布局不太合
理，詹静准备和队员们一起把治疗室搬到清洁
区，但需要输液盒，当时医院并没有配备这些

物资。詹静通过寻求志愿者帮助，自掏腰包购
买了输液盒。

重庆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罗晓庆，
此次担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重症病
区护士长，她说：“我们都很感谢詹静自掏腰包
买了输液盒，让我们的工作越来越规范。”

病魔面前的“铁娘子”

“詹老师，又要出去拉东西哦。”一声呼唤，
詹静立马习惯性从椅子上弹跳起来：“好的，马
上去。”初来乍到，医院的办公系统不熟悉，就
组织队员立即熟悉办公系统；治疗室布置不合
理，就自己动手搬柜子桌子，把它改造得合理。

由于是重症病区，没有家属，没有护工，每

天除了给病人发放饮食、提醒病人吃药、为病
人输液、检测生命体征、病房消毒等工作，还要
去搬运物资。工作区域不大，但一个班下来，詹
静要走2万多步。

“好像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个胸椎骨折的
病人了，累到汗流浃背。”詹静说，重症病区所
有的防护物资、药品、仪器设备均需靠人力运
回科室。

病人最多的时候，詹静和她的队员要护理
照料30多位病人。重症病人多，突发情况就多，

“还有一些生活不能治理的病人，我们需要花
更多时间和精力。”戴上口罩和护目镜，穿上防
护服，时间长了就会胸闷喘不上气，等到下班，
脱下一层层“防护”，詹静常常全身湿透，手套
里都是汗水。

连日来，她每天需要在一线工作长达12个
小时，有时候一天下来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

“累得狠了，坐在椅子上也能睡着。”每天下班
后，按照惯例，詹静需参加晚上的医护专家病
例讨论会。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精神高度
紧张，导致詹静经常失眠，并出现了耳鸣。

“但每次得空坐下来浏览病区病人的病
历，病程录里‘患者症状明显改善’的字眼多了
起来，这点儿累也就值得了。”詹静笑道。

患者身边的“守护者”

“重庆北碚区中医院全力以赴无私援助武
汉，派出了贵院最好的医护骨干、精英团队
……詹静护士长熟悉每个病人的病情，指导她
的团队护理病人，鼓励我们战胜病魔……”这
是一封来自詹静和她的团队护理过的三位病
人的感谢信。

因为对病情的恐惧，有些病人会失眠，詹
静就教他们头部穴位及耳朵穴位按摩，缓解失
眠；有些病人心理压力大、焦躁不安，詹静就不
厌其烦给他们介绍病情进展，和他们谈心聊
天，让病人逐渐卸下心理负担、平复情绪。

有三位病人情况有所好转，可以转到轻症
病房，但这三位病人担心转去轻症病房不能得
到细心照顾。詹静说：“我就跟她们拉家常，告

诉她们即使转去轻症病房，接手的医护人员也
会尽职尽责照顾她们……”通过谈心，三位病
人最终打消顾虑。

了解詹静的同事都说她是个急性子，做什
么事情都雷厉风行。但面对病人，她十分有耐
心。她把病人当家人，上班忙着照顾病人，下班
詹静也没有闲着，经常微信询问病人的情况是
否好转，还把酒店给医护人员准备的水果留给
患者。如果轮到休息，詹静会拜托同事把水果
给病人带过去。“年轻的病人不叫我詹护士，叫
我詹姐。”

无私的关怀换来的是一句句感谢的话语，
一封封感谢信，一段段感谢视频……“有时候
出院的病人还要举着出院证和我们合影。”詹
静告诉记者。

一天，科室里的清洁阿姨也来找詹静聊
天：“重庆队的医护人员都很棒。”之前，清洁阿
姨们不敢进病区，重庆的医护人员来了过后，
对他们都很好，帮助他们做好防护，让他们觉
得进病房很有保障，很放心。

小组队员的“贴心人”

詹静在她队伍里年龄最长，队伍里还有三
个是“90后”，一个是“95后”，照顾好队员、保障
他们的安全是詹静的责任之一。

帮助队员检查居住酒店房间内部设施消
毒是否规范，防护装备穿脱是否正确，上下班
的安全问题……这一桩桩、一件件，詹静天天
都要过问、提醒。“从重症病区出来，医护人员
工作疲惫，容易放松警惕，不按顺序和方法脱
防护装备，会造成感染。”有时候病人多，队员
工作忙不过来，詹静就申请进入“红区”帮忙。

工作上，詹静不允许自己和队员出纰漏，
严格得像高中班主任。“她非常注重细节，经常
给我们指出问题，培养我们的习惯，学习了新
的知识，她也第一时间组织我们学习。”詹静队
伍里的队员贺晓丹说。每天睡前，詹静会在微
信群里跟大家分享护理经验、感受和技巧。

生活中，詹静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家
长。3月5日是贺晓丹生日，詹静主动协调酒店

送来了一个蛋糕，贺晓丹说：“本来我没打算在
这边过生日，真是意外之喜，大家一起给我过
生日，我很感动。”当天，詹静和队友们一起帮
贺晓丹庆祝生日，拍了许多小视频，直到太阳
下山。

“尽力完成任务，早日回家”

“走之前您答应我要平安回来，现在疫情
就快结束了，您也快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好休
息吧。妈，我想您了，祝工作顺利。”这是詹静的
儿子陈谨严的心里话。年前，陈谨严去了海南，
至今已经快两个月没有见过詹静了。

“我儿子比较自觉，自律性也很强，他的学
习我比较放心。”陈谨严是个高中生，最近在家
上网课。詹静说：“前几日，他还给我录了一段
音频，说他想我了。”说起儿子陈谨严，詹静语
气里满是骄傲。

起初请缨支援湖北时，由于害怕老人担心，
詹静并没有和母亲商量。“受疾病影响，妈妈的
右眼已不能看东西了。政府经常派人去关心她，
医院领导同事也常去看望她，并给她针灸治
疗。”好在大后方的关心和照顾，让詹静没有了
后顾之忧。“我会尽力完成任务，早日回家！”

“坐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的风景，微风吹
过，楼道里悬挂的小红旗迎风飘扬，那么整齐
划一，就像我们医护人员，不管你来自哪里，在
这里都干着同一件事，穿着防护服，战斗在抗
疫前线。给这段特殊的日子，留下一些美好的
记忆。”詹静的日记里这样写到。

詹静准备进入病房为病人输液。（资料图）

本报记者 韦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