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无情，淬炼出白衣战士勇敢无畏的品质
唐闻佳

自 1 月 20 日晚上海首例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确诊以来， 虽然才过去了十来天，

但很多人感觉时间仿佛过去了很久———因

为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速度几乎可以“光

速”计算。

十多天的时光里，很多关于沪上医护人

员的新闻，让人记忆犹新———

小年夜的“最美逆行”。 就在武汉“封城”

之际， 上海中山医院医生钟鸣搭乘开往武汉

的高铁，作为国家卫健委点名专家驰援武汉。

大年夜的“夜奔”。 就在万家团圆之际，

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100 多名队员在虹

桥机场紧急集合，后来很多人在朋友圈里为

一段“点名”视频泪目：当小组长高喊医院名

称的时候，一声声响亮的“到”，有一种划破

苍穹的力量。

大年初一的“又一次夜奔”。上海疾控“三

人行”受命再度出发驰援武汉，夜里 7点多从

上海站出发，清晨 4点多才到武汉站，三人成

为火车在武汉站停靠后仅有的下车乘客。

而后是第二批、第三批队员出征，“国家

需要，我去驰援，不问生死，不问归期！ ”

有人西行，也有人驻守，不计得失，不问辛

劳！小年夜，当很多人早已买好了机票、火车票

准备远离都市生活圈时，这群医务人员自觉地

退订了机票、酒店、火车票；有的医生已在老家

了，年三十连夜订了飞机票回到上海。 在微信

群里，当科主任统计谁可以顶班时，一排排“我

可以”的截屏，瞬间刷屏朋友圈。

疫情攻坚阶段，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

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党支部书记张文宏那一段“党员医生上！ 我

带头上！ ”的视频，感动了无数人。

“他们才是这个时代最该追的星！ ”网友

说得真好。病魔无情，谁不知危险？但就有一群

人舍生忘死。 一封封医务人员书写的“不计报

酬，不论生死”的请战书直戳人心，令人潸然。

在这群医务人员里，有身经百战无数次

冲锋在一线的“老兵”，也有初出茅庐的医疗

新手，他们挑起了大梁，一句“小时候，你们

保护我们；现在，我们来保护你们”，令医学

院的老师们泪目。

疫情无情， 却淬炼出最勇敢无畏的品

质，最纯粹忘我的真情。

上海已有10例患者治愈出院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上海市卫健委通报，一名

77 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女患者治愈出院，也是到目前为

止上海最大年龄治愈患者。 至今，上海共有 10 例治愈出院

患者，其中年龄最小 20 岁。

最新出院的患者马某在市级专家组科学指导，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精心诊治、细心护理下，病情迅速改善，已经连续

体温正常超过 3 日，呼吸道症状好转，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阴性，经本市专家组评估，符合国家卫健委最新版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马

某从确诊到治愈出院共经历 7 天时间。

直击“上海市发热咨询平台”首个 24小时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沪超20万人次团队旅客取消出行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储舒婷 ）为了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春节期间 ，上海

数千家文旅场馆暂停对外开放， 超过 20

万人次的团队游客取消出行。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旗

介绍， 上海的博物馆、 美术馆、 图书馆、

文化馆 、 旅游服务咨询中心 、 歌舞娱乐

场所等 4200 多家场馆设施、 113 家 A 级

旅游景区 ， 以及上海迪士尼乐园 、 海昌

海洋公园等非 A 级景区均暂停对外开放，

104 场营业性演出与 2700 多场公共文化

活动暂停举办 ； 旅行社暂停了团队旅游

及 “机票+酒店” 旅游产品。 截至 1 月 31

日 17 时， 取消出行的国内及出境旅游团

组 （ 队 ） 累 计 11378 个 ， 涉 及 游 客

200728 名。

记者从会上获悉，1 月 22 日到 29 日，

有 8 个邮轮班次抵离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其中 1 月 27 日起出境邮轮航次停运 ），

入境游客 22158 人，出境游客 8437 人。 市

文旅局会同相关部门协商应对措施，及时

做好了重点区域游客的登记研判、劝退分

流、集中医学观察等工作。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为在武汉抗“疫”的护士妈妈鼓劲
青浦区东方中学七年级学生写下情真意切的作文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名‘医二代’，

正是因为白衣天使们坚守在抵抗病毒、 病魔

的第一线，才有我们每个人的岁月静好。我的

天使妈妈，我爱您！”这些感情真挚的话语，是

从上海市青浦区东方中学七年级（5）班邢思

贤同学的笔下流出来的。

对于这位刚刚年满 13 岁的女孩来说 ，

今年春节有些特别 。 她的妈妈———朱家角

人民医院的党员护士许妁在大年夜主动报

名 ， 踏上了驰援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征途 。 “今年过年我不能回来陪你们

了， 我得去武汉一线支援。” 电话这头， 邢

思贤反复跟妈妈确认了好几次 ， 才肯接受

这样的现实。

“我不知说些什么，鼻子一酸，泪水差点

流了出来， 但我不想当着爷爷奶奶和爸爸的

面哭， 所以我把手机递给爸爸， 自己跑了出

去。 ”在这个女孩的作文里，她如实写道，“我

曾经很讨厌‘白衣天使’这个词，因为这个词

让我的妈妈始终属于她的病人。 ”

可第二天， 邢思贤就在网站上看到了一

段视频：医疗队出发前正在宣誓，当中就有她

的妈妈。瞬间，女孩泪如雨下。她告诉记者，当

看到评论里有无数人为医疗队加油时， 她突

然明白了医护人员这份职业的伟大。“他们正

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为了‘大家’才暂时舍

弃‘小家’。 ”

邢思贤的爸爸邢彬告诉记者， 许妁到武

汉后，每天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 4 至

8 小时。 下班后，除了休息，她会第一时间跟

家人视频，给父母报平安、给孩子们讲述这几

天发生在身边的事。让全家人感动的是，许妁

在视频连线中，从来没有抱怨过工作的辛苦。

其实， 邢思贤已经从新闻中看到武汉的抗疫

形势和上海医疗队在武汉从事医疗救治的相

关情况。

从最初不舍不解， 到几天后看到许多像

妈妈一样的医护人员奋战一线， 邢思贤反而

像一个“小大人”一般安抚母亲：“妈妈，你要

照顾好自己，我和爸爸、妹妹等你回家！”几天

前，邢思贤写下题为《我的天使妈妈，我爱您！ 》

的作文，让不少教师眼泛泪花。 “我还把作文发

给妈妈看，她也十分感动。 ”

“妈妈，不要担心，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

己，也会协助爸爸照顾好妹妹。”这位 13 岁的

姑娘，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

居村委会今起接受口罩预约登记
截至 2 月 1 日 12 时，上海市已累计排除疑似病例 342 例，发现确诊病例 169 例

防疫当前，为确保更多市民能购买到口

罩，上海开始实行 “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

定药店购买”的口罩供应方式。 今天是居村

委会开始受理预约登记的第一天。在昨天举

行的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情况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已在全市范围开展预约登记工作

人员的业务培训，将通过贴公告、发微信等方

式，引导居村民群众错峰登记、错时登记。

据悉，第一轮预约登记的时间从今天起

至 2 月 11 日，总计 10 天，在此期间登记预

约都拿得到号。

口罩“按户数比例配货”，每
户可购 5 只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介绍，按“按

户数比例配货”原则，也就是根据各区、各街

镇、各社区户数占全市总户数的比例，确定

口罩配额数。 第一轮预约，明确一个居住地

址可购买一包五只口罩，每一户（一个居住

地址）仅限预约购买一次。先预约登记者，根

据预约号码顺序，货来先得，由居村委会电

话或公告通知，收到通知后，即可到指定药

店购买。 “打个比方，2月 6日某家指定药店

告知其对口的某个居委会，2 月 7 日将到货

配额口罩 400个，按照每户购买 5只的原则，

该居委会可按照预约号码顺序， 通知排在前

面的 80户居民，在 2月 7日前往购买。 ”

为尽量减少居民预约登记的等待时间，

降低人群聚集风险， 民政部门事先作了预

估，制定了相应的预案。比如，要求各居村尽

可能选择较为宽敞、相对隔离的场所，作为

预约登记点，并事先清洁、通风、消毒。

连日来， 上海 6077 个居村委会的广大

干部夜以继日地工作， 挨户开展排摸， 为

居家隔离人员提供生活服务。 现在， 为居

村民预约登记购买口罩的任务又交给了社

区。 为此， 市民政局已紧急要求各区、 各

街镇抽调机关干部 ， 立即下沉社区居村 ，

确保工作力量到位。

预防二次污染，废弃口罩有
三种处理途径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介绍，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 全市高度重视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

结合不同类型场所废弃口罩可能沾染病菌

的实际情况， 本市废弃口罩有三种处理途

径：一是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各集中隔离

观察点产生的废弃口罩，直接投入医疗废物

垃圾袋， 纳入医疗废物统一进行无害化处

理； 二是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使用过的口罩，

与其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一并消毒装袋后，由

专人上门收集， 直送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

三是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过的口罩，宜用

塑料袋密封后投放在干垃圾容器内，作为干

垃圾纳入处置系统。

对 10 类重点场所规范开展
预防性消毒

来自市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2 月 1

日零时至 12 时， 本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疑似病例 46 例； 新增治愈出院 1

例；新增确诊病例 16 例，其中外地来沪人员

5 例，本市常住人口 11 例。

截至 2月 1日 12时，上海市已累计排除

疑似病例 342例，发现确诊病例 169例。确诊

病例中，男性 82 例，女性 87 例；年龄最大 88

岁，最小 7 岁；105 例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3

例有湖北以外省市居住或旅行史，59 例有相

关确诊病例接触史，2例无湖北接触史。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介绍， 已根据

市卫生健康委印发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三版）》 要求， 指

导学校、 社区、 公共场所、 交通工具、 家

庭、 办公楼宇、 大型商场、 工地、 农贸集市

和养老机构等 10 类重点场所规范开展预防

性消毒工作。

党员医生“姐妹花”同时奋战在抗“疫”最前沿

晚上10点半到家，凌晨3点多又被叫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令很多人感到畏

惧，但就在我们身边，有人明知有险，依旧不

约而同地“逆行”，党员医生“姐妹花”陆燕燕

与陆凤凤就是如此。 她们在会诊时匆忙的偶

遇，成了奋战中的一次短暂团聚。

这对姐妹花中， 姐姐陆凤凤是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妹妹陆燕燕是上

海市静安区市北医院急诊科主任。春节前，她

们姐妹原本约好两个家庭节日一起聚会，可

疫情打乱了一切节奏，两姐妹分头扎进“抗疫

战”里，连个电话都没有时间打。

“不是不想联系，现在手机都用来联系工

作，太多病例需要我们讨论。 ”妹妹陆燕燕说。

陆燕燕是市北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

似病例会诊专家， 也是静安区的疑似病例专

家组成员。疫情爆发后，她就奔波往返于院内

外的各种疑似病例会诊现场。 做好疑似病例

排查，不漏诊，是控制此次疫情的关键环节之

一， 陆燕燕每分每秒的神经都绷得很紧———

有大量材料要看，有大量信息要核！

大年初二上午， 陆燕燕在市北医院会诊

了 10 多名疑似病人，中午又赶到第十人民医

院会诊。而就在会诊室，她遇到了一张久违的

面孔———自己的姐姐， 也是静安区疑似病例

会诊专家组成员之一的陆凤凤。

这天， 陆凤凤送来了一名 11岁的儿童疑

似病例。 10多天的连续奋战，疲惫写在两姐妹

的脸上，这对久未谋面的同胞姐妹只是简单地

问了一个好，互相叮嘱要注意防范，就与静安

区中心医院的专家一起对孩子会诊。

会诊结束，妹妹陆燕燕马上赶回医院，发

现一大家子五口人可能为疑似病例。这天，她

忙到晚上 10 点半，讨论处理好当天所有隔离

患者病例后才回家。凌晨 3 点多，她又被区疾

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叫醒， 赶到第十人民医院

会诊；清晨 5 点多回到家休整一下，一早又去

上班了。

陆燕燕每天都是这样连轴转。 她说，疫情

来袭， 很多医生的睡眠都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几乎每个人都在缺觉的状态下坚持着。

儿科医生本就紧缺， 她的姐姐陆凤凤也

从大年三十忙到年初七，一刻不停，高峰时她

每天要接诊 100 多号病人，经常是不吃饭，不

喝水，还得加班加点，病人才能看完。

“我们姐妹俩在读大学时候就入了党，都

是有近 40 年党龄的老党员了。这种时候你必

须站出来！ 我是急诊科主任，是党员，姐姐是

儿科医生，也是党员，你不站出来，如何让别

人信服，如何带领别人一起战斗？ ”妹妹陆燕

燕说。

“能在会诊时与姐姐偶遇， 已经很开心

了。”陆燕燕说，因为家里有好多医生，所以她

们姐妹俩从小就想当医生， 后来真的都考上

了医学院。在外人看来，这个行业辛苦、危险，

而在陆燕燕看来，这是职责所在。

右图： 会诊后， 同事帮姐妹俩拍了张合

影照。 右为妹妹陆燕燕， 左为姐姐陆凤凤。

（受访者供图）

市外事办官网五种语言通报疫情动态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储舒婷 ） 从

昨天开始 ，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在其官方网站 （wsb.sh.gov.cn） 推出

疫情防控专栏 ， 用中 、 英 、 法 、 日 、

韩五种语言 ， 编发每天新闻发布会的

内容 ， 通报最新疫情防控动态及防护

提示 。

同时 ， 市外事办和 12345 市民热线

合作， 从今天起 ， 针对本市疫情防控方

面的常见问题 ， 为在沪外籍人员提供咨

询服务 。 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 8 点到晚

间 8 点。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董晓艳医生 （右一） 与李伟明医生 （左一） 解答市民

发热相关问题。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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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上海眼下最 “热” 的热线

了———截至昨天中午 12 点，“上海市发

热咨询平台” 经历上线后首个 24 小时。

记者直击热线“大本营”发现：热线确实

“热”，每隔数秒就有电话进来，半夜铃声

也响个不停。

热线开通的首个 24 小时里，“上海

市发热咨询平台” 热线共接到 584 个电

话；致电者中不仅有上海本地市民，还有

湖北、浙江、山东等地拨来的长途电话。

这一非常时期开启的 “不触摸医疗

咨询 ”服务 ，利用电话线 、网线等 “互联

网+”思维，既能及时解答大众心里的健

康疑惑， 也分流了相当一部分不必要前

往医院的就诊者。

这一天， 值守医生说
得最多的就是“别紧张”

“你好，这是上海市发热咨询平台热

线，怎么称呼？ 有什么问题？ ”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热线“大本营”———位于徐汇区

中心医院的一间会议室，铃声此起彼伏。

“至少 14 天没有接触过对吧，好的，

那你别紧张， 你没发烧，37.5摄氏度以内

是正常的，暂时不用去医院，多喝水，好好

休息。 ”第十人民医院李伟明医生边说边

快速记录。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了，上海

市儿童医院儿科医生董晓艳赶紧接听。

从上午 8 点上岗到上午 10 点半，共

接到 67 个热线电话，平均一个电话一两

分钟，董晓艳手旁的茶水、小面包、能量

棒一动都没动过。

这个班头是李伟明和董晓艳搭班，

还有两名助手帮忙记录、联络。在这两名

医生手边有一本重要的“工具书”，上面

印有上海全市发热门诊所在医院详细地

址和电话， 还有各类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常见问题整理，方便随时翻阅。

别以为只有白天的热线才这么

“热 ”，1 月 31 日晚上 12 点到 2 月 1 日

早晨 8 点，热线进来 50 多个电话，“更多

是女性来电，主要问题是焦虑”。事实上，

这一天来， 值守热线的医生们最多说的

一句话就是“别紧张”。

视频、 电话 “多线作
战”，“云医院”里不断增援

距这个办公室 500 米左右， 另一个

办公室里也是热火朝天， 那是徐汇区中

心医院“云医院”的“大本营”，也是“上海

市发热咨询平台”之“新冠工作室”线上

服务端。

“你好！ 已经咳嗽三天，没明显加重

对吧？ 去过武汉吗？ 没有冠心病、糖尿病

对吧？好的，您不要担心，建议您在家观察一两天，如果没有

发热，没有咳痰，就是普通感冒，多饮水，多通风，外出要戴

口罩，有不适再来咨询。 ”徐汇区中心医院老年科医生徐蓉

一边通视频，一边飞快地在电脑里录入咨询信息。

短短一个多小时， 徐蓉已接通了六七个视频咨询，“有

些就是普通感冒， 有些根本没发热， 通过在线咨询就解决

了，省得他们跑医院”。说话间，视频电话、座机响个不停，徐

蓉和同事们几乎一刻不停。

徐汇区中心医院执行院长朱福介绍，从 31日中午 12点

上线，到 31 日当晚 10 点，徐汇“云医院”视频接诊咨询服务

287人次。 在这个视频端上线的 10小时里，徐汇区中心医院

徐伟民医生接诊 61 人次，徐蓉医生接诊 39 人次，胡珺医生

接诊 33人次。 就在记者采访胡珺医生的间隙，她还在手机上

“答疑”———“上海市发热咨询平台”同时开通了手机端口。

忙完医院工作再来守热线，“超纲”

问题也会耐心回应

“这个发热咨询平台开通大约两秒钟后，就有电话打进

来，整整 24 小时，热线电话、视频、手机端的咨询就没停过，

说明老百姓需求很大。 ”中山医院副院长、徐汇区中心医院

院长周俭告诉记者，利用热线发挥专家指导、科学咨询的意

义很大，消解大众不必要的紧张，分流相当一部分不必要涌

入医院的就诊者，也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几率。

开启“互联网+疫情防控”，上海走在全国前列。 从咨询

内容来看，发热咨询占了三成，其他还有疫情普及、居家隔

离护理等。热线的开通解决了大量老百姓遇到的实际问题，

也疏解了许多人内心的焦虑。记者发现，来电咨询确实五花

八门，“蓝牙热水瓶需要连接手机，下载 App 总不行，请问

软件哪里下载？”“核酸检测哪里能做，自己想做可以吗？”尽

管面对有些问题医生难免哭笑不得， 但都耐心回应，“能答

就答，舒缓大家的紧张也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