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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張醫護在室外工作防護鏡結成冰柱的
照片感動了很多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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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一張醫護在室外工作防護鏡結成冰柱的
照片感動了很多人。白韻對此深有感觸，「每

次入戶檢測完，鏡子、口罩上都是熱氣，一出樓
門，就都會結成冰。」白韻所在的檢測點承擔着附
近幾個老舊小區、1.7萬餘人的採樣工作，由於沒有
電梯、年老行動不便者又較多，她和檢測點的「戰
友」需每日爬樓入戶檢測，「平均下來，每天得入
40多戶吧，穿上防護服又笨又沉，感覺自己就像個
小熊，爬多少樓梯就數不過來了。」她腼腆地笑
着。
隆冬時節的每日出行，白韻本是做足了準備的。

「羽絨服太大，沒法穿進防護服裏，我就在裏邊加

衣服，兩層保暖衣，兩層毛衣，但一天下來還是凍
透了。」考慮到嚴寒難耐，瀋陽市去年12月31日開
始的首輪全員核酸檢測點位就幾乎都設置在了通
風、空曠的室內場所。「我們這裏就是一個小學的
羽毛球館，有暖氣，但平時檢測的時候都是開門通
風，所以檢測點還給大家發了暖寶寶。」

手部消毒 冰冷刺骨
儘管多措禦寒，仍難敵寒流的長時間侵襲，特別
是每檢一人就要嚴格執行的手部酒精消毒環節，
「就像是被潑上了冰水，刺骨的冷。」第二輪全員
檢測下來，白韻和「戰友」的手也都傷痕纍纍，有
人凍腫的雙手難以恢復，有人被不透氣的防護服捂
出了甲溝炎需要每天忍痛用藥……在瀋陽，上千名
一線醫護和檢測人員用這樣的犧牲保障了採樣工作
的安全順利。
就在幾天前，白韻和隊友接到了去室外對一家賓

館人員進行核酸檢測採樣的工作。「外面好冷啊，
但為了瀋陽人民能打贏這場戰役，我要全力以赴。
晚上結束工作回到家，洗漱時都在打瞌睡，一不小
心磕破了手，趕緊貼上創可貼，明天還要戰鬥。」
在這一天的「小白抗疫日記」中，白韻如是記錄了
這段感受。

主動請纓 守護家園
從元旦開始進入檢測點，白韻就堅持用寫日記的方

式記錄下每日的工作內容和感受，「我本身就是和平

區婦嬰醫院檢驗科的一名檢驗技士，希望用這種方式
記錄下這段珍貴的戰『疫』日子。」作為專業檢測人
員，白韻在去年年初的疫情中就主動請纓，並在一年
多的時間裏，一直不間斷承擔着機場入境等重點人群
的檢測工作，並經歷過多次的專業培訓。
「小白其實是『老同志』」，同一檢測點的「老
同志」、58歲的張力一句話逗樂了大家，「晚上十
點多結束，她卻讓我們先回去，她留下打掃、消
殺，每天都是晚上快11點才能回家。」一邊的白韻
卻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老師其實每天還要吃
藥，還有兩年就要退
休，卻一樣衝在抗疫一
線。」在她的日記
裏，這場戰「疫」令
她體會到自己的
價值，「穿好隔
離衣上崗，那一
刻，我覺得自己
就像一名戰士披
上戰甲衝上了戰
場，身後是要守
護的家園和親
人。」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于珈琳 瀋陽

報道）連日來，遼寧

瀋陽的最低氣溫已逼

近零下 25 度，滴水成

冰。在這個中國北方近

60年來的最冷寒冬裏，

瀋陽也正經歷着嚴峻的

疫情挑戰，截至昨日，

本輪疫情已累計確診 32

例，同時第三輪全員核酸檢

測隨即啟動。極寒天氣中連

續「作戰」，一線醫護已是

滿負荷工作。在瀋陽和平區

第二小學核酸檢測點，22

歲的白韻正緊張準備着下午

的再次入戶檢測，「最冷的

是流動檢測時的戶外採樣，

寒風刺骨，一會手就僵了，

呼出的熱氣在口罩上結成了

霜，暢快呼吸都是奢望。」

白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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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及記者顧大鵬報道，中國疾控中心副主
任馮子健8日接受採訪表示，要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疾病的監測能力。
目前，河北省現有的本土確診病例中，有相當一部分發生在村莊。為什
麼這輪疫情在農村地區會出現病例快速增長的情況？基層疫情防控下一
步的重點是什麼？馮子健分析說，首先可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農村基層疾病傳播的發現能力是薄弱環節。這個疾病可能在這個地區已
經傳播了一段時間才被發現，這樣可能疾病在這個地區已經形成一定規
模的傳播，所以通過大規模篩查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病例。

實行報告制度 做好追蹤篩查
馮子健表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在處在冬天這個有利於呼
吸道傳染病傳播的季節，而且河北疫情地區村民的婚喪嫁娶等社會活動
非常密集，加劇了疫情的傳播。「其中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要進一步提高我們農村地區疾病的監測能力，特別是基層的診所、社區
鄉鎮的醫療機構發現疾病、報告疾病的意識，當然也包括要建立新的工
作機制能夠讓他們有機會報告，提高在報告、採樣（檢測）、診斷的能
力。」
日前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進一步做好農村地區疫
情防控，提出的具體要求包括加強鄉鎮衞生院、村衞生室的防控能力，
實行日報告制度，加強培訓，做好返鄉人員、流動人口的追蹤篩查等。

有人存在抗體 此前或已感染
另據《健康時報》報道，國家衞健委救治專家童朝暉在接受總台央視
記者採訪時透露，在這次河北地區的疫情中，專家發現，有部分人存在
新冠病毒IgG陽性的情況。IgG是指人體感染病毒後所產生的抗體，新
冠病毒IgG陽性也就是說這部分人有可能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並產生
抗體。
「病人產生了IgG說明他已經感染。新冠病毒一般在十天甚至兩周以
上，會產生IgG，也就是說IgG是後期產生的抗體。有些患者可能前幾
次的核酸檢測是陰性，然後再次檢測或者多次檢測後出現陽性。」童朝
暉表示。
石家莊市副市長孟祥紅介紹，截至8日12時，當日新增採樣32萬餘
人，新增核酸檢測1,382,697人，累計採樣980萬餘人，核酸檢測623萬
餘人，剩餘採樣工作將於當晚全部完成。
作為內地目前唯一高風險地區的藁城區，目前已完成全員核酸檢測，
累計完成採樣人數673,787人，累計核酸檢測人數511,219人，曾村鎮
20個村8日全部完成第三輪核酸檢測。截至1月8日12時，藁城區共檢
測出陽性患者259人，其中確診患者112人，無症狀感染者147人，均
已轉送至定點醫院進行救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河北石家莊、北京順義等疫情病例
涉及到農村地區。為加強農村地區
疫情防控，北京市農業農村局副局
長康森在同一場發布會上公布了20
項措施，涉及強化常態化防控措
施，重要節點、重點區域、重點人
員防控措施，疫情應急處置措施
等。
20項措施包括，北京要求各村動

態掌握人員流入流出情況，全面排
查石家莊市、邢台市等中高風險地
區來（返）京或有旅居史人員。

停辦集體宗教活動
北京要求嚴格控制村內聚集性活

動，春節前後禁止舉辦群眾性慶祝
慶典、聚集性展銷促銷等活動，堅
持「喜事緩辦、喪事簡辦、宴請不
辦」；對農村地區宗教活動場所進

行全面檢查評估，採取暫停對外開
放、暫停舉辦集體宗教活動的措
施。
北京還要求，每周對農村及城鄉

結合部地區的農貿市場、企業車
間、集體宿舍、公廁等重點場所、
重點部位進行環境標本採集和檢
測，每周組織對冷鏈、快遞、生活
服務業等重點行業人員開展一次核
酸檢測，堵住防疫漏洞。
瀋陽市政府8日召開第22場疫情
防控新聞發布會，會上瀋陽市農業
農村局副局長王志豐表示，春節臨
近，農村返鄉人員逐漸增多，農村
地區疫情防控形勢嚴峻，為加強農
村疫情防控，禁止農村各類聚集活
動。同時，將暫時關閉農村文化廣
場等室內外公共活動場所，禁止各
種形式的聚集活動。疫情防控期
間，婚喪嫁娶全面從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胡若璋 廣州報道）春運、春節
臨近，作為口岸大省、外來工大省和重要交通樞紐省份，廣東疫
情防控難度和風險日益增加。8日，在廣東省政府新聞辦新聞發
布會上，廣東省衞健委副主任、一級巡視員黃飛表示，廣東已完
成醫療機構一線醫務人員、內地跨境司機等重點人群第一針疫苗
接種工作，接下來將為參與春運一線的工作人員接種疫苗。為做
好「外防輸入」，對境外來粵人員嚴格落實「14+7」閉環管
理，至少進行4次核酸檢測。對於在粵的近1萬名港澳籍師生，
將引導他們留在內地過年。
內地高校和中小學陸續迎來寒假，其中，國外籍和港澳籍學生
是一個特殊群體。廣東省教育廳二級巡視員邱克楠表示，廣東有
港澳籍師生近1萬人，國外籍師生7,000人。「不管是港澳籍還
是國外籍，在校園疫情防控工作方面，我們都一視同仁，納入統
一防控管理。」
具體做法上，要求各高校引導港澳籍和國際學生留在校內或內

地非中高風險地區家中過寒假和春節，減少流動；及時登記了解
學生寒假出行動態，勸導他們不要到疫情重點地區旅行和探親；
從境外和境內中高風險地區返粵返校的師生，按照屬地管理原
則，嚴格落實健康管理。另外，廣東將要求各高校關心留校師生
身心健康，妥善安排好學習和生活。
暨南大學港生傅同學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學校已經決定錯峰

分批次放寒假，便利學生有序回家。「我原本定在14號放假的
那一批，但因為還有些課程問題需要延後兩天才返回。」傅同學
說，此前在手機上看到很多省市建議在外務工人員錯峰返鄉過年
或者留在當地過年。學生也是寒假往來大軍中的一員，對疫情防
控也不能有絲毫鬆懈。通過和父母商量，傅同學為了春節後能順
利返校，決定暫不回港，去福建親戚家過寒假。 「這個春節可
能很難和父母團聚，肯定會憂傷。」傅同學思考再三，還是希望
春季學期可如期返校準備畢業課題。
而來自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香港研究生黃同學則表示，確定了21

日回港。「家在香港，肯定要回港和家人過春節。」黃同學坦
言，確實也做好了春季開學需要再隔離的心理準備，期待疫情能
有效防控，大家的生活早日回到原來的軌跡。

重點人群基本完成接種
據了解，截至1月7日，廣東已累計接種121.09萬人，其中，

直接接觸進口冷鏈食品人員、隔離場所工作人員、入境閉環管理
從業人員、內地跨境司機、醫療機構一線人員等重點人群，已經
基本完成第一針接種工作。接下來，將重點對民航、鐵路等春運
一線人員開展接種工作。

河北農村病例猛增
中疾控專家：疾病監測係薄弱環節

北京20措施強化農村防控

粵倡港澳師生留粵過春節
境外來粵落實「14+7」防控

●●白韻和白韻和「「戰友戰友」」在嚴寒中為賓館人員進行在嚴寒中為賓館人員進行
室外核酸檢測採樣室外核酸檢測採樣。。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在瀋陽和平區第二小學核酸檢測點的白韻在為在瀋陽和平區第二小學核酸檢測點的白韻在為
居民採集咽拭子居民採集咽拭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攝

●河北石家莊一社區在進行核酸檢測。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