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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王鑫鑫

随着疫情持续好转，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青岛61所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院全部正常开诊。市立医院两院区门
诊楼的入口处，前来就诊的患者自觉地
按照地面的间隔线排起了长龙；市口腔
医院恢复正常门诊服务一个月，发生了
多方面的就医变化；青岛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为满足广大患者的就医需求，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与全面恢复日常诊疗工
作……通过探访，记者发现医院门诊复
诊，繁忙有序；病房复苏，一切静好；检查
化验，高效运转……以往的景象渐渐回
来了！

>>>市立医院
全面复诊开放全部号源

自3月初，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市立医院各科室门诊和住院诊疗逐渐
恢复正常化。目前医院各科室已全面复
诊，开放全部号源，实行非急诊预约诊疗。
4月11日早上，两院区门诊楼的入口
处，前来就诊的患者自觉地按照地面的
间隔线排起了长龙，现场井然有序。在预
检分诊人员的指挥下，红外体温扫描仪、
二维码扫描等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使患者
“队伍”的行进十分高效。
随着手术患者和住院患者的增多，病
房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有些病区已
经恢复满床状态。不同于往日，现在的病
房似乎一下安静下来。原来，在复诊的同
时，医院延续并固化了防疫期间严格的病
房管理：实行24小时门禁管理，拒绝探视，
鼓励通过电话和微信形式进行慰问。确实
需陪护的，实行“一患一陪”和陪护人员“一
人一卡”管理，且不应随意更换陪护人员。
后勤部门推出扫码和电话订餐服务，患者
及陪护人员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订餐。
医院提醒市民，看病切记提前预约。
医院全面实施非急诊预约挂号和实名制
就诊，每位就诊患者仅限一名陪同人员。
来院时请提前通过“健康山东服务号”微
信公众号或支付宝“电子健康通行卡”申
领“健康通行码”。

>>>口腔医院
非急诊全部预约就诊

“请各位患者及陪同家属，先扫描二
维码，填写完个人信息，然后出示有效证
件，进门诊楼就诊，感谢您的配合！”每天

上午7点半，市口腔医院院前广场的大喇
叭都会准时响起，循环播放宣传就诊须
知。
自3月9日起，青岛市口腔医院有序
恢复普通门诊服务，但就诊流程发生明
显变化：除急诊外的所有患者，全部实行
实名预约挂号。患者就诊前需主动出示
“健康码”，配合体温检测，实名认证后方
可入院。严格落实候诊“隔位就坐”、缴费
“一米线”，严格执行“一患一室一消毒”，
包括老人和儿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人
群，仅限1名家属陪同就诊。
目前，青岛市口腔医院已经恢复普

通门诊，专家门诊也在陆续恢复中。医院
实行全面实名制及非急诊全部预约就诊
模式，可预约七天内各科室普通门诊。市
民请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超过预约
时间点未取号，系统会自动取消预约。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多科室专家可正常预约

为满足广大患者的就医需求，青岛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全面恢复日常诊疗工作。目前，医院门诊
正常医疗服务都已有序全面展开，门诊、
急诊科室全面开诊。其中急诊、胸痛中
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24小时开诊。为
实现错峰就诊，防止就诊人员聚集，医院
实施非急诊预约挂号和实名制就诊，每
位就诊患者限一名陪同人员。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入医院需要

测量体温，接受预检分诊，请患者提前预
约就诊，来院时应携带身份证或医保卡，
在医院入口、各诊区及病房入口配合做
好预检分诊工作，准确提供身份和电话
信息。就诊等候期间请按提示相互保持1
米以上距离，就诊严格执行“一医一患一
室”，陪同人员在候诊区等候。
目前，心内科、心外科、内科、外科、

神经科、康复科等专家都可全面正常接
受预约挂号。

患者
排队有序
进入市立
医院东院
门诊楼。

□文/图 半岛记者 马正拓

在岛城中山路区域的众多外卖骑
手中，周海涛看起来并不特别，但是对
于先天性失语的他来说，能够在蜂鸟专
送团队里坚持下来，并且多次成为市南
青奥-中山路站的“接单王”，无疑要比
别人付出更多努力。尽管无法用语言与
用户交流，但大家似乎对他格外关照，
他的差评率明显要低于其他同事。疫情
期间，周海涛分雨无阻按时出勤：“送外
卖这活儿我干得挺好，收入有保障，我
想坚持干下去！”

接单先给用户发道歉短信

“您好，我是蜂鸟专送骑手，是一名
聋哑人，有任何问题的话请您给我发信
息，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每接到
一单，周海涛都会先给用户发去这样一
条固定短信，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对方，
以便对方及时关注自己的短信，到约定
的送达地点取件。
从应聘成为骑手以来，周海涛就养

成了这种独特的习惯。他无法像其他骑
手那样，用语言跟用户交流，只能通过
这种方式，来完成每一单任务，背后的
艰辛自然要比其他骑手要多得多。
周海涛今年32岁，老家在即墨蓝村。

先天性的语言障碍没有压垮他，从前年开
始，他到“蜂鸟专送”应聘，成了市南青奥-
中山路站一名无声的骑手。
当一名骑手，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无论寒暑都要坚持出勤不说，还要对所

服务的区域了如指掌，并且能承受得住
用户的指责或差评等，连很多正常人都
难以坚持。刚开始，同事们不相信周海
涛能一直做下去，但还是给予了他很多
的照顾，用手机打字和他交流，告诉他
与用户的沟通方式和注意事项。没想
到，周海涛很快就胜任了这份工作。

为用户送药停接其他派单

在同事们看来，周海涛之所以能够
成为一名业绩好的骑手，就是凭着他的
勤奋。“过了中午高峰点以后，大家基本
上都会停止接单开始吃饭。他不这样，
一直开着系统，始终保持接单状态。”同
事李冉说，无论严寒酷暑，周海涛都始
终坚持出勤。不值班的时候，从早上9点
半到晚上8点，始终守在站点附近，随时
迎接下一单。如果遇到夜间值班，则会

坚守到夜里12点。
今年疫情发生后，很多骑手因为回

外地过年无法及时赶回来，站上平时五
六十人的团队，只剩下了不到十个人坚守
值班，其中就有周海涛。虽然外卖量减少
了，但是人手的紧缺还是让他们很忙碌，
而周海涛坚持了下来，并且创下了连续近
三个月没有投诉或差评的纪录。
在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各

小区都实行封闭管理。周海涛将一单送
到小区门口后，给用户发了短信，但对
方并没有及时回复他，打了十多次电话
对方也没有回应。由于用户购买的是医
药品，周海涛担心是急需品，他发信息
给站长说明了情况，请求不要再给自己
派单了，他要等到用户前来取件。就这
样，一个小时过去了，用户终于看到了
信息，到小区门口取了件。
看到这位聋哑骑手一直在等自己，

用户满是感动。对此，周海涛憨厚地笑了

笑，用手语比画着说，用户买的药品可能
是急用的，自己少挣点钱没什么，万一耽
误了对方使用，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乐此不疲要坚持干下去

“涛哥很少请假，不论刮风下雨还
是节假日，都有他的身影。我们站的骑手
都很佩服他，私底下大家都叫他涛哥。”市
南青奥-中山路站站长袁井川介绍，周海
涛不仅勤奋而且很有方法，因为失语不能
和用户电话沟通，他提前编写了很多信
息，除了介绍自己的情况外，还有解释出
餐慢的、送餐途中发生意外情况的、用户
定位不准的等各种内容，一旦用户催
促，他立即将对应的情况发送过去。
虽然手机导航软件已经越来越智

能，但总会有一些地址无法在地图里准
确定位，总有新开的店还没来得及更新
到地图里。对于一名骑手来说，找不到
准确地点很耽误时间。周海涛遇到此类
问题时，更是要费劲周折。由于无法用
语言沟通，他向人问路都是个麻烦。但
这些问题，周海涛都已经克服了。中山
路周边方圆两公里，即便是“犄角旮旯”
的地方，他几乎也能准确找到。
周海涛用打字的方式告诉记者，虽然

当一名骑手很累，整天在路上骑行也存在
一定的危险，但是他觉得干这个活儿挺好
的。在疫情之前，他每月的收入在7000元
到8000元之间，收入挺高。今年虽然受到
疫情影响，但是每月也能保持在5000元以
上，对于他这聋哑人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他希望一直坚持干下去。

“饿了么”骑手周海涛，“无声”胜有声
先天性失语却成团队送单最多骑手，虽然无法言语交流但几乎未接投诉

周 海 涛
（右）手机打字
和同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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