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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面对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怀孕近 37 周的市民张
女士因身体不舒服急着做产检，
却出不去。丈夫在医院工作，家
里只有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
子。市妇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
间帮助她解决了后顾之忧，张女
士很是感激。

昨天，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
张女士。她表示，2 月 10 日，她
怀孕近37周，感到血压不稳，忽
高忽低，胎动也不如从前，很害
怕。她与自己的主治大夫联系
后，对方要求她必须去医院做

产检。家里只有70多岁的公公
婆婆和年幼的大宝，丈夫在医
院一线值班，也不在家。小区
又不让开车出去，甚是焦虑。

“我怀第一胎是37周出生，孩子
生下直接就进 ICU 了。这次二
胎马上 37 周了，既怕孩子早产
又怕孩子有问题，还担心到时
候不能开车出去，120也不能及
时赶到。”

无奈之下，她查询到市妇联
的 24 小时疫情心理援助热线，
就直接拨打了过去。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鹰城心理健康发展
中心主任赵迎春接到电话，她一
边询问情况，一边疏导张女士的

情绪。随后，她立刻向市妇联反
映了此事。湛河区妇联主席任
丽娜负责协调此事。

任丽娜说：“我们最后跟张
女士所住小区物业协调，把张
女士的个人信息在物业备案，
如果张女士需要开车去医院产
检，拿身份证在门卫登记一下
就可以了。而且在此期间，万
一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通知
120，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尽最大
努力去帮助她。”

“第二天上午我就开车去医
院做产检了，医生说一切正常，
我现在可以安心在家待产了。
真的很感谢市妇联的领导。”张

女士说。
据赵迎春介绍，自市妇联

联合鹰城心理健康发展中心开
通 24 小时疫情心理援助热线
到现在，共接听电话 34 人次，
处理危机事件 4 起。“其实很多
市民出现的反应，是‘病’于信
息过载，长期浸泡在非常悲伤、
沉重的信息氛围里。”最后，她建
议市民多进行合理的娱乐休闲
活动，例如做瑜伽、听轻音乐、下
棋喝茶等，如果有心理咨询的需
要，尽快拨打24小时热线0375-
7087628，或关注市妇联微信公
众号，向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寻求
帮助。

妇联24小时疫情心理援助热线

让孕妇感受“娘家人”的温暖

□记者 赵志国 通讯员 张培园

本报讯 2 月 16 日下午，一对中
年夫妻戴着口罩提着一大桶医用酒
精，抱着一箱84消毒液和一箱医用
手套送到了五一路公安分局社区大
队副大队长郭晓辉的手中，只留下一
句“这些东西是你们单位的王鹏让我
们帮忙送过来的。”说完，他们就转身
离开了。

据郭晓辉介绍，王鹏是卫东区的
一名巡防队员，1997年出生，2017年
10月参加工作，现在借调至五一路公
安分局社区大队工作。自疫情暴发
以来，王鹏因居住的七矿路芳菲苑小
区暂时封闭隔离，但他心系单位和工
作，知道目前疫情防控物资吃紧，就
自费委托亲戚购买了医用酒精 40
斤、84消毒液一箱、100副一次性医
用手套，委托其家人送到单位。

据优胜街社区居委会主任何冰
冰介绍，自从七矿路芳菲苑小区被隔
离后，王鹏每天都会在小区业主微信
群内发送关于疫情防控的信息和官
方的疫情新闻链接，提醒大家如何提
高自身免疫力和疫情防控常识，王鹏
也因此成了小区的“义务疫情宣传
员”。此外，王鹏每天背着喷雾器在
小区消毒，还义务到小区门口帮助社
区和执勤的工作人员站岗。他的举
动受到社区居委会和业主的好评，大
家都说他很有担当。

采访中，王鹏对记者说：“ 2003
年非典疫情的时候，我只有6岁，是
父辈人无私的付出才有了今天健康
成长的我们，现在社会有需要了，我
们有责任有义务为社会多作贡献。”

封闭隔离仍心系“战疫”

90后王鹏有担当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昨天上午，家住新华区
矿工路街道乐福社区乐福小区80多
岁的孟老伯因病急需到医院就医取
药。社区工作人员得知后，特事特办
为老人办理了出入通行证。得知老
人没有交通工具，平煤神马集团六矿
机电三队职工、党员高世豪便骑电动
车带老人去医院就诊取药，后又将老
人安全送回家。

“谢谢你，孩子。”孟老伯对跑前
跑后的高世豪说。这只是乐福小区
党员帮助居民的一个镜头。

乐福小区有 60 多幢居民楼，
3000多户，1万多人。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乐福社区面临人手不足、布
控难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2月
3日，社区决定在乐福小区成立临时
党支部。消息传出后，81岁的老党员
王振山找到社区，要求尽一分力；19
岁的大学生卢奥功也找到社区，要求
报名参加……短短两天时间，共有
70多名党员报名参加。

党员王兴华在入户登记时，发现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里没菜了，老
人不会网购，又无法出门买菜。得知
这一情况后，王兴华自己买了菜给老
人送去。为妥善解决居民买菜难的
问题，社区牵头，临时党支部将党员
分为5个党小组，分别负责小区大门
等地方的设卡布控、居民生活物资供
应、防疫知识宣传、小区广场消杀防
疫……

“大家分工合作，工作开展起来
有条不紊，在我们的带领下，小区居
民都非常配合疫情防控……”乐福小
区临时党支部书记陈帅锋说。

乐福小区
成立临时党支部
70多名党员报名服务居民

昨天，市区广胜巷 2 号
院，卫东区五一路街道康复
街社区的工作人员在为一户
刚刚从外地返平、进行自我
居家隔离的居民送上疫情管
控告知书和网上购买日用必
需品服务二维码。

为了做好辖区外地返平
居民居家隔离的管理工作，
康复街社区采取了专人负责
的措施，每天定时对这些居
民进行回访，随时了解他们
的身体状况和服务需求，帮
助他们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关爱居家隔离者

1.为什么要科学按需佩戴
口罩？

答：佩戴口罩是社会公众预
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重要手
段，在必要的场合，每个人都应
当选择合适的口罩类型佩戴使
用，做好自身防护。同时，每个
人也都有责任区分不同的工作
性质、生产生活场所，按照疫情
的暴露风险等级，适度适当地佩
戴口罩，不过度防护，提高口罩
使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目前
有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5种
不同等级的暴露风险，可以作为
选择和使用口罩的指引。高、较
高暴露风险人员主要是直接在
一线从事疫情防控工作的人
员。其他人员大都属于中等、较
低或低暴露风险人员。

2. 生产生活中必须佩戴
N95口罩才安全吗？

答：在抗击疫情一线，属于
高（较高）暴露风险的医护人员
有必要使用医用防护口罩或
N95 等级防护口罩。在医院普
通门诊、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
一般只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
罩。一般社会公众既没有必要，
也不应提倡使用N95口罩。

3.我不是医护人员，但工作
场所在空间密闭或人员密集的

场合，应当如何佩戴口罩？
答：如果您是医院、机场、火

车站、地铁、地面公交、飞机、火
车、超市、餐厅等相对密闭、人员
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与
疫情相关的行政管理、警察、保
安、快递等从业人员，属于中等
暴露风险人员，建议在工作场所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4.我既不是医护人员，生产
生活场所也不是前几个问题所
说的情况，应当如何佩戴口罩？

答：如果您处在超市、商场、
交通工具、电梯等人员密集区，
或处于普通室内办公、工厂车间
等环境，或是在医疗机构就诊
（除发热门诊外）的患者，或是集
中学习和活动的在校学生等，一
般属于较低暴露风险人员，建议
佩戴一次性使用的医用口罩，儿
童可以选用性能相当的口罩。

5.有哪些场合可以不佩戴
口罩？

答：如果您本人健康，在居
家、通风良好或人员密度低的场
所，一般属于低暴露风险人员，
可以不佩戴口罩。比如，家中没
有疑似患者，也没有密切接触
者、疫区回来的家人；私家车没
有搭乘过疫区客人或者疑似患
者；在通风条件好的露天劳动、

工作，并和相邻人员保持适当距
离；逛公园时没有游客聚集，有
条件和周围人保持适当距离；办
公室严格采取了消毒、测体温、
通风措施，同事也没有疑似和密
切接触者，这些情况可以不戴口
罩。

6.儿童应佩戴什么样的口
罩，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儿童选用符合国家标准
并标注儿童或青少年颗粒物防
护口罩的产品。儿童在佩戴口
罩前，需在家长的帮助下，认真
阅读并正确理解使用说明，以掌
握正确使用方法。家长应随时
关注儿童口罩佩戴情况，如儿童
在佩戴口罩过程中感觉不适，应
及时调整或停止使用。因儿童
脸型较小，与成人口罩边缘无法
充分密合，不建议儿童佩戴具有
密合性要求的成人口罩。

7.佩戴口罩有什么要注意
的？

答：选择合适尺寸的口罩。
佩戴口罩前，应洗手。佩戴时，
要让口罩紧贴面部，同时用左右
手的手指按压鼻两侧的铝片，以
减少四周的空气泄漏。医用外
科口罩的鼻夹在上方，使用时要
压紧。佩戴口罩后，应避免触摸
口罩。若必须触摸口罩，在触摸

前、后都要洗手。摘下口罩时，
尽量避免触摸口罩的外面，并立
即洗手。

8.佩戴两层口罩可以更安
全吗？

答：佩戴两层口罩不能增加
安全性。

9.使用后的口罩能不能重
复用？

答：除了高或较高暴露风险
人员，健康人佩戴的口罩可反复
多次使用，包括适当延长口罩使
用时间、使用次数。如需再次使
用的口罩，可悬挂在洁净、干燥
通风处，或将其放置在清洁、透
气的纸袋中。口罩需单独存放，
避免彼此接触，并标识口罩使用
人员。

10.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口罩？
答：一般在口罩变形、弄湿

或弄脏导致防护性能降低时更
换。

11.口罩使用后应该如何丢
弃处理？

答：如果您属于健康人群，
佩戴过的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
类的要求处理即可。如果您是
疑似病例或已经确诊，则佩戴后
的口罩不能随意丢弃，应视作医
疗废弃物，严格按照医疗废弃物
有关流程处理。 （仁民）

社会公众使用口罩简易问答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