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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对口支援湖北黄石医疗队 310 人出征
      2月11日下午，江苏援黄石医疗支援队

310名队员从南京禄口机场出发，奔赴湖

北省黄石市开展对口支援新冠肺炎防治工

作。江苏省省长吴政隆前往机场送行。

　  根据省际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地市

新冠肺炎防治工作机制安排，由江苏省对

口支援湖北省黄石市。截至2月10日24时，

黄石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5例，其

中在院治疗重症53例、危重症20例。

　　江苏省卫健委根据黄石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第一时间下发通知至各有关设区市

卫生健康委和医疗机构，部署医疗队组建

工作。科学选派医护、预防等专家，重点

抽调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儿科

等医务人员组建医疗支援队。

       10日下午，310人的支援队名单确定，

队员们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

医院等16家委直委管单位，共58家医疗机

构，包括103名医生、200名护士、4名公卫

人员，江苏省卫健委派出3名干部，共计

310人。其中多名专家具备丰富临床重症抢

救经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经验及医

院管理经验。队员中年龄最大的60岁，年

龄最小的23岁。

　　 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江苏省逸夫医

院院长鲁翔曾三次为前往前线的医护人员

们送行。这一次，他作为黄石对口支援前

方指挥部总指挥，也一道踏上了前往湖北

的旅途。他表示，本次医疗队挑选了一批

参与抗击非典的“老兵”，及有丰富临床

重症抢救经验的专家。到达黄石后，队员

们将立即对当地整体防控情况摸底，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出黄石防控的整体方案，确

保疫情不进一步恶化，并利用江苏在疫情

防控上积累的技术与经验，与黄石人民一

道抗击新冠肺炎。                文 张传明 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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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疫情中的“苏商温度”
捐款捐物价值超 7亿元 

     1月27日，工作人员在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内开展消毒工作。为全面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铁路南京站组建了铁路防疫应急处置队伍，每日对客运站

候车室、售票厅等位置进行预防性消毒，并做好候车室通风换气和车站动态卫生保洁，

为出行的旅客提供安全清洁的候乘环境。                                                                   泱波  摄               

      “你要相信有奇迹，不要放弃，我会

为你盖一座城堡挡住乌云，彩虹出现就天

晴。”坐在钢琴前，长发飘飘的“90后”

台青宋彤抚琴自唱为武汉祈福的原创歌曲

《陪你等天晴》。 

　　常住江苏常州的宋彤是一名文艺工作

者，春节前，她回到高雄过年。大陆每

天疫情的变化让她坐立难安。“我去过

武汉，看过黄鹤楼，吃过湖北菜，为武汉

安养院的老人们唱过歌。”想到当下正有

很多人冒着风险、不眠不休与病毒作战，

她写下《陪你等天晴》，用歌声为武汉祈

福。 

　　疫情难挡两岸情，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众多台湾民间人士高度关切疫情发

展，抗“疫”洪流中涌现“台胞力量”。 

　　“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捐赠300万元

人民币；台积电南京公司捐赠医疗防护衣

1000件、护目镜200个、防护手套500双；

台青个人捐赠N95口罩2万个……”中新社

记者3日从江苏省台办获得一份长长的对口

湖北捐赠名录。名单上有捐款、捐物，捐

助主体有企业、协会、民间团体、台青，

有的具名，有的不具名。 

　　江苏是大陆台商聚集度较高的省份之

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2日15时，江

苏各地台协会、台商、台胞、台企捐款

总额达570.58万元，捐助医用手套25.05万

双、口罩16.7万个、医疗防护服1000件、

护目镜1000个，捐助自热米饭3900箱、方

便面1100箱、矿泉水100箱、八宝粥1000

箱、豆浆粥50箱、饼干3.55万份等。 

　　各行各业的台商行动起来。新药研发

公司、苏州东曜药业宣布向湖北省慈善总

会捐赠100万元，以支持当下急需的医疗物

资采购、人员保障等。优德精密工业（昆

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伟正在发动

员工和家属捐款，他告诉记者，公司先定

向捐赠了10万元。“我们要帮助同胞尽早

走出疫情‘阴霾’，略尽绵薄之力。” 

　　民间团体接棒投入。星云文化教育

公益基金会、国际佛光会发起“口罩行

动”，全球各地的国际佛光会的工作人员

分头在巴西、日本、马来西亚、美国等地

筹募口罩。2日上午，他们共同捐助的120

多万个口罩，已有70万个口罩送达湖北战

“疫”一线。 

　　台胞个人积极出力，从发动募集物

资，到创作暖心歌曲，形式不一而足。 

　　宋彤每天都在关注疫情新闻报道。她

告诉记者，虽然无法像医生护士那样驰援

湖北，但感同身受、以歌为大家鼓劲，相

信终会迎来战“疫”好消息。

　                                                     文 朱晓颖 

南京志愿者活跃一线战“疫情”
     2月4日，青年志愿者在铁路南京南站开展志愿服务。连日来，由南京团市委组织的防

控疫情志愿服务队活跃在铁路南京站、南京南站，协助车站开展旅客测温、排查、登记

防疫工作。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志愿服务队吸引了近千名志愿者报名。            泱波  摄  

江苏医生出征：救重病人就像抢时间把 "危墙 "地基打牢
      2月2日，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发援湖

北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少华，在

启程前接受了中新网记者采访。他坦陈，

去之前心里已有预案，脑子里反复过这些

事，救重症病人就像抢时间把“危墙”地

基打牢。

　　2日下午，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

百余人乘飞机出征湖北。这次出征的医护

人员中，来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护士很

多。刘少华是其中一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人

心，更让后方的很多医疗工作者揪心。刘

少华的职业特性让他明白，他和同事们此

行任务艰巨：尽可能多地挽救重症患者的

生命。

　　刘少华告诉记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确诊的危重病例，可能会出现多种

危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可能要对人体

脏器功能进行支持维护等。同时，要运用

现代医学的手段，帮助病人度过最危险的

时期，赢得抢救的机会。举例来说，要对

重症患者的呼吸系统进行支持，监测人体

循环功能并进行针对性处理等。

　　“人体在遭受严重的病毒感染时，基

础的东西很容易出现问题。就像在面对一

堵倾斜的危墙时，我们要把墙的两边加固

起来，赢得时间把危墙的地基打牢。实际

上，就是和时间赛跑。”他说。

       刘少华告诉记者，这些天，他高度关

注着已在前方工作的医疗队的救治信息，

反复思考着这些事。“先不把自己的知识

武装起来，就不可能做到来之即战。我们

要打有准备之仗，不是无准备之仗。”

　　接触危重病人，自身感染的风险可能

比一般情况下更高。他说，自己确实有些

忐忑，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专业技能和防护

措施。“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服

务别人。”

　　刘少华定居南京，老家在湖北。这几

天，他每天都在和家乡亲戚通电话，叮嘱

他们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门。同时也告

诉他们：“我马上就到”。

　　刘少华正在从一个家回另一个家的路

上。临行前，他说，“相信我们，会给江

苏人争光，会带去对武汉人民的爱。我会

平安回来的。”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并肩作

战”……医疗队员的相互鼓劲声，在停机

坪前此起彼伏。航班即将启程，他们带去

的不仅仅是战“疫”装备和技术，更是必

胜的信心。                       文  朱晓颖 吴倪娜

      2月2日，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120人乘飞机出征湖北，支援当地开展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据悉，截至目前，江苏已经派出435名医务工作者奔赴湖

北，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图为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医护人员手持印有“抗

疫必胜”四个大字的纸张合影。                                                                                    泱波  摄              

苏州发布“惠外”十二条

支持外贸企业疫情期间稳定发展
       2月7日，苏州市公布了《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

稳定发展的政策意见》(简称《苏“恵外”

十二条》)，将通过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保障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鼓励外贸企业

开拓国内外市场、推进贸易便利化四种途

径，在疫情期间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发展。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苏“恵

外”十二条》提出要支持进口医用防护口

罩(N95)、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等紧缺疫情

防控物资进口，对企业进口上述紧缺疫情

防控物资，参照国家对于先进技术和设备

的进口贴息政策，给予进口补贴。对进口

防疫物资的企业投保的进口预付款保险费

率降低50%，保费予以100%的补贴。鼓励

企业为跨境电商业务投保出口信用保险，

对相应的保险费率降低30%，保费支出给

予50%的补贴。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力

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同时，《苏“恵外”十二条》也提出

稳定外贸企业在手订单、确保企业物流运

输通畅等保障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举措。

　　《苏“恵外”十二条》还积极鼓励外

贸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提出充分发挥中

欧班列(苏州)的进口功能、跨境电商进口

功能以及国家级进口平台载体优势，增加

农产品、药品、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规模，

保障市场供应。对外贸企业在疫情期间投

保的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费率降低30%，

保费予以50%补贴，支持企业实施出口货

物转内销。对已发生的境外展会展位费用

也将给予补贴。

　　实施原产地证书“不见面申领”；及

时出具不可抗力证明；保障疫情防控物资

快速通关；临时延长汇总征税缴款期限，

调整滞纳金、滞报金起征日等措施则被用

于推进贸易便利化。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

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可

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苏州市委员会

申请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对用于疫

情防控治疗的进口药品、消毒物品、防护

用品、医疗器械等，做到即到即提，确保

通关“零延时”。2020年1月申报的汇总征

税报关单，企业可在2月24日前完成应纳

税款的汇总电子支付。对于缴款期限届满

日在2020年2月3日至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

的复工日期期间内的税款缴款书，可顺延

至复工之日后15日内缴纳税款。

　　《苏“恵外”十二条》执行期暂定为

自政策发布之日起的三个月。中央、省出

台相关支持政策，苏州遵照执行。

                                                     文  钟升

元宵过后大地回暖 
战“疫”胜利的春天还有多远？

        元宵节后，中国多地2月9日起大幅回

暖。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在中国北方经历

降雪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开始明显回

升。未来两天，北京地区的最高温度突破

10℃，上海、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地区最

高温度将触及15℃，在广州、深圳等南方

地区，超过20℃的强势暖意来袭。 

　　疫情交加的“孤单寒冬”中，人们太

渴望春天的到来。久违的太阳，让不少

长期宅在家里隔离的人们开始“心里长

草”，蠢蠢欲动。 

　　不过对此，多位专家认为，天气的转

暖并不意味着疫情转折。尽管病毒“怕”

热，但超过56℃且持续30分钟以上的高温

才会对新型冠状病毒起作用。而气温与病

毒的消长目前尚无定论。 

　　“市民对于疫情的认识，不应因天气

的变化而转向。”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

诊科主任王凌航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一

种新病毒，什么条件下能够彻底杀死，现

在的认识仍是不够成熟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李岩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我听说过这种说法，

说气温升高新型冠状病毒会自行消失，其

实这是根据当年SARS病情发展的一种猜

测。新型冠状病毒被发现并不久，针对此

病毒的研究刚刚开展。病毒会不会因为气

温升高失去活性，科学上还没有结论。” 

　　专家提醒，大降温和“过山车”式的

气温起伏，加上外出，容易使人抵抗力

下降，让病毒更易乘虚而入。因此，与其

“幻想”依靠天气，不如坚守自己的责任

田，少外出不扎堆，才有可能尽早迎来战

“疫”胜利。 

　　目前是防控的关键时期，也是防范社

区传播的重要时期：一线抗疫者24小时与

死神赛跑，而居家的市民仍需坚守好“大

后方”。不妨多点耐心，待到疫情结束

时，何愁繁花不自来？                文 杨颜慈

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出征

      2月3日晚，南京一处楼宇外墙打出“坚定信心 迎春天”、“同舟共济 大团结”、

“稳住 我们能赢”、“樱花会开 春天会来”等字幕，鼓励民众一起加油，共同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泱波  摄               

援手武汉 抗“疫”洪流涌现
“台胞力量” 

       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在这个阖

家团圆的日子，南京南站前却聚集了大批

医护人员，他们放弃了与亲人共享天伦之

乐，正准备踏上前往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的征途。

       人群中，孙春选正裹着羽绒服与未婚

妻通视频电话。孙春选是江苏省第二中医

院急诊科的一名男护士，也是江苏省支援

武汉医疗团中的一员。对于他来说，今年

春节本是与未婚妻喜结连理的佳期。但当

大年三十夜听说江苏省支援武汉医疗团正

在募集人员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

远，“为国赴汉阳”。

       临出发前，未婚妻打来视频电话，问

孙春选是否穿上了她买的那件羽绒服，叮

嘱他注意身体。孙春选表示：“我身为男

护士的体力更强，劳动强度可以更大，有

国才有家，这时我们医护人员更应该挺身

而出。”

　　本次江苏省支援武汉医疗团共有来自

40多家医疗机构的147人，今晚与浙江专家

汇合后，将同车抵达武汉。   

                                       文 申冉 张传明 钟升

南京火车站消毒防控新型肺炎疫情

南京男护士延迟婚期驰援武汉

       中新社记者2月5日从中共江苏省委统

战部、江苏省工商联获悉，为湖北及各地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江苏

民营企业家捐赠款物价值（不完全统计）

已达7.25亿元人民币。 

　　“现金39794万元、专项基金8000万

元、特殊党费1000万元、医疗器械2413万

元、医院建设物资2555.5万元、药品4386

万元、医用口罩5882732只、防护服267065

只、护目镜55250副……”江苏省工商联

5日提供的一串数字和名单，体现出疫情

“寒流”中的“苏商温度”。 

　　历史上苏商与徽商、晋商、浙商、粤

商齐名合称为“五大商帮”。近代张謇实

业救国、荣氏家族工商业兴邦，均是百年

苏商爱国尚德、讲求务实的写照。 

　　如今江苏是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占

“半壁江山”，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累计登记户数超800万户，与浙江并驾

齐驱。在此次举国投入、全民参与的战

“疫”中，江苏商界跨界协作，共克时

艰。 

　　他们有的是“大手笔”汇出巨资，如

恒力集团单笔捐赠就达1亿元。有的是结

合企业自身优势各出其力。苏宁、红豆、

海澜之家、波司登、亨通等耳熟能详的苏

商纷纷行动，除了捐款、设立基金会，有

的还捐赠抗“疫”前线最紧缺的防护品和

药品物资，借助电商平台“云送菜”，利

用物流优势免费运送货等。 

　　非常时期也不乏一些非常之举。江苏

盛虹集团花费3000万元，紧急“复活”了

一家已进行破产清算的企业。这家企业

“生前”是生产防护服装、防护手套、防

护面具、医用纺织品、医用无纺布制品

的。刚从生死线上被紧急“唤醒”，企业

立刻“满血”返产，加班加点，后期总产

能可达日产24万个口罩。 

　　2月4日傍晚，鱼跃集团董事长吴光明

动用私人飞机抢运医疗物资，将其捐赠的

100台医用制氧机、10台医用呼吸机从南京

禄口机场发送至武汉天河机场，并委托有

关方面火线驰援武汉抗“疫”一线。

　　                                          文  朱晓颖

南京铁路民警送旅客温馨提醒与祝福
     2月10日，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民警在纸上写下“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您的平安出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出站请测体温，安全

你我他”等话语，并在他们不同的岗位上拍下照片，用别样的方式给旅客们送上温馨的

提醒和祝福。                                                                                                                     泱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