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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姜 澎 樊丽萍

一夜之间，张文宏医生“火了”。

“只闻时钟的滴答声， 却不知现在几点钟。” “一线岗位

全换上党员， 没有讨价还价！” “我带头上！” 张文宏说的这

些话， 也火了。

张文宏，上海华山医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主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1 月 29 日深夜，张文宏因为一场疫情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采

访视频“走红”，人称“硬核医生”。 鲜为人知的是，这并非一场准

备得多么充分的演讲，就在发表这一“刷屏演说”的前 12 个小

时，张文宏的时间表竟是这样的———

1 月 29 日零点时分，从河南郑州参加完国家卫健委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督导工作，搭乘红眼航班回上海，自己驾车直

奔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第二天有病人需要他会诊。

赶到市公卫中心，快凌晨两点了。 张文宏把仅剩不多的用

于睡觉的时间“腾挪他用”，写了一篇 3000 余字的疫情解读长

文，供第二天一早华山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华山感染”更新。

凌晨 3 点多睡下， 早上 7 点不到， 他又起床了。 赶到病

区， 讨论完当天的所有隔离患者病例， 他开车赶回华山医院，

换上白大褂， 直奔感染科病区查房， 然后召集临时党支部会

议 ， “给大家鼓劲 ”。 然后———才是那场广为人知的新闻发

布会。

“我已经严重睡眠不足了， 也不知有没有说错什么。” 1

月 30 日下午， 张文宏坐在办公室里， 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专

访。 深深的黑眼圈， 透露着这位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的

疲惫。

大家都说，张文宏的时间是以“秒”计算的，而过去的 15 天

里，他“一秒掰成两秒来用”。 但他依然觉得时间不够，他走路

快，说话快，他反复交代着身边人：“我们要多想一点，再多想一

点，我们要跑在病毒前头！ ”

张文宏为什么能这么说？

“49 杆枪”说一不二，防控
重大传染病绝不“讨价还价”

“武汉要人了，谁去？ ”

“你不能去！你援外刚回来，都瘦成

这样了。 ”

“留观病人流程怎么走，还是要细

化，加快节奏，快！ 快！ 快！ ”

“春节后的流程怎么弄？ 正常门诊

马上要开了，病人都等着来看病了。 ”

“主任、党员先派出去有什么不可

以？！我们不能欺负老实人，这次我们能

否就定一个规矩，从上往下开始派———

从主任、副主任开始派。 ”

……

1 月 30 日， 就是张文宏 “一夜走

红”的第二天，大年初六，下午 3 点，记

者在华山医院感染科会议室目睹了张

文宏与科室人员的一次碰头会。这就是

一名普通的医生，一个为疫情防控“揪

心”的医疗救治组组长。

十来分钟的时间，飞快的语速！ 无

疑，当下这个华山医院的“王牌学科”，

正面临 “史上最难排班”———在维护华

山北院、华山西院、华山医院总院的正

常医疗工作的同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当前，这里还需要向武汉、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派出医生。因为面对的是

传染病，所以，一旦派出，这些人手在一

段时间内等于被“锁死”，要度过隔离期

后才能作另用。 如果说，他们面临的是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那么眼下他

们还需要“多线作战”。

张文宏坐在会议室的中间，胸前别

着的一枚党徽很醒目。 就在昨天，他因

为一段“党员全上一线”“这个时候派党

员上不用打招呼”的言论，一夜“爆红”。

有人说，他是“模子”，有人说“看到他就

安心”，甚至还有人说，“爱上了他”。

“说我红了，我真的很意外。 ”张文

宏坦率地和记者说，这段在网上流传的

话是他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 这个时

候，必须要讲这番话了。

“从 1 月 15 日上海发现首例病例，

过去 10 多天， 我们第一批进隔离病房

的人已经非常疲惫了，是到‘换防’的时

候了。 但这个时候我派谁上？ 派没孩子

的去？ 派单身、没家庭的上？ 派年轻的

上？ ”张文宏说，他反复思量，在最艰难

的时候，想到了党组织、党支部。 “我们

每个党员在入党时是宣过誓的，要把人

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怎么选？

我只有靠这个唯一的标准———党员

上。 ”

疫情发展至今，几乎所有人的神经

都绷得很紧，尤其是张文宏，他根本顾

不上什么“走红”之事。 “他总是在‘赶

路’，总是在解决问题。 ”同事们说。

就在昨天下午，因为考虑他最近工

作节奏实在太快， 医院要给他配一辆

车，方便他多地奔波，张文宏一口谢绝：

大家都很忙！

步入张文宏所在的华山医院感染

科， 你能感受这种无形的紧张气息，所

有人都是行色匆匆。 “张老师从不说虚

话，开会速度快，只谈要做的事，要解决

的问题。 ”学生李杨说。

华山医院感染科在全国鼎鼎有名，

而这背后，是一支无比精干的队伍———

总共 49 名医生，其中 25 名党员。“人不

多，但我们这里党员多，我必须发挥这

股力量。 ”张文宏说。 他很清楚，这场新

疫情打响后，科室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在

运作，“但总得有人去做，你选择了这个

行业，就是选择了负重前行。 ”

全国一盘棋！ 疫情当前，华山医院

感染科又第一时间派出两位医生驰援

武汉。 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成员徐斌教

授，是中断了与家人在日本的休假回国

驰援武汉的。同行得知后很惊讶，他说，

“我们感染科的医生就是这样的。 ”

华山医院感染科为什么能这么做？

从“非典”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隔 17 年，两代人“接棒”上海组长

“你刚援外回来，这次先不派你去

（武汉）。”1 月 30 日，在科室开会时，张

文宏已数次 “秒” 拒胡越凯的出征请

求。

被拒的胡越凯，并不甘心。 身在这

个团队，“往前冲”是所有医生的本能。

走进华山医院感染科实验室 ，狭

窄的走廊里摆满了仪器， 进门的墙报

上“缩写”了这个队伍大半个世纪走来

的彪炳历史———始建于 1955 年，已连

续九年稳居我国感染病学科榜首地

位， 牵头撰写发热待查等一系列国内

外专家共识……

从全球 “超级细菌” 到埃博拉病

毒， 从 H7N9 禽流感到如今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 华山医院感染科始终奋

战在重大疫情最前线。

对中国民众而言，上次这样的“全

民战疫”就是“非典”时期了。2003 年迎

战“非典（SARS）”期间，上海创造了无

医护人员感染、无社区传播、无群体爆

发的 “上海奇迹 ”，抗击重大传染病的

“上海模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

定。 而当年的上海市“非典”专家咨询

组组长， 正是张文宏的老师———如今

的华山医院感染科终身教授翁心华。

“这件事之后 ，我国传染病防控

上了一个大台阶 。 ”翁心华曾这样对

记者说 。

时隔 17 年， 上海再迎疫情挑战，

这次“接棒”者换成了学生。 是什么样

的底气让华山医院能一棒接着一棒带

领“白衣斗士”成功迎战疫情？

到华山医院感染科采访， 当一个

个团队成员以极简单的文字描述自己

的经历时，记者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这个团队，自带一股强大的气场。

用文字来形容，它是一种向心力———

胡越凯 2001 年大学毕业加入华

山医院感染科，在还是“菜鸟”医生时，

就经历了“非典”。 多年后，他仍难以忘

记那次“战役”的很多画面，“当时不少

人跑到华山医院，都说自己有点症状，

怀疑被感染了 ， 希望医生给明确诊

断。 ” 而与市民的无助和不安相映衬

的，是身边前辈老师们的“稳”和“勇”。

“最初，连医生都不知道我们面对

的病毒是什么。 可没有一个感染科的

医生会往后退。 ”即使不明敌人是谁，

也要奋勇作战，这种感染科医生特有的

“定力”，在他心里“扎了根”。 一次次与

病毒交锋， 把病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

打赢疫情攻坚战……胡越凯说，“干这

行的成就感，是常人很难理解的”。

当然 ，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

份职业的另一面是 ， 不分白天黑夜 、

几乎没有节假日的问诊 ，以及不自觉

就会涉足的未知风险———可能是生

命危险 。

去年 1 月，胡越凯主动请缨，作为

中国红十字会援外医疗队成员出征 ，

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展医疗救助工

作。 援外半年间，除了救死扶伤，他还

有一次“心跳回忆”：有一天，一起恐怖

袭击事件就发生在他的驻地边， 大概

只有 200 米不到的距离。 与危险擦身

而过， 身为党员的胡越凯医生下意识

拿起手机， 第一个收到他报平安短信

的正是科主任张文宏。

想都没想，发出第一个短信，足见

这份信任的分量。

“在他身边工作，你会不自觉地给

自己打鸡血。 ”华山医院感染科医生李

宁， 这个春节是在煎熬中度过的。 原

来，她的父亲在青岛，节前已住进 ICU。

而春节本就是华山医院人手最紧张的

时候 ，更何况疫情当前 ，几度纠结 ，李

宁向张文宏开口，“我想用几天公休。 ”

“放心回去吧，别用公休了。 ”张文宏丝

毫没有犹豫地说。

从除夕到年初一， 李宁一边照顾

父亲，一边刷手机，当看到武汉“封城”

的消息时，她再也坐不住了。 安排好父

亲，她当即订了一张回上海的机票。

“父亲病了 ，不照顾我心不安 ，但

照当下疫情发展，医院也需要我，更多

病人需要我。 ”年初四，李宁就回到了

上海，“归队”加入这场战“疫”。

在华山医院感染科， 虽然医生们

都清楚， 未知的病毒极可能将他们推

向危险， 让他们离死神的距离比常人

要近很多，但选择到这里来的医生，却

不知道从哪里生出一颗颗无惧的心 。

很多人说， 这颗定心丸， 是张文宏给

的。 而张文宏说，这颗“定心丸”是老师

们给的。

“你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而且你

面对的敌人———病毒，它们还很聪明，

你必须跑得比它快， 不然付出的代价

就是很多很多的生命， 而不是一条生

命。 ”张文宏这样跟大家说。 这就是感

染科医生看到的图景， 不是一台手术

救一个人 ，而是科学决策 、精准判断 、

控制疫情，挽救一群人。

“以公众健康为最重大使命”，这

是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的座右铭 ，

也是整支学科团队的“定盘星”。

为什么还要坚持对大众“喊话”？

联动政府的防控举措，尽可能调动起“全民之力”

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始终直面重

大传染病并时时刻刻奋战在第一线的

党支部，还是一个“编辑部”。

眼下， 许多人每天早上起床第一

件事是点开“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

看看张文宏又更新了什么疫情解读。

“铁人”张文宏在已没多少睡觉时间的

情况下，坚持做着这件“分外事”———

通宵达旦写科普，连续 11 天，每天更

新！

疫情当前，“华山感染” 已成民间

爆款，阅读量接近 2700 万次，最近几

乎每篇都是 10 万+，最长一篇 ，点击

量已超过 1000 万。

学生们说， 张文宏会交代好每天

收集国内外研究进展、数据模型，但他

坚持每晚自己完成每篇疫情分析文章

的最终完稿，“张老师是牺牲睡眠时间

在科普。 ”

已经这么忙了， 为什么还要坚持

科普？“你得给老百姓讲真话。”张文宏

对记者说， 防控传染病， 需要全民共

识，更需要全民科学共识。

于是，我们看到张文宏在“华山感

染”上向大家喊话。 比如，读懂“封城”

的意义———“这两天深入河南的社区、

基层卫生院、县级医院、地级医院、三

级医院做了调研，才明白封城易，但把

城市管理好，把每一个社区管理好，让

每一个村的人知道这个疾病， 让每一

个来自疫区的人自动隔离， 社区做好

服务， 才是封城这个举措中最为重要

的一环。但是中国真的做到了。中国的

社区管理已经细致到每一辆车， 每一

户人家。 大家还看到了河南省副省长

在县城督导生产给湖北用的口罩和防

护服。 ”

他还会告诉大家： 即使采取 “封

城”这一强硬措施，大家还远远不能高

枕无忧，扎实做好个人防护，自觉采取

主动“封街道”“封社区”“封家”、居家

办公等隔离措施……这样的话病例数

才会逐日缩减。

“我今晚可能要写生死，现在有死

亡病例，也有出院病例了，我要给大家

谈谈，这个传染病到底是轻症多、还是

重症多；我还要写防控重点，给各地防

控专家看。 ”张文宏的脑海里仿佛时刻

在根据疫情进展、防控举措，决定对大

众的“喊话”内容。 这是 17年前“非典”

肆虐之际从未有过的疫情防控新举措，

医生自己写网络科普长文，联动政府的

防控举措，尽可能调起“全民之力”。

下午 4 点不到， 张文宏开始 “驱

赶”记者，他说赶紧根据国家卫健委第

四版诊治方案指南， 制作一份社区疫

情防控课件， 给社区和区级医院的医

务人员看。

“春节马上要结束，区里的医院都

要恢复正常门诊了， 传染病防控的一

大关键点就是切断传染源。 接下来的

防控重点之一就在社区， 区里的医院

就是一道道关口，他们要做好几件事，

第一，识别；第二，转诊；第三，做好防

护隔离举措。 ”

张文宏分析， 以目前全国投入武

汉的力量， 以及当地已采取的防控举

措，武汉“战役”预计两个月能结束，而

全国这场“战役”何时能结束，取决于

全国防控能力“一盘棋”，必须要竭尽

全力预防“新武汉”的出现。 武汉是决

战，其他城市是保卫战。 这意味着，大

到一座座城市，小到每一个单位、每一

个社区、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要配

合，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聚会，主动报

告，及时隔离，及时治疗等。

“一切没有想的那么好，一切也没

有想的那么糟！ 中国，努力！ ”这是张文

宏在“华山感染”公众号上写下的一段

话。 正如过去半个月来他的 “作战”状

态：冷静、客观，但始终保持积极和乐观。

张文宏教授带领的团队成员们正在一起讨论分析目前疫情的趋势和防控方案。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张文宏教授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张文宏：我们一定要跑在病毒前头！

如何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上海华山医院“硬核医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近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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