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严密防线
（上接第一版）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

的强大政治优势，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

第一线高高飘扬。

各级党委（党组）要激励引导广大党

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

争中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

受住考验，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

责、 守土尽责。 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

察、识别、评价、使用干部，把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

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

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对表

现突出的，要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对不敢

担当、作风飘浮、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

假、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各级组织部

门、 纪检监察部门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

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

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全面动

员起来， 发扬不畏艰险、 无私奉献的精

神，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做到哪里

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

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要广泛

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落实联防联控措

施，建立健全区县、街镇、城乡社区等防

护网络，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

等工作，加强联防联控，严防死守、不留

死角， 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防

线。 要坚持党建引领，把区域治理、部门

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

机结合起来， 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

组织党组织要按照统一安排， 扎实做好

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的预防和控制工

作。 要组织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稳

定情绪、增强信心，不信谣、不传谣，当好

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各级党委（党组）要会同卫生健康等

部门和单位， 动员和选派专家和医护人

员中的党员、干部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在

医疗救护、科研攻关、基础预防等岗位发

挥作用。要关心关爱奋战在疫情防控斗争

一线的专家和医护人员，采取务实、贴心、

到位的举措，帮助疫情防控斗争一线的专

家和医护人员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

忧。要及时总结宣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

典型和感人事迹，凝聚起众志成城、全力

以赴、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各级党委（党组）动员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 干部在防控疫情斗争中发挥作用

的情况，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上海加大新冠肺炎相关信息发布力度
（上接第一版）

为进一步加强信息发布，1 月 26

日起， 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每日举行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市教

委、市商务委、市经信委、市交通委、市

人社局等政府部门及相关专家发布防

控措施、病例救治、物资保障、健康防

护等信息，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回应社会

舆情热点。日本 NHK、路透社、 法新社、

美联社等境外媒体报道了新闻发布会相

关信息。

市政府新闻办官方新媒体“上海发布”

成为市民了解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的权威信

息发布平台。 截至 1 月 28 日 11 时 30 分，

“上海发布”微博、微信、抖音平台已发布涉

疫情防控信息 300 多条，累计阅读量（播

放量）超过 4 亿次。其中与疫情防控有关

的微信阅读量全部“10 万+”，有 20 条超

过 100 万，上海“延迟企业复工”的微信

阅读量超过 1700 万次。“上海发布”抖音

号相关专题播放量达 1.7 亿次， 单条短

视频最高播放量达 7000 余万次。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王 星

历史将铭记这个春天
“如果有一天我走出去了，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故事写下来”

除夕。凌晨三点多，护士李鐾安顿

好病人，走到医院的生活区躺下。她的

手机里跳出一条微信———“新年快

乐”，紧接着，她又看到了十多条未读

的祝福。 “哦，过年了。 ”李鐾在心里轻

轻说了一声， 然后给先生发了一条报

平安的消息，沉沉睡去。

这个春天，名叫“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传染病，突如其来。 在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 应急隔离病房已连

续奋战多日。 这里是上海集中收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定点医疗机

构，是上海战“疫”的最前线。

李鐾是“进驻”应急隔离病房的第

一个医护人员。过去的整整七个白天、

七个黑夜， 与李鐾并肩作战的是穿着

厚厚防护服的医护人员， 是没日没夜

在这里讨论诊治方案的全市医疗专

家， 是负责调配物资药品保障的后勤

人员，当然，还有一群渴望重见阳光的

患者。在这个甲类传染病隔离区内，医

患面对的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

役———它打响了！

七天，经全力救治 ，

小金的病情迅速好转

拉起警戒线，保安一再提醒记者，

“不能再超过线了哦”。 从中央媒体到

地方媒体， 从文字到摄影摄像乃至直

播记者，大家前呼后拥。“出来了，出来

了！ ”……不知谁喊了一句，照相机开

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一位长发姑娘独自走了出来，医

护人员在门外一字排开。 米色羽绒服

配黑灰格子围巾， 戴着粉色口罩的小

金， 没想到迎接她的是如此隆重的出

院仪式。一束浅紫鲜花、一个大红色鼠

年生肖玩偶， 这是医护人员送给小金

的出院礼物。 21 岁的她，经历七天的

封闭隔离治疗， 终于在昨天迎来了出

院的日子。

“说两句吧，谈谈感受。”面对记者

不断递来的话筒， 这个女大学生有些

招架不住，“不说了，不说了，真就一句

话，感谢医务人员。 ”

昨天，大年初四，小金走出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A3 应急病房楼 。

这是上海第四例、 也是最新一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痊愈出院患者。

小金是上海人，在武汉读大学。今

年 1 月，她回家过年，在家没几天就发

烧了，去医院看病，没想到“中招”。 去

医院那天，接诊医生警惕性很高，让小

金拍了 CT，完善了一些检查。 1 月 22

日，还有两天就是除夕了，小金被确诊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被专用 120 救

护车送入市公卫中心。

七天，经全力救治，小金的病情迅

速好转。痊愈后，她走出来了，“这是一

个难忘的春节！ ”

“患者痊愈 ，我却被
关起来，但真的很开心”

就在几百米外 ， 还有一群人被

“关”着，可他们却说，“很开心”。 这栋

楼叫医学隔离楼， 护士长李鐾已入住

两天。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隔离

病房正式运转后，她是第一个进去的人，

这家医院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

者也是她收的。 按照这个抗疫团队目前

定下的 7 天“换防”的作息制度 ，27 日 ，

她结束了第一个七天的治疗任务， 走出

隔离病房，直接被车送入“医学观察楼”，

接受 14 天单间隔离观察。她要每天自测

体温， 直到两周后各项身体体征安全无

虞，方可走出这个单间。

为何觉得自己开心？“因为一个个患

者走出来，痊愈后走出来了！ ”李鐾对记

者说。

80 后李鐾是护士骨干，是市公卫中

心里的“60 人”应急护理班成员。 她长期

备班，可以随时被调集起来“应战”。

说起此次接收的首例确诊患者，她

记忆犹新。“首先，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

人，他们是一对夫妻。 ”李鐾忘不了那个

深夜，她在医院做着应战疫情的准备，突

然听闻一声，“有病人来了！ ”

李鐾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奔下楼，专

业负压 120 救护车的门开了， 走下来两

个人， 跟李鐾穿着类似的防护服，“从头

包到脚”。“我有点惊讶，但看着他们包得

那么好，我倒放心了。通常普通人见到我

们这样全副武装，会有点害怕，当地医院

已经给他们‘穿戴’好了，消除了他们第

一道心理上的恐慌防线。他们见到我，也

觉得蛮正常———大家穿得都一样。”李鐾

心想着， 就一路护送着这对夫妻进入了

隔离病房。

应急隔离病房， 就是此次集中收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地方， 也是李

鐾与十多名护士们与这群患者朝夕相处

的地方。这里的节奏很快，每天在督导的

检查下， 大家花大约 20 分钟穿好防护

服、戴好护目镜和口罩，佩戴负压头套，

“全副武装”地进入隔离病房。

穿着这样的防护装置如同 “蒸桑

拿”，不到半小时人就会有憋闷感，体力

消耗巨大。 “好在我们会互相照应，看彼

此有时走路的姿势不对了， 赶紧去关心

一下：你还好吗？ ”李鐾说，一个班头 4-6

个小时，大家进去后要“争分夺秒”地干

活，节奏很快：除了抽血、化验、打针、喂

药、拍背、吸痰，执行基础护理以及医生

的医嘱，开展治疗性操作，还要打扫、消

毒病区，做好保洁、搬运。

为了减少暴露风险， 除非紧急大抢

救，医生们大部分时间不进入隔离病房，

而是通过远程视频会诊； 同样是为了减

少暴露风险，工勤人员也不进入这里。所

以，护士们成了真正的“一线战士”。 “修

空调，通马桶，我们尽可能包办掉，能不

进来的人就不进来。 ”李鐾说，这里是甲

类传染病隔离病房， 医院执行严格的院

内感染控制。

李鐾告诉记者，进入这个病房，还有

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说话”。 “我现在要

干什么，一会儿要去看谁，过 15 分钟回

来看你……”隔着厚厚的防护服，李鐾坚

持这样与患者对话。 “有人也会有情绪。

其实，别说他们，大多数普通人被关在这

里十天半个月，也会有些崩溃，我们就要

注意调动病房情绪， 把正能量的人调动

起来，把力量传递给更多人。”李鐾说，陪

伴患者的日子有辛苦，也有感动。有患者

说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 ， 我一定会落

泪”；也有患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走出去

了，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故事写下来”……

“每每此时，你突然又会觉得自己是充满

力量的。 ”李鐾说。

1 月 27 日，是李鐾“隔离观察”的第

一天， 也是她接收的那对武汉夫妻出院

的日子。“他们走出去了，我被关起来，但

我真的很开心。 ”李鐾说。

没能给儿子过生日的
她，为患者精心准备“病榻
上的生日”

和李鐾一窗之隔的， 是上海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应急病房护士长奚春妹。 感

染科 、结核科 、ICU、重症肝病科……自

2006 年由朱泾传染病医院调入这里工

作后，奚春妹在很多科室轮转过。 甲流、

MERS、 埃博拉……那些著名的防疫战

她也一场都没拉下。

但从 1 月 20 日傍晚接到指令，进驻

A3 楼开始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到 1 月 27 日下午“换班”走出大楼，直接

进入 14 天的隔离医学观察，刚过去的七

天七夜， 还是让她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

直呼“太难忘了”。

“1 月 21 日是我儿子生日 ，前一天

刚给他定了生日蛋糕， 本来说好 20 日

下班了再带他去买点礼物，没想到临下

班前接到电话，当天就要收治病人。 我

们应急备班的成员马上就行动了起来，

当晚，A3 楼里就收治了 4 个病人。 ”奚

春妹说。 在此之前，A3 楼其实长期处于

“应急备战” 状态。 而随后的 168 个小

时， 奚春妹再也没有走出过这栋本不太

熟悉的应急楼。

A3 楼分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三

部分。 病房是污染区， 办公区域是半污染

区，医护人员的生活区域是清洁区。除了在

清洁区不需要穿戴防护用品， 进入其他两

个区域都需要穿上全套防护装备。 这就意

味着，医护人员的吃喝拉撒，都要等下班之

后到生活区域才能完成， 尤其是对这里的

护士而言，白天 4 小时一班，晚上 8 小时一

班， 大家工作时几乎都是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的状态。

作为护士长， 奚春妹直接走进病房的

时间并不多，但这 7 天里她操心的事，却一

点不比病房里面的医生、护士少。早上七点

前起床， 她首先要统计前一天病房里的物

资消耗情况和新一天的物资需求情况，上

午九点前报给物资管理部， 以完成当天的

物资申领。白天，奚春妹的关注焦点更多集

中在人身上。病房里有哪些新病人，各自情

况怎么样？马上有危重病人要来，为他们准

备的单间还有没有？ 每个护士在病房里的

工作侧重点在哪， 还需要外围提供哪些配

合……事无巨细的各种问题， 她都要通过

手机一一了解掌握并加以协调解决。

1 月 24 日是大年三十 ， 奚春妹和同

事们的年夜饭 ， 是一盒普通的工作餐加

一份饺子 。 也是这晚 ， 有细心的护士从

病人信息里发现有人第二天生日 。 奚春

妹和同事决定为这名患者准备一个 “病榻

上的生日”。

在奚春妹看来，当前收治的病患中，多

数并非重症，因此病房内的气氛相对宽松，

她们也会想方设法满足病患的合理要求，

让他们的心情尽量愉悦。 但对参加这场战

“疫”的护理人员，奚春妹要求她们每天都

要绷紧弦，不得马虎。

那几天奚春妹每天都到凌晨一两

点才躺下， 但手机还是会在深夜猝不

及防地响起，“有的病人夜间要用药，

药房就会把药送到楼下的保安室。 保

安会打电话让我去拿药， 然后我再把

药送到传递窗， 让当班护士通过传递

窗取药。”为了让轮转护士尽可能多休

息， 奚春妹留给保安室的都是她的电

话号码。

为了尽可能减少传染的风险，隔

离病房没有配备工勤人员。 所有清洁

打扫、收垃圾、消毒、乃至调整病房搬

运家具这些重体力劳动， 都只能由这

些姑娘们来完成，光是清运垃圾，就要

2 小时完成一次。 奚春妹记得，有天早

上夜班护士下班， 有个年轻护士脱完

防护装备后，是扶着墙慢慢走出来的。

“她跟我说，奚老师，今天我实在吃不

消了。 ” 但休息了一天后碰到调整病

房， 她又主动要求在下班后一同帮忙

搬运。

他们在这里喜结良
缘，又双双走上“战场”

围绕这场战役，还有很多“看不见

的无名英雄”在忙碌着。上海市公卫中

心后勤保障部工程主管洪加懿， 自从

应急隔离病房正式运转起来后， 就直

接住在了医院的宿舍里了， 好多天没

回家了。“水、电维修，供氧都需要我们

保障着，尤其是负压病房，一旦不稳定

就会报警， 我们一步都不能离开！ ”

1982 年出生的洪加懿在这里已经工

作十多年了，与记者交谈之际，他不时

翻开手机，一问才知道，他的爱人———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护士张玉萍下

午就要跟随第二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出

征了。

“担心吗？ ”“担心的，但我们都认

为应该去， 我们都是医务工作者……

来不及送了，说好了，每天要彼此报一

个平安。 ”洪加懿说到这些很感慨。 他

跟爱人是同年，两人都是在 2004 年加

盟全新迁址而建的上海市公卫中心，

在这里相识相恋，走到一起。 2003 年

非典后，上海周密部署、防治有序，无

医护人员感染、无社区传播、无群体爆

发，自此拉开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原

点”。 2004 年，作为上海市的“一号工

程”，上海市公卫中心迁址兴建，作为

上海防控重大传染病的最前沿 “堡

垒”。这对小夫妻在这里共同经历了除

了非典之外的所有疫情。 2019 年，考

虑家里老人年迈，孩子年幼，妻子张玉

萍为照顾家庭， 离开了上海市公卫中

心，加入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出任老

年科、 肾内科的护士长。 这次疫情来

了， 拥有丰富抗疫经验的她第一时间

报了名。

疫情面前，有人推迟了婚期，有人

来不及看亲人“最后一面”，有人取消

了几年一次的团圆出游计划， 还有许

多未见的老面孔“出山”了，医院里白

发苍苍的老专家戴着口罩上了 “前

线”，倾囊相授丰富的抗疫经验……他

们说，他们喜爱这座城市，不想让这座

城市“生病”。 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

历史会记得这个春天，若干年后，

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后辈， 在这场与

病魔的拉锯战里，我们没有旁观，我们

都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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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有能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上接第一版）中方愿同世界卫生组织和

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全球

的公共卫生安全。 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和

国际社会能够客观公正、 冷静理性地评

估疫情。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

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谭德塞首先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

民致以新春祝福。 他表示，在疫情面前，

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 采取

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习近平

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出卓越的

领导力。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用创纪

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 及时主动同

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

基因序列。 中方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在保

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我们

对此表示诚挚感谢。中方行动速度之快、

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

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

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

得其他国家借鉴。 我相信，中国采取的措

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世界卫生

组织坚定支持中国抗击疫情采取的举措，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合作，提供一切必要协

助。世界卫生组织坚持以科学和事实为依

据作出判断， 反对过度反应和不实之辞。

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卫生

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

献，愿同中方继续开展战略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全面落实联防联控 全力阻断疫情传播
（上接第一版）

随后， 市领导来到静安区大宁路

街道慧芝湖花园居民区， 察看社区群

防群治、居家隔离等工作开展情况。居

委干部正同志愿者们明确今日防控工

作事项，统计居家隔离家庭相关信息。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告诉市领导， 自防

控疫情工作启动以来， 严格按照部署

要求落实到人、落实到岗，社区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带头参与社区防控

各项工作， 并通过手机微信等方式及时

将防控措施、科学知识、真实信息传递给

小区居民。 李强说， 全市广大社区工作

者、 志愿者为了社区平安、 为了居民安

康，付出了辛勤努力，向大家表示感谢。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把疫情防

控作为践行宗旨意识的主战场、 淬炼党员

干部的大熔炉、考察识别干部的试金石。要

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落实属地责任，

主动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

考验、担当作为，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

一线高高飘扬。 要广泛动员群众、 组织群

众、 凝聚群众， 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

线，科学理性、精准有序抗击疫情。各区、

各街镇、 各居村要把加强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既要在社区开展全

覆盖的排查排摸， 也要支持市民及时反

映人员变化情况， 引导大家加强自我防

护、家庭防护、社区防护，从自己做起，从

身边做起， 全力营造人心安定、 人人尽

责、同舟共济的社会氛围。

市领导于绍良、陈寅、诸葛宇杰参加。

上海文艺界以多种文艺样式，

为抗击疫情的先锋点赞！

（上接第一版） 同样把上海 “逆行 ”

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写进了唱词

里 。 最终在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

带领下 ， 集结另外六位中青年评弹

演员在大年初三赶到剧场集体录制

完成。

都说艺术创作需要打磨沉淀， 缘

何上海文艺人拼起了速度 ？ 吴新伯

说 ： “上海说唱作为上海特有的曲

艺样式， 一向对时事新闻快速反应，

将热点编入唱词中， 广为传播。” 在

他看来 ， 如今疫情当前 ， 很多人陷

入对于疾病的焦虑 ， 上海在第一时

间派出医疗队 ， 不仅感动人心 ， 同

样带给大家希望 。 尤其需要文艺人

以脍炙人口的作品将这样的好消息

广为传播。

传递正能量， 科普
募捐齐上阵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这次计

划排演两出沪剧小戏表现抗击疫情、

温暖助力的真实故事。 一则是上海夫

妻连夜制作面包， 无偿提供医护人员

的感人故事。 另一小戏则聚焦昨天奔

赴湖北疫区， 临行前表示 “不想当英

雄， 回来就结婚” 的 90 后小护士。

上海文艺人的作品不仅传递正能

量， 同样可以传播疫情防护知识， 向

大众普及。 昨天， 上海越剧院的两首

越歌也进入紧锣密鼓的创作之中。 上

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告诉记者， 在颂扬

“逆行” 的医护人员、 鼓舞抗病斗志的

主题之外， 还特别策划一首宣传防疫知

识的流派联唱。 艺术创作室青年编剧莫

霞与安树将于今天完成歌词创作， 随后

交由资深唱腔设计老师完成唱腔设计和

谱曲工作。 届时， 两首歌将由钱惠丽、

方亚芬、 单仰萍、 章瑞虹、 王志萍、 许

杰等中青年演员共同演绎。 未来几天，

演员将分头在各自家中小样创作， 最终

分批录制完成 。 上海越剧院还进行了

“驰援武汉 ， 奉献爱心 ” 的募捐倡议 ，

演职人员以各种形式表达爱心。 而徐派

小生钱惠丽则通过网络录制了一段小视

频， 号召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并示范了

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

从前， 春节期间的名家清唱会和骨

子老戏演出，一直是上海京剧院“招待”

资深戏迷的“硬菜”。此次演出取消后，原

计划参演的京剧名家史依弘、李国静、胡

璇、唐元才、蓝天、杨扬等名家，通过短视

频，以清唱等方式向疫情一线的“战士”

致敬，向观众问候感谢。上海昆剧团则发

起《抗击疫情》誓词，号召剧团全体党员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同样行动起来的还有广播电视人，

SMG 旗下电视新闻 、 综艺 、 广播 、 新

媒体的 35 位主持人， 在 24 小时内录制完

成 《非凡英雄》 MV， 献给奋战在抗击疫

情第一线的生命卫士们。 上海市作家协会

会员、 诗人崖丽娟创作了诗歌 《历史终将

记住这个除夕》， 献给 24 日除夕夜响应国

家征召， 驰援武汉的上海医护人员。

要“辛弃疾”“霍去病”，

也要“不信谣不传谣”

四天来， 全国各地 120 余位画家的近

400 幅作品，通过网络汇集到上海。 上海市

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发起的 “众志成城

战疫情” 网络漫画展自除夕发出征稿启事

以来，漫画、版画、国画等各个画种的画家

纷纷加入， 以绘画的形式引起人们对疫情

的关注，也给大家加油打气。

“防治疫情， 人人有责。 我在小年夜

看央视新闻时， 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我

们有自由漫画联盟、 市文联、 市美协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 能不能创作一批漫画作品

在上面发布， 为抗击疫情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副

主任孙绍波说， 于是， 他向郑辛遥、 沈天

呈等人提议， 在除夕推出 “众志成城战疫

情” 网络漫画展。 沈天呈铺开纸笔， 打开

电脑， 两小时内画了一幅 《大刀向凶顽病

毒砍去 》 的招贴画 ， 孙绍波也画了一

幅防控病毒的漫画 。 以这两幅漫画为

引 ，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在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征稿启事 。 “没

想到 ， 中午发出去的启事 ， 两三个小

时后就收到上海漫画家的来稿了。 初一

大早 ， 各地漫画家也纷纷发来漫画作

品。” 孙绍波告诉记者， 征稿中还产生

了两幅网红作品， 慕容引刀的 “新保护

神” ———“辛弃疾” “霍去病”， 两幅漫

画模仿传统门神年画的模样， 取了两位

古人名字的双关， 表达人们新年驱散病

魔的祈愿。 据说， 这两幅漫画不仅在朋

友圈广为流传， 还有人打印出来贴在了

自家门上。

四天时间里， 漫画名家沈天呈贡献

了九幅作品。 他还特意将这些漫画上的

文字翻译成英文 ， 让外国朋友也看一

看， 知道该做些什么。 面对网络上流行

的一些谣言， 沈天呈又马不停蹄地创作

了 《不信谣、 不传谣、 不添乱》。 画面

中， 孙悟空手持金箍棒打向冠状病毒，

也借漫画的形式告诉大众， 这些谣言全

部不可信。

据悉， 从大年初二开始， 市委宣传

部纪委的公众号 “海上风清” 已经率先

开始推送此次征集到的作品， 并持续每

日更新 。 今天起 ， 主办方也将在市文

联、 市美协等微信公众号、 自由漫画联

盟网站等平台成规模推出首批作品。 全

部活动结束后， 所有作品还将被制作成

电子书推出。

左图：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隔离病房已运行

了多日。 这里是上海市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定点

医院。

上图：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由专人负责处理医疗

废物。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