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前，总有人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
“我可以”，这是除夕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而这个除

夕对每一位沪上医护人员来说，都意味着一

份负重前行的坚守与责任。

昨天一早，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面对护理部对发热门急诊护士的

储备动员， 面对两个月不能回家的要求，大

手术室群在短短3小时内就有110名护士踊

跃报名。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推脱的借口，

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顾虑，有的只是简

单却坚定的三个字：“我可以！”

把工作餐当作年夜饭，用写医嘱代替拜

新年。除夕夜，当众人阖家团圆，上海25万名

医务人员在沪坚守岗位。正如一名护士在朋

友圈里所说：“这个民族之所以强大，就在于

总有人在苦难发生时一往无前，总有人把别

人看得比自己还重！”

两个月不能回家，四分钟的
沉默后……

除夕的清晨， 也许你在酣睡的梦中，也

许你在回乡的途中，也许你坚守在临床第一

线……但在瑞金医院大手术微信群，9点28

分的一条信息让这个153人的聊天群打破了

原有的平静。“各位老师，护理部需要征询发

热门急诊工作两个月的护士储备。两个月不

能回家，班次目前是日七夜七，24小时。后续

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现在病房抽调的12位

护士已经上岗。目前需要后续储备，谢谢！”

随着督导王维的这条信息，随之而来的

是四分钟的寂静。在这短短四分钟里，尽管

群里没人报名， 但王维的私信却没停过。为

了方便统计， 她还是要求在微信群中报名。

紧接着，出现了这个除夕最让人暖心的一串

报名留言：“我可以！”

短短三个小时，110名护士报名参加！尽

管面临两个月不能回家的规定，每个人难免

心生顾虑：孩子怎么办？爸妈有没有人照顾？

他们会不会担心？爱人有没有意见？自己会

不会中招？但这群白衣天使全都义无反顾。

不仅仅是她们， 为了应对疫情， 瑞金

医院护理部向全院动员， 征集护士长志愿

者、 发热门急诊工作人员， 以及急诊体温

测量志愿者。 党支部书记、 护士长龚茹洁

当起了发热门诊护士长志愿者； 带教老师

钱文静担任感染科护理部应急备班； 轮转

护士周祺乐作为体温测量志愿者进行支援。

负重前行的力量如此强大， 仿佛一针对抗

新型病毒的 “疫苗 ”， 瞬间让每个人无惧

无畏。

“只要我不给你们打电话，

我就是安全的”

除夕早上7点，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感染科主任屈莉红从家中填完疾控报表，又

出现在南院移动医院帐篷的发热门诊：“现

在家人已经不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告诉他

们， 只要我不给你们打电话我就是安全的。

我要有事，肯定会告诉你们。”话毕，她护目

镜后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退了大年三十全家回老家过年的行程、

退了年初二带儿子去西安兵马俑 “课本游”

的车票与酒店，43岁的屈莉红明白， 自己遇

上的是一场“战争”，作为感染科主任必须冲

在第一线。令她颇为感动的是，感染科10名

医护人员全部主动退掉返乡车票，与她并肩

驻守一线。再加上院领导、医务部和全院各

科主动请缨支援，曾有呼吸、重症、急诊、感

染科工作经验的增援医护一起并肩作战，虽

然很累，但屈莉红倍感温暖。扛起所有人的

生机与希望，守护在一线，医护人员用平凡

而坚韧的肩膀，担负起救死扶伤的使命。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战斗在一线的急诊科医生纷纷以大局为重，

第一时间取消了春节的出游计划， 退订了机

票和酒店。陪伴妻子生产的王长生医师决定，

在孩子生产后第二天就提前返回急诊岗位。

疫情在前，我挡在你的前面

“中山医院自建院以来，始终以服务民

族大局、服务民众健康为己任。在八十多年

的历程中，无论是保家卫国抵抗侵略，还是

抗洪救灾抗击非典，中山人都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奉献精神，顾全大局、勇挑重担。”

这段话摘自中山医院给全院职工的一封

倡议书。面对此次疫情，急诊科承担着艰巨繁

重的医疗任务，人手紧缺，急诊科全员放弃休

假出行，随时做好上前线的准备。其他科室医

务人员也主动放弃休假，请缨支援急诊。

近日， 一张照片在医护工作者朋友圈中

大量转发，只见一位身穿防护服、头戴医疗护

具的医生正在为患者悉心诊疗。 他就是同济

大学附属杨浦医院感染科主任王斌。连日来，

区域内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人数增长明显，尤

其是夜间就诊患者人数明显增加， 王斌和其

他医务人员一起坚守在发热门诊。 防护服密

不透风，王斌常常满头大汗地工作至深夜，第

二天早上8点，依旧准时出现在专家门诊。

“疫情如战情，我毫无犹豫，选择挡在你

的前面。”这群医生明白，肩上的使命重如千

钧———“我们不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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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对56岁的陈阿姨来说，有

着特别的意义： 作为上海第一例被确诊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她经

过上海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终于痊愈，并

于大年三十晚间出院，和家人吃上了“团

圆饭”。她也是上海第一个获得治愈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陈阿姨长期居住武汉市，1月12日抵

沪探望女儿一家。早在1月10日，她就有

发烧症状，自行服药后热度一直不退，并

伴随着浑身无力、 胃口差和明显的咳嗽

症状。1月15日晚， 陈阿姨就诊于上海市

某医院发热门诊后立即被隔离治疗。经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复核检测、 专家评

估， 确认其为上海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当天接诊陈阿姨的于医生， 来自这

家医院的呼吸内科， 从问诊中了解到了

她在武汉的生活史。 虽然上海当时并未

有类似病患， 但是医院的医务科对此类

疾病相关信息高度关注， 考虑到存在输

入性病例的可能， 已经早早组织相关医

护人员培训， 提高他们对该类疾病的敏

感度。尽管陈阿姨甲流、乙流测试都是阴

性，体温并不太高，症状也不太明显，接

诊医生还是为她开具了胸片检查。

结果显示， 陈阿姨两侧肺部呈现多

发渗出病灶。这一“非典型肺炎”的表现，

让年轻的于医生脑海中立即响起警报。

他第一时间向医院总值班和医务科分别

汇报， 医院管理部门当机立断采取紧急

措施，一边积极对患者开展治疗，一边将

其留院隔离， 并在患者经过的区域进行

严格消毒，同时，上报上级行政部门和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

次日， 市卫健委即组织市级专家来

院会诊， 肯定了医院的初步诊断和治疗

举措，并对患者采样检测。

1月20日， 经国家卫健委专家复核，

陈阿姨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而此时，经过前期的积极救治，她的

病情已明显缓解， 氧分压升高到正常水

平，肺部病灶明显缩小，两次鼻咽拭子及

痰液采样送市疾控中心病毒检测， 结果

均报阴性。

陈阿姨住院前期 ， 曾因担忧 、 焦

虑， 心情极度低落。 医院感染科、 呼吸

内科的医护人员除了积极施治， 还对她

给予耐心开导和安慰， 以消除她对疾病

的恐惧。

终于，经过院内外专家的慎重评估，

陈阿姨符合全部出院指征， 也渡过了危

险的传染期， 可以呼吸到外面清新的空

气了。

离开这家“相伴”十天的医院，陈阿姨说，此次上海之

行，令人太难忘，经历了不幸中的大幸，让她更热爱生命！也

感谢医务人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病毒的肆虐，用执着

的坚守，让这个春节依然安定祥和、温馨美好！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感染科主任屈莉红除夕夜依旧驻守一线。

三所军医大学
救治医疗队奔赴武汉
本报西安 1 月 24 日专电 （驻陕记者韩

宏） 除夕之夜，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 第二附

属医院 95 名医务人员组成的救治医疗队奔

赴湖北武汉。 这是陕西省第一批赴武汉救治

医疗队， 由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

京医院） 60 人、 第二附属医院 （唐都医院）

35 人组成。 今晚，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

院医疗队 ， 分别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 。 随

后， 95 名医疗队员开赴武汉。

由陆军军医大学 （重庆）、 海军军医大

学 （上海） 及其两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医护

人员组成的救治医疗队也已奔赴武汉。

另据获悉 ， 大年初一 ， 由西安交大第

一、 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西医一附院、 二附院， 西安中医医院等单位

40 余人组成的陕西省第二批救治医疗队也

将开赴武汉。

没去过武汉，发烧要去医院吗？
上海发热门诊就诊量激增，医生提醒公众不要过度紧张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眼下正值冬

春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期，面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 不少人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发

烧了，到底该不该去发热门诊？ 没有去过武

汉，却有感冒症状该怎么办？ 在昨天上海市

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专家就公众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连日来，上海各大医院急诊发热门诊就

诊量激增， 部分医院较往年同期增加一倍。

对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主

任胡必杰表示，如果没有武汉接触史，仅有

轻度发热，建议先在家中观察，对症服药退

热。此时，前往医院“嘎闹猛”，还可能有交叉

感染风险。 所谓“武汉接触史”，是指在出现

咳嗽、发烧等症状两周内去过武汉或与武汉

发热病人有过接触。事实上，这几天，记者连

续收到沪上多家三甲医院医护人员发出的

类似提示。 相关医生告诉记者，由于冬春季

本就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再加

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一些怀疑自己

得病的公众也赶来医院“求排疑”。

针对昨天网络上传播的“专家组副组长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竟在家里治愈”的

消息，多名上海医学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到，这其实就是“居家隔离”。

当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到底要不要先进

行“居家隔离”？ 专家表示，对于轻症患者可

进行居家隔离。 不过，居家隔离也有一定要

求，比如：家里最好有单间，做好自己与家人

的 “隔断”； 家里必须每日做好消毒清洁工

作；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容易加重病

情的，最好有医务人员进行每日沟通。 而对

于眼下没有任何症状，只是怀疑自己有武汉

接触史的公众，医生建议：不要来医院“嘎闹

猛”，不要神经过度紧张，在家自我观察。

目前，沪上发热门诊都已严格按照国家

规范和规定， 对疑似人员进行相关科学检

测，医生呼吁，请将检测试剂这类“救命”资

源留给真正需要救命的人。

专家表示，体温不超过 38 摄氏度，且没

有明显的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属于孕

妇、慢性病或肥胖患者，仅出现轻微发热症

状，可先休息观察。在家期间多喝水，可服用

一些减轻症状的感冒药。如果在家观察休息

后病情无好转， 近期接触过发热咳嗽患者，

或有武汉接触史，以及有心肺、肾脏等基础

疾病和呼吸慢性病的患者， 请就近前往医

院，戴好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专家答疑

上海 136 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武汉，我们来了！”

上海首批医疗队昨夜出征，虹桥机场除夕夜无眠
“我的大学同学绝大多数在武汉四大医院

的急诊ICU，现在当地医务人员紧张，请让我去

帮忙， 和同学并肩作战。”“湖北是我的家乡，支

援家乡，我责无旁贷；身为医护人员，疫情面前，

使命所在，义无反顾。”……

昨夜的虹桥机场注定无眠， 一架带着特殊

使命的航班即将西行———上海首批驰援武汉的

医疗队受命出发。记者现场直击，兵分多路对话

出征医护人员， 记录下这群即将西行的 “逆行

者”的故事。

上海重症医学专家多路集
结，一齐西行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周新经历

过SARS、H7N9的防控工作，有着丰富的“作战”

经验。作为此次上海医疗队医师组组长，周新对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有信心。“完全不用

害怕，我们肯定能打胜仗。”他告诉记者，此行的

任务一是救治患者，二是防止再传染，医护人员

的自身防护也非常要紧。

昨晚，与周新同行的市一同事还有：上海第

一批医疗队领队、市一医院副院长郑军华，急诊

危重病科男护师张明明。

“来不及吃年夜饭咯，估计看上一眼。”昨天

傍晚5点58分，记者拨通上海瑞金医院重症医学

专家、 瑞金医院北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德昌教

授的手机，电话那头的他正在家中整理行李，准

备出发。下午3点，结束行前培训的他准备回家

和家人吃个简单的年夜饭，如今宴席还没摆好，

57岁的老陈就要出征了。

“之前驰援外地，也没太多时间准备，我们这

个职业习惯了。” 陈德昌告诉记者， 自己与爱人

都是军人出身，在国家人民有难之际，挺身而出

是天职。作为重症医学专家，此行，陈德昌和同事

们的战场就是“医院ICU”，预计会参与重症病人

的抢救。 考虑到武汉目前防护设施设备紧缺，他

和同事们都尽其所能地携带物资支援武汉。

决定出征武汉前， 瑞金医院呼吸监护护士

沈虹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两年前， 父亲去

世后，母亲是她唯一的依靠。“面对疫情，大家都

会害怕，没有绝对的英雄，医生也是平凡人。”沈

虹说，打电话给母亲后，没想到又增添了一份勇

气，母亲说：“你放心，妈妈会照顾好自己。”

90后上海小伙曾在武汉读
书，主动请战

出征，对一些人来说，其实是等了很久的消

息。 仁济医院ICU护士吴文三在出征前写下了这

段话：“湖北是我的家乡，支援家乡，我责无旁贷；

身为医护人员，疫情面前，使命所在，义无反顾。”

上海岳阳医院也有三名护士同行， 他们是

心内科CCU护士长潘慧璘、老年病科主管护师史

文丽 、ICU护士顾羚耀 。“我在武汉读了四年大

学， 对这个城市有深厚感情。”95后上海小伙顾

羚耀说，2014年至2018年，他在武汉科技大学护

理系读书，毕业后进入岳阳医院ICU。

“我的大学同学绝大多数在武汉的中南、人

民、同济、协和四大医院的急诊ICU，现在当地医

务人员紧张，请让我去帮忙，和我的同学并肩作

战，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是男

生，平时一直健身，体力也好，能扛得住 ！”顾羚

耀说得坚决。

老年病科主管护师史文丽接到支援武汉一线

的通知， 没有犹豫就报名了。“我说不出什么豪言

壮语，说不害怕是假的，但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就

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们只有一起努力，才可能

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心内科CCU护士长潘慧璘则是经历过非典

的人。回首2003年，潘慧麟记忆犹新，“那年和同

事一起坚守医院发热门诊，非典疫情严峻时，党

员干部冲在前，把安全让给他人，把危险留给自

己，让我非常感动。也就是那年，我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如今新的疫情来势汹汹，我仿佛

回到了当年的岁月，我有抗击非典的经验，所以

我要上前线，这次轮到我冲在前面。”

“我报名 ，请让我去 ！”30分
钟集结护士“六人行”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骨科康复护士许虹也

是首批出征者。1月23日傍晚，十院发出征集令，

名额很快报满，许虹是第一个报名的。有着20多

年护龄的许虹既在重症监护室服务过， 又有呼

吸科的工作经历，她说：“武汉需要我，我也有能

力，就应该去。”让许虹感动的是，她经常光顾的

超市老板得知她要去武汉，半夜给她打电话，要

给她送口罩。

春节前， 十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生刘勇超

原打算回江苏见女友父母，在得知出征消息后，

他立马报了名，“重症医生就是要到最重的患者

那里去！”

小年夜临下班， 上海市胸科医院接到市卫

健委通知，需医院组建6名护理人员分三批支援

湖北。医院第一时间在全院发出号召，没想到短

短30分钟，14名护理人员主动请缨 ，6人医疗队

集结完毕。

他们是手术系统科护士长王玉吟， 胸外专

业10病区副护士长冯亮， 重症监护室副护士长

陶夏、徐琛，以及重症监护室带教护师李晓将 、

导管室带教护师张俊杰。 李晓将和张俊杰是男

护士中的骨干。“我报名，请让我去！”这是护理

部接到报名回复时，出现频次最多的话语。

没有更多话语，只有“珍重”二字

出征队伍中， 新华医院麻醉重症医学科主

治医生阮正上没有家人送行。 他的妻儿都在国

外旅游，知道他要去武汉，虽然很担心 ，但还是

支持的。“在成为医生家属的那一刻， 我就有了

心理准备。”听到妻子的话，阮正上很感动，夜以

继日工作是常态， 本来这次旅游也是一家三口

之约，最后又食言了。

“没什么好说的 ， 接到通知就出发 ！” 出

征武汉 ， 对于市六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钱

海泳来说 ， 没有太多情绪波动 ， 就好像去加

个班而已。

“我1993年工作，一直在ICU做护士，处理重

症病人的经验丰富。”钱海泳坦言 ，她自认是合

适的人选，“2013年禽流感爆发， 我就是去公卫

中心支援的一线护士，经历过非典、甲流 ，我的

心理素质也会更好些。”

年夜饭的菜刚上齐， 六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汪伟手边的手机就响了 。“8点半到医院

集合，出发去武汉！”“好的！”一个简短的电话 ，

一个果断的回答，汪伟放下筷子，与妻女告别 ，

没有更多话语，只有“珍重”二字。

作为一名在重症医学科工作近20年的副主

任医师，汪伟在重症管理、呼吸支持以及全身脏

器功能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在他看来，ICU

医生最大的作用就是平衡各个专科的意见 ，搭

建多学科平台， 面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做出及

时有效的处置。

在上海市肺科医院， 护士王菁匆匆吃上一

口饭，行李就在脚边，她将与同事程克斌副主任

医师一同西行。

还有太多人的名字我们没办法一一列出 ，

但我们知道，他们不孤单，他们带着所有的祝福

与希望出征。

截至记者发稿时，还获得一个消息，接国家

卫健委指令、 提前一天驰援武汉的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在朋友圈给大家报了平

安———“今天已开展工作，一切安好”，配图是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 此前报道的诸多病例正是收

治在这家医院。

采访中， 这些医务人员提到最多的话是 ，

“没事的，放心。”疫情当头，其实他们也有畏惧，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为人父母，同时也为

人子女，但他们明白，此刻，武汉同胞需要他们，

祖国和人民需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