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病毒猎手”，加班加点检测核酸样本

别忘了这些幕后“大白”

“现在每天平均检测量达到
2万以上，甚至3万以上，是平时
的10倍。”自从郑州开始全员核
酸检测和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以
来，郑州人民医院转化医学研究
中心的检测量骤增。承担着中原
区、管城区4万余名重点人员的
核酸检测以及郑州市阳性样本的
复检工作，该院转化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宋银森说：“虽然核酸标本
堆积如山，但是我们有备而来！”
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通讯员 王佳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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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郑州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关于加强
医疗卫生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
力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将郑州人
民医院建设为郑州市核酸检测基地
之一，日常核酸检测能力达到 1万
管/天，疫情应急时通过增加班次达
到3万管/天的标准。

特殊时期，宁可备而不用，不
可用时无备。收到通知后，郑州人
民医院快马加鞭推进建设，于去年
12月底前完成基因扩增实验室改扩
建任务。扩建后的基因扩增实验室
拥有5台双人生物安全柜、11台核酸
提取仪器和30台PCR扩增仪，每批可
以同时容纳11个人的核酸提取工作，
4~6小时可提取1万管核酸标本进行
基因扩增实验，日均检测量达到3万

管，在本轮疫情中派上了大用场。
一份份高效、精准的核酸检测

报告的及时出具，除了设备上的提
升完善，离不开幕后“大白”们的辛
苦付出。“以前是三班倒，一个人要
连续上 8个小时班。经过讨论研
究，我们改成了六班倒，一个班4个
小时，每人每天上两个班。”宋银森
说，这样既能减轻检验人员的压
力，也能提高工作效率。

即便是这样，机器24小时不停
转，实验室里包括宋银森在内的34
名检验人员依旧需要轮番上阵，加
班加点。“开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过，自己家里的困难自己要克服，现
阶段全力保障实验的精准进行，保
证检验报告高质量准时完成是最重
要的，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做

好随时奉献的准备。”
去年 8月份郑州疫情暴发，宋

银森一个多月没有回家；11月份疫
情波及荥阳，他连续20多天吃住在
科室；这次，他依旧在科室“扎了
营”。一年来，宋银森住在办公室的
时间加起来超过了3个月，只为了保
障核酸检测工作顺利进行。“这些都
没什么，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最让
我们安心的是看到‘阴性’两个字。”

与时间赛跑，同病毒较量。从采
样到出具结果，群众几小时的等待，
是这些幕后“大白”们24小时不停歇
奋战的成果。在这里，他们是“病毒
猎手”，争分夺秒，精准“侦察”，昼夜
不停地探寻病毒的“蛛丝马迹”，为疫
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
支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韩娟 通讯员 熊文豪）
集合！紧急集合！面对南阳
市卫健委的紧急动员，南阳
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唐慧珂
义无反顾地在请战书上写下
自己的名字，申请支援郑
州。1月 6日下午，她刚结束
一场手术，换下防护服，穿上
拖鞋放松双脚。听到集合
令，她没来得及考虑，飞奔到
大巴车上，到了出征仪式现
场，才突然发现自己脚上穿
的是一双拖鞋。回忆起当时
的场景，她说：“也就十分钟
的工夫，接到通知要紧急集
合了。”

到了郑州之后，唐慧珂
和同事们立刻投入到郑州全
员核酸检测第一线。防护服
里，她脚上穿的仍旧是那双
拖鞋。面对寒冬冷风，她一
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认真、
熟练、规范地为每一位居民
采集核酸。待采集工作结束
后，脱下厚重的防护服，大家
才看到她那双没来得及换的
拖鞋。一瞬间，大家的心既
被感动温暖着，又被心疼刺
痛着。而她只是浅浅地微笑
着说：“没事，我不冷。”

刚出手术室
她穿着拖鞋
奔向来郑州的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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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
逆行而来
平安归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张琳）鲜花、
掌声、祝福……这一刻，暖意和
希望都汇聚在一起。1月 13日
下午，中原区建设路街道欢送
南阳援郑医疗队返程。

1月 7日凌晨，南阳援郑医
疗队一行60人连夜兼程赶到建
设路街道辖区。7个日日夜夜，
168个小时，他们与街道防疫工
作人员一起并肩战“疫”，共核
酸采样 10万人次，为抗击疫情
做出了贡献。

工作人员在检测核酸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