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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河 泵 站
运行班组职工进
行汛期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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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排水管
理所排水抢险小组在
进行排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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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今年汛期以来，津城遭遇多轮强降雨，我市

各防汛相关部门根据全市统一部署，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原则，严阵以待、严密部署、全力应

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汛期考验，水务、排管等部门职工舍小家为

大家，坚守在防汛的最前线，用责任和担当筑起“大

坝”。哪里有险情，哪里有隐患，哪里就有防汛职工冲

锋在前。他们或清除排水隐患，或巡查供水设备，用实

际行动确保防汛安全万无一失。

“以雨为令，闻汛而动”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

担当。在困难和灾害面前，防汛职工始终坚守责任，

为打赢这场硬仗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编者

显担当

班组·专题

防汛排涝是夏季排水养护的重点工作，也是南开区排
水管理所排水抢险小组最忙最累的时候。“以雨为令，闻汛
而动”是排水工人铁的纪律。8月12日，气象部门预报，我
市面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排水抢险小组50名职工全体进
入24小时上岗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天气。

排水抢险小组主要负责南开区12个街区域的排水
工作，包括23256座雨水井，排水管网的清掏养护、设施
维修、抢险排涝……8月12日夜间的大雨让小组组长邵
伯安记忆犹新，当时启动应急响应，小组立即开启24小
时作业模式，随时出动，排除道路积水及各类安全隐
患。“昼夜备汛是我们的工作常态，下雨时在水里一泡
几个小时，大家根本顾不上吃饭，甚至连休息的时间也
没有。”副组长马俊越告诉记者，好几次赶上饭点儿，积
水还没消退，他就和班组的同事们一边用水泵抽水，一
边蹲在路边把晚饭解决了。

“您别看现在天气热，下雨时水里的温度只有十几摄
氏度，人走在水里很消耗体力，每一步都很困难。”马俊越
说，有的积水点位水深达1米，井盖加上水压将近100多
公斤，需要几个师傅合力才能打开。降雨量大的时候，街
道小区的垃圾桶都会翻倒，里面的生活垃圾在水面上漂
浮，让本就能见度很低的污水更加浑浊不堪，很多职工冒
雨在污水中作业，都得了皮肤病。

雨过天晴，排水抢险小组又忙着挨个儿排查易积水
点，寻找积水原因，量身定制“一处一预案”，对易积水
点位进行整改，确保下一次雨天来临时，道路能更加通
畅。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开区长江里、长治里小区多年
积水问题得以解决。即使是雨前，排水工作也不轻
松。因管理设施量大，每年的维护任务非常重，为保障
设施的最佳排水功能，班组成员还要对很多地方进行
提升改造，检查、疏通排水管道、窨井，对管道内的淤
泥、垃圾等进行清掏……排水抢险小组每年清疏的管道
可达1300多公里。

与污水、大雨奋战，换来城市的洁净和老百姓的安全
出行，在邵伯安看来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让他欣
慰的是，班组里这几年来了一批新入职的“80 后”“90
后”，为排水抢险队伍注入了新的血液。排水抢险小组带
领的新兵们正如同乘风破浪的雨夜逆行者，用热情与行
动诠释着排水人的奉献与坚守。 本报记者李洋

“报告班长，调节池目前水位正
常，泵站各设施运行正常。”水务集
团引江市区分公司西河泵站运行班
组巡查员黄明汇报说。早上7时，黄
明和同事们就早早开始了汛期巡查
工作，在记录了泵站运行数据情况、
调节池调蓄水位后，他第一时间将
信息报送给班长唐国龙。唐国龙
说：“入汛以来，泵站加强了巡查力
度，24小时专人值守，每小时上报调
节池水位并记录运行机组数据，随
时接听调度电话进行流量调节，按
照调令进行开停机操作。”

进入汛期以来，天津已遭遇多
轮强降雨，位于红桥区的西河泵站
承担着向中心城区三大水厂输送
引江水的任务，泵站的安全关系着
天津市区和近郊近千万人的生活、
生产用水，泵站一旦进水，将影响

设备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供水隐
患。按照预防为主的原则，水务集
团引江市区分公司提前制定并下
发了泵站管理所防汛应急预案，进
一步强化泵站防汛举措，加强人员
巡视，明确应急处置流程。

“汛期，我们班组认真开展水
源巡查，加强水源防护工作，加大
水质检测频次，同时结合气象部门
预警信息，及时调整供水运行模
式，全力保障供水安全。”在泵站
里，班长唐国龙一边记录一边介绍
说。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敢松
懈，在例行检查完泵房的线路设施
后，唐国龙和同事黄明按照巡视路
线再次来到变电站和进水泵房进
行设备设施检查，查看电机、水泵、
LCU柜的各个仪表指示是否正常，
穿墙套管有无漏水等，唐国龙紧盯

各项仪表盘，在记录表上如实填
写。“汛期什么情况都会发生，所以
需要我们更密集地巡查。”随后，他
们又来到闸室，检查各机组阀门启
闭情况，以及仪表、按键是否正常，
正是在他们一遍又一遍巡查中，发
现了穿墙套管漏水、厂房窗户漏雨
等情况，唐国龙组织人员及时进行
了修护和封堵，成功避免了泵房进
水的险情。

除了组织运行班组 24 小时值
班巡查，从 5 月下旬开始，唐国龙
带领班组成员就完成了泵站电气
预防性试验，安装了防汛排水泵、
储备了沙袋等防汛物资；并组织
泵站班组人员进行演练，确保汛
期泵站供水正常、水质优良，让市
民在生活用水方面无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李洋

8 月 12 日 17 时 30 分，地铁晚高峰开
启。此时津门普降大雨，急着赶回家的乘
客，潮水般涌入地铁1号线小白楼站。一
进站，他们就踏上防滑毯垫，拿到车站员
工递上的伞套，耳边传来“小心地滑”的广
播提示，顿感温馨。

当前，我市地铁1、2、3、5、6、9号线联
网运营，服务触角延伸到城市每个角落。
尤其汛期雨天，出于安全舒适和避雨考
虑，乘客选择地铁出行概率更大，且地铁
线网雨情具有“同时、点多、面广”的特
点。因此，防汛任务尤其重。此时，以小
白楼站员工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运营员工，

“雨情就是命令”，守护乘客安全舒适出行
责无旁贷。

车站人头攒动，但在车站员工指挥引
导下，乘客从安检、测温、过闸机，一路顺
畅通行到站台候车。考虑到暴雨可能与
晚高峰客流重叠，任务吃紧，车站特意增
配晚高峰支援人员，组织乘客安全有序上
下车。

地铁1号线小白楼站地处市中心繁华
地段，与朗香街下沉广场相邻，地势低洼，
客流量较大。因此该站成为我市轨道交通
运营全网防汛重点车站。

35岁的站区长高福众，也是集团专业
抢险队员。他来到地铁出入站口，看到大
雨依旧，但排水顺畅，站口没有任何积水，
才放心地说：“今年行动早，4月我们就按
照集团要求梳理车站防汛薄弱点，防汛物
资整备申报，组织全员培训演练，做足准备
打硬仗，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

6时30分晚高峰运营顺利结束，但为
了应对夜间可能的暴雨影响，车站工作区
将整夜灯火通明，安检人员将驻守车站，
为次日早晨 6 时车站开启正常运营提前
做好准备。下雨天，轨道交通运营人注定

“今夜无眠”。 本报记者王洪宇

“病毒无国界，抗疫无国界，每一名专
家是医者，更是使者。”中国政府向非洲国
家派出的第一支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天
津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刘筠说。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人民
的生命带来了危害。非洲国家向中国发出
了援助请求，由国家卫健委组建、天津卫健
委选派的中国第一支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
12人于4月16日凌晨奔赴布基纳法索，开
启了国际医疗救助。

布基纳法索地处沙漠边缘，资源匮
乏。4 月的气温常常 40 多摄氏度，停电也
时有发生。高热酷暑、基础设施差、多种
流行病肆虐、时局动荡，所有这些都时刻
考验着医疗队员们。刘筠带领的天津援
非医疗队专家们深入疫情一线，马不停蹄
地走访、调研、培训，每天与各种人群接
触，工作场景中的社交距离也常常被热切
的交流所忽略。定点医院、新冠分诊区、
隔离病房、病区改造项目工地……到处都
留下了中国专家的足迹。“在定点医院，我
们的专家现场解决了困扰当地医生一年
多的影像设备制动复位问题。”刘筠说，面

对非洲同行不间断的专业提问，他们有问
必答，有问详答，倾囊相授。由于当地医
生提问过于踊跃，每次的培训交流都会多
次延时，被当地同行称为“马拉松”式的培
训。此时，对中国专家们的体力消耗也确
如一场马拉松。

在圆满完成布基纳法索的援助任务
之后，刘筠又带着这支医疗队按照国家统
一部署，于4月30日转赴科特迪瓦。“科特
迪瓦是西非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多
的国家之一，其中 98%的病例集中于首都
阿比让。我们抵达阿比让时，当地疫情仍
处于胶着状态，整个地区只有一家实验室
进行核酸检测。”刘筠说，“5 月的科特迪
瓦气候闷热潮湿，队员们每天都在免费

‘蒸桑拿’。”
工作初期，部分当地接待人员对于专

家组的工作目的不甚了解，出于较强的自
我保护意识，本应公开的信息不能及时共
享。“我们积极与对方沟通，讲究方式方
法，与对方充分分享中国经验，逐步取得
了对方的信任和高度认可。”刘筠说，随着
市场开放、逐步复工，当地疫情始终在高

峰波动，专家组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定点医
院、集中隔离点，以及当地疫情最为严重
的社区诊所进行调研。

在非期间，专家组实地走访、调研，
与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世卫组织、红十
字会等人员座谈，举办了 19 场专业培
训，开展技术指导 190 次，培训人员 1000
多人。专家组依据我国的抗疫经验，结
合布、科两国实际情况，分别向两国卫生
部提交了详尽的、量身定制的万言工作
报告书。布基纳法索传染病学知名专家
乔治博士称专家组为“梦之队”，科特迪
瓦政府为专家组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
中国专家团队在抗疫工作中对他们国家
作出的突出贡献。

此次援非抗疫医疗工作，对医疗队的
每名队员而言都将终生难忘。作为队长，
刘筠更是如此。“中国医生用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服务于非洲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患难见真情、共同抗疫情’的国际人道
主义精神，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刘筠说，“作为一名医生，有幸
参与，理应全力以赴。”

今年8月19日是第三个
“中国医师节”，主题是“弘扬
抗疫精神，护佑人民健康”。
日前，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
天津市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大
会，号召全市医务工作者进一
步弘扬抗疫精神，慎终如始、
再接再厉，切实维护好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今年以来，举国上下共同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广大医务工
作者不畏生死，不辱使命，在
津沽故里、在荆楚大地间书写
医者华章，铸就逆行丰碑，用
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医者的责
任与担当。他们中有闻令而
动，出征驰援湖北，远赴非洲
两国，为当地抗击疫情作出贡
献的医务工作者；也有留守津
门，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守卫着
一方人民身体健康的白衣天
使；还有在流调现场寻找疫情
的蛛丝马迹，在实验室里寻找
病毒隐身场所的“福尔摩斯”，
为全面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
作用。谨以此报道，致敬医师
榜样，铭记感人事迹。

“如果病毒传染性强，扩散迅速，疫情发生，
我们要义不容辞地冲在最前面。”作为一名医
生，他深知“生命之托，重于泰山”，治病救人是
医生的职责；作为党员，危难当头，他以身作则，
逆行向前，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和“使
命”。他就是天津市海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于洪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天津市海河医院被
确定为收治此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定点医
院。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了提早对这种新发传
染病进行分析、研判和防控，1 月中旬，于洪志
取消了与家人共度新年的计划，开始了疫情防
控的前期准备。专家组连夜召开会议研讨疫情
应对方案，认真学习诊疗方案，与武汉肺科医院
的专家进行交流，请教诊治经验……于洪志与
感染、院感、重症、急救、护理、检验等专家一同
制定了我市的疫情防控方案。

“1 月 21 日，天津市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确诊，我与 17 名医生 35 名护士一同进入红
区。”于洪志回忆，每个人迎着严寒从家中赶到
医院，毫无怨言，风雪无阻，开始了临床救治工
作。1 月 22 日，一位女患者初入院时只有低热
症状，情况平稳，但在住院后第二天早晨，突然
高烧到 39 摄氏度，躺在床上不吃饭也不说
话。“前一天还和医生对答如流，情绪良好，第

二天就出现这些症状，在排除病情发展的情况
下，我猜测很可能是负面情绪过多导致了心理
问题。”于洪志说，“于是，我和患者约好，用三
天时间，我负责治病，她负责吃好喝好，增加抵
抗力，合力把病毒打跑。”仅仅三天，这位患者
的病情就明显好转，笑容重新回到脸上。患者
出院后，特意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生命
之托，重于泰山”八个大字。这更坚定了医护
人员前行的决心。

作为重症医疗队，这支队伍先后诊治33例
次重症、危重症患者，其中有进行机械通气、EC-
MO、CRRT、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俯卧位通
气、深静脉置管，经过努力最后使很多重症患者
转危为安。每当遇到留取咽拭子和动、静脉插
管、床旁气管镜检查等近距离接触患者的呼吸
道、体液标本的高风险操作，于洪志都冲在前面，
就这样在红区坚守了38天。身为党员、支部书
记的于洪志常说：“只要我在，我第一个上。”

在于洪志也被确诊感染后，津城百姓们
牵挂着他。“都说我们舍小家顾大家，我也感受
到了大家的爱。不负大家的关心关爱，不负我
战友们的精心医治，治疗痊愈后，我又回到了自
己的工作岗位。”于洪志说，“我将继续发挥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卫
津城，无怨无悔。”

“梦之队”携手非洲共抗疫情

“只要我在，我第一个上”

“每名队员从红区完成工作出来时，脸上都
留下口罩的勒痕，手掌的皮肤都被捂得泛白，身
上的工作服早已湿透，但是每位队员都毫无怨
言，短暂休整之后又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下一次
战斗中。”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
检测所杨东靖回忆起和队友们并肩战斗的日
子，仿佛历历在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杨
东靖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奋战在天津市抗击疫情
一线，从事新冠病毒实验室检测工作。

2020 年 1 月 30 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向各
省市疾控中心发出紧急驰援湖北的消息。当得
知湖北疫情前线急需新冠病毒检测专业技术人
员，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有着十余年实验室
检测经验的技术骨干，杨东靖立刻主动请缨支援
湖北。天津市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紧急组建了
天津市第三批支援湖北疾控检测队，由杨东靖
担任领队。1月31日，检测队人员、物资、装备就
集结完毕，出发前往湖北恩施，支援当地新冠病
毒实验室检测工作。

2月1日清晨，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辗转奔
波，天津市第三批支援湖北疾控检测队到达恩
施。当时正是湖北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医疗队
员没有进行休整，当天就投入到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工作中。杨东靖说，“我们虽然不在诊治新冠
患者的医院前线，但实验室却是我们与新冠病毒
正面交锋的‘战场’。每一次检测都是与新冠病
毒的‘短兵相接’。”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新冠肺

炎检测样本，杨东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冲锋在前，身穿厚重的三级防护装备深入红
区提取新冠病毒核酸样本，常常一干就是四五个
小时。在结束红区高度紧张危险的样本提取工作
后，杨东靖和同事们还要继续分工协作，配制检测
体系，上机检测分析，直至最终完成新冠病毒样本
的检测结果上报，平均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支援恩施抗疫的53天时间里，天津市第三
批支援湖北疾控检测队与恩施州疾控战友共同奋
战，共完成新冠病毒检测样本23459份，共检出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 214 份，单日最高完成了
1898份样本的检测峰值，单日最高检测量和总检
测量位居全湖北省前列，且检测结果全部准确，
无一错检漏检。所有这些检测数据的背后，都是
天津疾控人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热血担当。

驰援恩施，天津市第三批支援湖北疾控检
测队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为当地病毒检测实
验室解决了新冠病毒的检测技术难题，强化了
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操作，并极大地缓解了当
地新冠病毒检测任务的巨大压力，为恩施的新
冠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时间，使恩施新冠疫情
迅速得以清零。

杨东靖说：“此次驰援恩施，我深切感受到党
和国家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坚定决心，全体医务
工作者舍生忘死，救死扶伤的忘我奉献精神，这
段经历成为激励我今后继续奋勇前进的宝贵精
神财富。” 本报记者姜凯琦

每一次检测都与病毒“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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