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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8例新冠肺炎患者从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集体治愈出院， 创下该院一批

次集体出院人数的新高。截至目前，上海已有

90位确诊病例出院。

眼下， 全国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 越来越多的患者出院无疑给了人们

更多战胜病魔的信心。

不可否认，每一个成功救治的生命背后，

都是医务工作者拼尽全力的忘我付出， 每一

位走出隔离病房的病患， 都是一次科学救治

的成功探索。 但专家们毫不讳言“对手”的凶

悍，他们不敢轻敌，所以对任何病人都不敢掉

以轻心。

“有人（病情）很轻，有人就是很重，出现

多脏器功能衰竭。”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朱蕾

说，治疗过程中，“走钢丝”的状况很多，步步

惊心。“惊心动魄”，是所有参与救治人员提到

最多的词。

在院患者“一人一策”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应对各

类重大传染病的“主战场”，1月初，注意到武汉

疫情后，医院上下就取消了休假，全员投入应

急状态，并启动相关培训。 这份“提前进入状

态”，来自这支“特种部队”的职业敏感，这为后

来承担确诊患者的救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月20日， 上海报道首例确诊病例后，公

卫中心已切换进入“应急迎战模式”的一级响

应，感染学科、重症学科、呼吸科等相关救治

学科团队“大集结”。

上海第一时间集全市之力集中最好的医

疗设施、最强的医疗力量，选派178名市级医

院专家与300多名市公卫中心医护人员合力

作战，治疗方案“一个个过堂”，200多例在院

患者“一人一策”。

针对重型、危重型病例，上海还抽调市级医院重症医学专家团队整建制、组

团式进驻公卫中心。五名重症医学专家来自瑞金医院、仁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

第六人民医院、第十人民医院，已带领五个医疗组进驻重症病房，负责全部重症

病人的床边救治，目标很明确：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全力护航生命。

病情瞬息万变，“惊心动魄”

这些市级专家与记者对谈的时间可用见缝插针形容： 结束了上午的病例讨

论，他们要赶紧投入更细节的个案讨论；紧接着，下午4点“下午场”交班继续，同

样是“一个个过堂”。

对患者的病情讨论，短短一天内，为何要进行两次？ 因为病情瞬息万变，“惊

心动魄”。 病情进展到底有多快？ 市公卫中心重症医学专业医生王鹤2月6日受命

进驻隔离病房重症病区，说起了进驻当晚接收的一个确诊病例：病人不咳嗽，不

胸闷，就是发烧了两三天，因两次核酸检测呈阳性，被负压救护车转运来了。入院

后，影像、化验结果一出来，大家就觉得情况不好，直接送进了重症病区。当晚，患

者病情急速加重，肺部大面积弥漫性病变。王鹤形象地说，病情进展之快，就如同

看电影时按下“两倍快进速率”，这叫急转直下。

不分昼夜地为生命亮着灯

临床显示，新冠病毒肺炎会引发一种“细胞因子风暴”现象，即除了对肺部的

“打击”外，它还会“扫荡打击”心脏、肾脏、肝脏等肺部以外器官，引发多器官衰竭

的危象。 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说，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所谓突

然爆发，其实有迹可循，找到蛛丝马迹，才能预判病情，我们在竭尽全力努力跑在

一个个患者病情发展的前头，抢救回一个个生命。

“在这里，你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忘了自己。重症病区里的护士，平均每天只

睡3-4个小时，医生平均睡4-5个小时。 每10天换防，出去休息，缓解消耗过大的

体力。 ”胸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陈宇清说，在这里，大伙休息时也是在讨论病情。

有一晚，瑞金组医生在睡梦中喊出一声：“快点抢救！ ”

公卫中心护理部主任张林说，在重症病区，半夜里，医生、护士都穿着全套隔离

装备“守着”，因为不同于普通医院的急诊，在这里，抢救病人一秒都耽搁不起，而如

果病人有变，等医护人员再穿戴隔离装备，起码20分钟，这可能就是生死之别。

紧绷的神经，应激的状态，快节奏的脚步，这就是公卫中心的应急隔离病房。

自今年1月收治首批确诊患者以来，这里，一直不分昼夜地为生命亮着灯。

上海全警动员投入疫情防控
严密社会面防控，严打“涉疫”违法犯罪

记者从昨天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上海公安机关勇

当“逆行者”，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投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查控工作启动以来，全市9个省

际高速道口、20个地面公安检查站、63

个等外道口， 累计出动警力3万人次，

检查车辆243万余辆次、 人员560万余

人次。”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介绍，公安

部门与卫生健康、 交通等部门密切配

合，在全部陆路道口启动24小时查控勤

务，入沪车辆逐一检查。截至目前，已劝

返相关地区来沪车辆4854辆 、 人员

8220人。 陈臻解释说，根据《上海市政

府 〈关于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的通告〉》， 在对省际来沪人员测量体

温、申报相关信息等基础上，对在沪没

有居住地、也没有明确工作的人员，实

施暂缓入沪的措施。

陈臻介绍，严打“涉疫”违法犯罪

也是公安部门在防疫期间的重要工作

之一。 公安部门会坚决查处涉及疫情

的谣言和有害信息， 针对网上不实信

息，及时澄清真相，回应公众关注。 此

外，对扰乱医疗机构秩序、不配合防控

工作等行为，上海也实行“零容忍”。

严密社会面防控， 确保全市治安平

稳有序， 强化社区防控是重要的一环。

据悉 ， 全市公安派出所累计出动警力

8.4万人次 ， 协助街镇居村委 、 社区卫

生中心 “三位一体” 运作， 开展重点地

区来沪人员 “上门面访” 和处置工作，

同时依托实有人口数据， 加强大数据分

析运用， 滚动排查重点地区来沪人员，

包括一些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推送给

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开展工作， 扎紧社

区防疫 “篱笆”。

与此同时， 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的

实施，也避免了人员奔波聚集。据悉，从2

月18日起，“上海公安人口管理” 微信公

众号将推出 “实有人口信息自主申报”，

来沪人员只需完成实名认证、 如实填写

相关信息，即可足不出户完成申报。

记者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民政

部门第一时间将 “最低生活保障金”“价

格临时补贴”等救助资金发放到位，截至

1月31日 ， 全市已支出救助资金1.95亿

元。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勇表示，市民政局

牵头各区民政局建立了 “全市社会救助

条线疫情一日一报”制度，各区每天都做

到无特殊情况“常规报”、有特殊情况“随

时报”。截至昨天，全市各区、各街镇已走

访排查困难对象累计约21.2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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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社区医院保障日常诊疗不间断
科学高效做好排查，用温情与细致织密防疫“网底”

“阿婆，这里量体温，签好这张承

诺书，就好进去挂号了。”昨天一早，黄

浦区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

预检门诊的帐篷里， 医护人员准时上

岗。 自1月31日开诊以来，医院的门诊

量已降至平时的七八成。

然而， 整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护人员却比平时忙碌了好几倍：疫

情排摸、 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社区健康宣教……眼下，正值大量

外来人口回流的复工期， 也是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全力以赴， 用温情与细致织密城市

防疫的“网底”。

跑医院少了，健康关爱不少

近几年， 上海结合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不断落实签约居民慢性病长

处方、延伸处方等便捷用药服务。 疫情

当前，鼓励慢性病患者尽量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就诊，既可方便患者配到长期

治疗用药， 也可避免集中到大医院就

医。不过，文件也明确提出，“诊断明确、

病情稳定”才能开具三个月的用量。

家住黄浦区的李老伯碰到了难

题： 高血压是多年老毛病了， 近期天

气、疫情带来情绪波动，血压控制并不

理想。 这三个月的降压药还能不能开

呢？他的签约医生、打浦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吴舒窈想了一个变

通的办法： 李老伯将三个月的药带回

家， 吴医生每天通过微信督促他量血

压，根据血压情况，帮助他调整用药。

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书记蔡

黄婕告诉记者，尽管医院跑得少了，但

社区居民感受到的健康关爱却不会减

少，“正是这种温情与细致， 让我们把

社区防疫的网底守得更牢”。

从除夕到现在， 不少社区的疫情

排摸已经进行了三轮， 通过居家隔离

消灭了大量病毒传播的苗头。 一天两

次测量体温、每天30人的监测工作量，

社区医生不仅任劳任怨， 还抚慰着略

显焦灼的心灵。

松江区方松街道的社区医生突然

收到一位正在居家隔离的孕妇的电

话， 原来预产期将至， 安全起见， 她

想要提前住院。 于是， 社区医生为她

联系专业产科医生， 妥当安排住院事

宜， 使她终于平安生下了健康宝宝。

“哪怕在每天的问诊中，我们都坚

持聊天不少于三分钟。”方松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席伟春说，问

完身体状况后，再问问柴米油盐，也能

帮助隔离者缓解焦虑，“有时候， 我们

还会自掏腰包， 为他们送去生活必需

品。”这位曾在三甲医院做了多年专科

医生的小伙子， 感觉在社区的防疫工

作中，找到了更多价值。

复工人多了，防疫排查不漏

这几天， 复工人流的大批返沪给

上海的社区防疫出了一道严峻考题。

为加强道口医学检查， 平均每天有七

百多名社区医务人员在各道口值守。

作为上海“西大门”，松江区辖区

内共有17个高速道口。 早在1月23日，

区卫健委就率先请命，与公安民警、交

通执法人员混合编组， 对全区所有高

速道口进行查控， 截至2月13日14时，

累计查验入沪车辆14.9万辆， 检测体

温37.16万人，引导至发热门诊66人。

“在过去两三周， 我们已经建立

起了一套 ‘应隔尽隔， 应收尽收’ 的

周密流程， 这将是我们应对复工人流及

未来开学人流的底气。” 松江区卫健委

主任李正说， 在对工业园区的防疫排查

中， 他们发现有一个工业区没有设立单

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于是就对其重

新划分区域， 分别纳入社区卫生机构的

服务与监管之下。

在居家隔离中，松江区采取了“四对

一”服务模式，即医务人员、民警、居委会

干部、 社区志愿者共同服务于隔离家庭：

比起单纯的消毒和问诊，帮助隔离家庭收

运生活垃圾、代购生活用品，使他们感受

到社区的温暖，更加安心地度过隔离期。

方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

伟告诉记者， 每天他都要与街道主任核

对隔离人员、疑似及确诊病例的数据，堵

上排查中的漏洞。

他们是夫妻，是情侣，更是“战友”

彼此鼓励、并肩作战，成为爱情最美的样子———

“或许，面对死亡，生命的宝贵才

呈现出来；面对死亡，生命的杂质荡然

无存，爱变得更加浓醇。”加西亚·马尔

克斯曾如此定义爱情。

疫情之下，2020年2月14日注定是

一个不平凡的情人节。一对对战“疫”恋

人毅然挥别，分赴抗疫一线。疫情当前，

他们是让所有人感到心安的白衣战士，

更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

是夫妻，是情侣，亦是战友。抗“疫”时期

的彼此鼓励、并肩作战，在这个特别的

日子里，成为爱情最美的样子！

“我们都好好的 ，出
来就结婚”

“我们都好好的 ，出来就结婚 。 ”

1月29日上午，骆守玲给未婚夫赵星丞

发了这样一条微信。 骆守玲是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规培医生， 目前

在新生儿科轮转， 赵星丞则是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名医生。

两人原本计划在今年2月2日，也

就是 “20200202” 这个浪漫的日子领

证。 不料1月28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启动疫情相关应急工作， 赵星

丞被紧急召回。

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爱人所在

单位又收治许多确诊患者， 出发前夕

骆守玲有些担心。但她什么也没说，也

没有告诉双方家长， 只是在赵星丞出

发前默默准备了他爱吃的饭菜。 赵星

丞离家的日子里， 骆守玲一边坚守在

自己岗位上， 一边通过微信编写防护

建议。今年春节，她也只休息了短短三

天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她说：“疫情结

束了，等他平安归来，我就嫁给他。 ”

仁济医院外科监护室， 重症医学

科护师章声波最近一直没有休息，她

帮助一个又一个危重患者渡过生命的难

关。许多人不知道，她的丈夫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屠国伟正在八百公

里外的武汉治病救人。

最初得知爱人即将出征时， 作为同

行的章声波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为他收

拾好行李，简单地叮嘱他做好防护，平安

归来。 她说，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丈夫逆行至火线奋战， 自己在上海守住

后方，是对出征的丈夫最好的支持。

支持另一半抗疫 ，是
最硬核的告白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护士长邱丽君昨天收到了丈夫凌刚送

上的一份特殊礼物……自从吴泾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启动战 “疫” 工作后， 凌刚

知道妻子邱丽君身处一线， 他虽然嘴上

念叨 “支持支持”， 但是内心还是很担

心 ， 给妻子发微信 ， 又经常得不到回

复。 后来， 他从媒体上获悉防护用品短

缺的情况， 于是默默地在国外购置了50

个防护面罩。

昨天， 他特地开车将这份硬核 “告

白”送到妻子的单位，让她转赠给医院，

他说：“我能做的也不多， 这算是我对太

太参与抗疫的支持。 ”

穿着隔离衣防护服， 戴着N95口罩

及护目镜，忙碌一整天，累到不想说任何

话———过去十多天，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孙杰和太太、 浦东医院

呼吸内科医生粟玲在不同的地方， 过着

同样的生活。

他们分别坚守在浦东新区东部与南

部的抗疫第一线。疫情来袭，孙杰第一时

间向医院党支部书记报名上一线抗疫。

“没多想，就希望能成为呼吸科同事的坚

强后盾。 ”妻子也是同样的想法，将家中

孩子安顿好，两人一同奔赴一线。

“我们已经有十多天没见面了。 ”孙

杰告诉记者，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夫妻俩只能通过微信、电话沟通，彼此叮

嘱和鼓励。 孙杰说：“但每当疑似患者解

除隔离，我还是会暖到心窝。 ”

我们的爱跨越八百公
里而相遇

医院里，还有很多“抗疫夫妻档”。

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是仁

济医院第二批援助定点医院队员， 在当

地医院， 负责的是目前病情最复杂危重

的患者。 他带领团队坚守着生命的最后

一道防线，丝毫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

皋源的爱人， 瑞金医院急诊部主任高卫

益同样战斗在上海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疫情爆发后，他们就开始各自奋战，连过

年都没有团聚。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当我

们团聚时，这些病患也都康复了”。

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余

跃天目前正在武汉三院光谷院区重症病

房工作。一个班下来，层层叠叠的隔离衣

早已湿透， 脸上的口罩压痕也因重复受

力而经久不愈，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这是

他和同事每天都必须经历的生理极限挑

战。远在八百公里之外的上海，他的爱人

瑞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朱琤坚守在筛

查第一关的急诊， 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

风险。 他们也只有一个信念：战胜疫情，

早日团圆！

上海市浦南医院呼吸科主任赵云峰

是上海首批医疗队队员。除夕夜，他接到

出征号令，告别家人，毅然奔赴武汉抗击

疫情最前线。他的爱人吴学玲医生，是仁

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在工作岗位

上守护着上海抗疫的坚固防线。送别时，

吴学玲只说了一句：“好好工作， 抓紧休

息，我们等你凯旋！ ”

与病毒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还有什

么比战“疫”伉俪并肩携手的模样更加动

人？这些伴侣们是众多“战士”的缩影。正

是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医务人员的坚

守，才凝聚成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投入使用
新华社武汉2月14日电 （记者王

作葵 李劲峰）运载着新冠肺炎患者的

救护车14日陆续驶到湖北省武汉市江

夏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入口处， 位于

这里的武汉市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正式

投入使用。

负责江夏方舱医院的医疗团队由

来自五个省份20家中医院的209名医

护人员组成， 并得到武汉市江夏区中

医院的配合和支持。

“前一段时间的治疗经验表明，中

药对于新冠肺炎轻症病人的治疗确有疗

效，病人的症状、生化指标都有所改善，

病程缩短了， 这对于占新冠肺炎患者大

多数的轻症病人进行及时救治， 防止他

们转为重症甚至危重症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提出由中医团队成建制地接手

方舱医院。 ”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

伯礼对记者说。

他介绍，除了服用药物，江夏方舱医

院还将组织患者习练太极拳、八段锦，使用

按摩、灸法等中医特色突出的治疗方法。

“这次疫情的范围大，很多病人病因

一样，表现也基本类似。我们将按照协定

处方为他们统一配制汤剂。 对于那些需

要辩证论治的患者， 我们也会为他们进

行个体化加减配制。 ”张伯礼说。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江夏方舱医院

院长刘清泉介绍， 这座方舱医院目前可

收治400位病人，二期工程完工后还可再

收治400位病人。

“在对轻症病人进行治疗的同时，甄

别出重症病人并迅速送到定点医院去进

行救治， 这种治疗模式和管理方法对于

降低死亡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清

泉说。 他认为，中医治疗不是针对病毒

的，更多地是调动人体的积极性，通过人

体的能力祛除病毒引发的疾病。

“在几千年与疫病的对抗中，中医先

辈用精湛的医术扑灭了一次又一次的瘟

疫。如今有了现代技术的支撑，有了现代

西医的支持，依靠中西医配合，一定会取

得更快、更好的疗效。 ”刘清泉说。

每一个成功救治的生命背
后，是医务工作者拼尽全力的付
出 ， 每一位走出隔离病房的病
患，都是一次科学救治的成功探
索。但专家们毫不讳言“对手”的
凶悍。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朱蕾
说 ，治疗过程如同 “走钢丝 ”，步
步惊心。

过去十多天， 孙杰 （左一） 始终坚守抗疫一线。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记者 李晨琰
首席记者 唐闻佳

松江区方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入口处， 医务人员为前来就诊市民测量体温。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徐晶卉 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