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线救死扶伤
后方服务为民

2 月 23 日深夜 ， 武汉同济医院

光谷院区重症病房 ， 70 岁的新冠肺

炎患者病情突然恶化， 用上了无创呼

吸机。 次日， 接班的上海瑞金医院感

染科副主任医师辛海光和同事再次为

病人调整了呼吸机。

“一般， 病人上呼吸机有个适应

过程 。 我们帮他再次调整好设备以

后 ， 发现情况仍不妙 ， 需要马上转

ICU 插管。” 辛海光告诉记者 ， 这位

病人同时是帕金森患者， 因语言障碍

与医务人员的沟通不算高效， 个人自

理能力相对薄弱。 病人用了呼吸机，

家属愈发担心， 反复咨询， 所幸， 及

时转入 ICU， 目前病情逐渐稳定 。

“高龄、 帕金森再加新冠肺炎， 这样

严重的合并症， 抢救治疗的要求非常

高， 很不容易！”

电话那头， 辛海光略显疲惫的声

音中透着果敢和坚毅。 细数下来， 他

从大年初一进入上海瑞金医院发热门

诊 ， 一待就是 14 天 ； 元宵节当晚 ，

又报名投入新战役， 加入第四批援鄂

医疗队 ， “我是党员 ， 曾经也是军

人， 在这个时刻理应冲在第一线！”

“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是刚到武汉

那阵， 我们接了一个病区， 共 50 张

床位。” 身为组长的辛海光清楚地记

得， 2 月 9 日 18 时 30 分抵达武汉天

河机场 ， 到酒店安顿好已过 22 时 。

“这里的病区刚改造完， 10 日晚上 22

时就要 ‘开门营业’， 因为病人已经

等在外面了。 第一批收了 28 个病人，

全是重症； 13 日又收了 20 个， 几乎

没有喘息， 就开始满负荷运转。”

“进病房要穿三级防护服， 缺氧

厉害， 查房一次三到四小时， 遇上突

发， 还要抢救， 时间更长， 说不累肯

定是假的。 医疗队很多 90 后年轻人，

没有一个退缩， 勇往直前！” 半个月

过去了 ， 辛海光说 ， 一切已步入正

轨， “2 月 25 日白天开会 ， 我们统

计了一下， 目前病区共接收 62 位病

人， 7 人治愈出院， 还有一部分从重

症变为轻症， 转入方舱医院。”

此前参加过抗击非典、 埃博拉疫

情， 但辛海光依然谨慎： “我们在这

里每天都要培训穿脱防护服流程， 医

疗队还引入了 AI 设备远程监控、 巡

查病房。 新冠的传染性很强， 如果医

务人员自己都没有做好防护， 何谈救

人。 尤其， 麻醉科医生作为气管插管

小队成员每天都会面临高风险： 插管

引发患者咳嗽、 恶心等本能反应， 由

此产生的飞沫 、 痰液中存有大量病

毒， 操作医生与病毒进行的无疑是面

对面的肉搏战、 白刃战， 因此， 我们

一直强调， 安全第一； 没有安全这个

1， 任何救治都是 0。 在这方面 ， 瑞

金特色和优势也体现出来了， 我们交

出的答卷可以说， 没有辜负病人的期

望。 目前， 瑞金医院也在积极探索新

冠肺炎治疗的新方法， 像羟氯喹这样

的老药也在我们重症病房开展临床试

验， 相信未来将为患者带来更确切的

疗效。”

辛海光在前线奋战， 远在上海的

家庭是他最大的支撑。 “父母妻子都

很支持我， 我最大的愧疚是没能多陪

陪儿子 。 今年 6 月 ， 他要参加中考

了，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 还能多关心

陪伴他一下。”

丈夫出征武汉， 妻子李君更担心

的是辛海光的身体， “他腰椎不好，

武汉还下雪， 我让他多带点暖宝宝，

后来看见行李箱里， 他带了不少芬必

得， 才放心些。 相比他去非洲抗击埃

博拉， 这次在国内， 我更安心， 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家中， 李君是母亲、 妻子， 在

工作中， 她还是一位人民警察。 身为

黄浦公安分局出入境办副主任， 她从

年前就以身作则带领窗口民警做好日

常消毒， 最细微的柜面缝隙都不放过。

虽说春节假期延长至 2 月 3 日上

班， 但李君从 1 月 31 日就开始忙碌

了。 港澳台旅游签注暂停， 有的申请

人年前预约好了， 但因飞机停航需要

调整， “我们就按照材料， 给每个申

请人打电话沟通 ， 花了很多时间协

调。 印象最深的是有位申请人订好了

1 月 31 日下午的飞机 ， 但办事大厅

不能开门， 我们特意派人从市局取来

证件等着， 特事特办， 保证他能赶上

航班。” 还有滞留中国的外国人， 不

管是商务访问还是工作签证， 都办了

“居停留签证”， 以免因航班取消而签

证过期。

“出入境是窗口服务， 遇上从重

点地区过来的申请人， 我们还是一样

受理， 按流程做好消毒防疫工作。 况

且这时候 ， 人民警察不上 ， 谁上 ？”

李君说， 受益于 2 月 3 日前的充分准

备， 出入境办事大厅一直正常对外服

务。

工作如同婚姻
始于初心成于坚守

“我们不上， 谁上？” ———说类

似话的还有长宁公安分局经侦支队

民警高渊和妻子赵旻越。

疫情袭来 ， 全社会守望相助 ，

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 ， 打

起了口罩的主意。 2 月初， 有市民报

案称 ， 自己在某超市买到了劣质口

罩 。 案子交到高渊和同事手里 ， 大

家立刻投入侦查 。 经过连续几天的

奋战， 高渊和同事们抓获了犯罪嫌

疑人叶某 、 汪某 。 原来 ， 两人从疫

情之初便囤积了 3000 余包各种品牌

的口罩 ， 随后又以高出进价 5 到 10

倍的价格在线上和线下销售。

“口罩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

高渊告诉记者 ， 疫情发生以来 ， 他

和同事们积极深挖线索 ， 全链条打

击从生产到销售的涉疫犯罪 ， 维护

正常市场秩序 。 “大年初一就上班

了 ， 一个多月就休了 3 天 ， 巡逻比

较多 。 街上人少 ， 但我们还是得

巡查 。”

这边 ， 刚接受完采访 ， 高渊下

了班就往医院赶 ， “去接太太 ， 她

很辛苦 ， 脱下护目镜 ， 脸上的印子

很久都褪不掉， 心疼”。

高渊妻子赵旻越是瑞金医院卢

湾分院的药剂师 ， 主动请缨到发热

门诊药房 ， 与同事们一起 24 小时

不间断地提供药学服务 ， 严格遵守

“四查十对 ” 为患者调配发放药品 。

穿脱防护服不便 ， 她上班 8 小时几

乎不喝水 ， 午饭也是简单凑合 。

“为了节约时间 ， 她不是吃方

便面， 就是便利店的自热饭。 唉， 实

在看不下去……” 高渊说， “只要有

空， 我就在家烧好饭菜， 或者让她带

去、 或者送到医院。” “无接触” 送

饭时， 丈夫远远地看着妻子把饭菜拿

走， 两人挥挥手就当报了平安。

赵 旻 越 说 ， 高 渊 不 善 厨 艺 ，

“但为了改善我的伙食， 一直积极尝

试 。 有一次单位有任务 ， 他加班到

很晚才回家 ， 我隐约听到开门声 ，

接着没多久 ， 就从厨房传来了锅碗

瓢盆的声响 。 我起身 ， 让他早点休

息 。 他手中 不 停 ， 催 我 回 床 上 ：

‘没关系， 你快回去， 别着凉， 我不

累。’ 第二天早上， 他又照旧先送我

上班 、 带上盒饭 ， 再自己去上班 ，

挺感动的！”

考虑到工作中接触病患较多 ，

赵旻越和高渊商量好 ， 放弃了过年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 将 2 岁的孩子

送至父母家 。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容易哭闹 ， 不能带在身边 ， 就多买

点玩具安抚下。” 高渊无奈地说。

赵旻越感慨 ： “对我们而言 ，

工作如同婚姻 ， 始于初心 ， 成于坚

守 。 疫情来了 ， 两人少了平时相处

的柔情蜜意 ， 却多了并肩作战的联

袂情谊。”

并肩作战的还有一家三口 ： 浦

东公安分局梅园新村派出所民警王

雷 ， 妻子在儿童医院负责物资采

购 ， 女儿在九院做护士 。 梅园三村

管片民警王雷平时工作中面对的

多是家长里短等繁杂事 ， 疫情发

生以来 ， 各种杂七杂八的琐事就

更多了 。

“就拿社区的独居老人来说 ，

本来过年子女都会回来 ， 可受疫情

影响， 原本的团聚没法实现了。” 在

排摸到此类情况后 ， 王雷主动上门

当起了 “临时儿子 ”。 81 岁的刘阿

姨一人在家 ， 儿子在外地没回来 ，

王雷便主动上门沟通， 送米、 送油、

送菜等 ， 就连居委会预约的口罩都

是他帮忙买好送上门。

梅园三村有 2000 多户 、 5600

多人 ， 疫情爆发后 ， 不少居民对重

点地区相关的人和物都非常敏感 。

“比如说， 小区里出现了挂着重点地

区牌照的车辆， 很多居民便来找我。

经了解 ， 我发现 ， 这些车都是长期

在沪使用的 ， 像这种情况 ， 就得做

好解释工作 。 小区里 ， 有一处住宅

是某保安公司员工宿舍 ， 其中 2 名

保安是外地籍。 进小区登记身份证，

志愿者一看是来自重点地区的 ， 马

上拦下 、 不让进 。 两方争执不下 ，

我赶到现场 ， 当场核验 ， 证明二人

几个月内未离开过上海 。 双方这才

握手言和。”

王雷忙着在社区做 “老娘舅 ”，

女儿王怡也奋战在医院 。 身为上海

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科护士 ， 她原本

用不着冲到抗疫一线 ， 可还是第一

时间报名增援发热门诊 。 “我是入

党积极分子 ， 单身女青年一枚 ， 所

以就报名了 。 ” 王怡身上颇有一股

“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勇气， “报完

名， 回到家， 才告诉爸妈”。

大年初四那夜是她第一个班 ，

晚上 10 点半到早上 6 点半， “好多

年没上夜班了 ， 有点冷 。 没想到 ，

那天晚上来看发热急诊 的 有 150

多人 ” 。

王怡记得 ， 有天医院来了个从

重点地区来沪就诊的病人 。 “病人

和家属一起来的 ， 一说自己从重点

地区来 ， 周围其他病人马上离他好

几米远 。 可我们护士不能退 ， 直接

上去询问病人身体情况 ， 测量体

温 、 告知怎么填信息表 。 那一瞬

间 ， 内心就很受触动 ： 疫情面前 ，

医护人员的职责要求我们必须冲锋

在前 。”

对于女儿 “先斩后奏” 的行为，

母亲徐丽军说 ： “说不担心是假 ，

但还是支持为主！” 况且， 她自己也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加班 。 “疫情刚

爆发时 ， 我们财务科采购办一直在

打电话 ， 紧张采购医疗物资 ， 哪里

有货赶紧下单 。 厂家来不及送货 ，

我们就自己派车过去拉。” 徐丽军解

释道 ， 儿童医院虽非定点医院 ， 但

婴幼儿手足口病也会导致发热 ， 必

须做好防护 。 小朋友抵抗力弱 、 加

之有家属陪同 ， 医院为此设了好几

道关卡： 进门、 预检、 就诊、 住院、

进入病房等环节都要逐一确认。

令人欣慰的是， 最近复工复产，

物资紧缺的情况大有好转 。 她说 ：

“现在， 我们还是跟最初一样， 先给

最紧要的急诊 、 发热门诊留足防护

装备， 再分其他科室。”

携手战“疫”的浪漫
让两颗心靠得更近

鼠年春节， 本是徐汇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沈佳青和妻子池维

佳定好了去蜜月旅行的日子 。 这对

90 后小夫妻去年 11 月刚完婚， 一场

疫情彻底打乱了假期计划。

“平时我工作忙， 加班多， 妻子

给了我很多支持。” 沈佳青说， 让他

没想到的是， 平时看上去文弱的妻子

池维佳， 这次主动请缨去一线。 她是

青浦区华新镇卫生院的一名医生， 被

安排在 S26 沪常高速公路省界公安检

查站执行检疫任务。

于是， 夫妻俩一个在街面巡逻执

勤， 一个在道口检测体温。 “为了确

保安全， 这段时间我们都住在各自父

母家 ， 手机成了彼此联系的唯一方

式。” 拿出手机， 聊天记录最多的是

相互支持鼓励的话语。 池维佳嘱咐丈

夫： 要正确佩戴口罩， 多洗手； 沈佳

青则最关心妻子穿得暖不暖， 吃得好

不好……

在上海 “北大门 ” 的洋桥检查

站， 另一对 90 后小夫妻却在此意外

“巧遇”。 宝山公安分局特警支队民警

邵原祁， 这阵在洋桥检查站执勤， 配

合医务工作者对进出上海的人员车辆

进行检查 。 凑巧的是 ， 2 月 20 日 ，

护士太太李龚若梦因人手吃紧被通知

前往增援。

夫妻二人第一次以 “战友” 的身

份， 在岗位上相遇。 “确认过眼神是

对的那个人”， 李龚若梦说， “我和

丈夫相隔几根车道， 但我们的心是在

一起的。” 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一向沉闷的邵原祁发了一条朋友圈：

“与你相遇， 好幸运。”

洋桥检查站是苏州与上海来往的

重要关口， 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车辆

日益增多 ， 有的时候排队两三个小

时， 测量体温、 人员交流又是 10 分

钟。 邵原祁说： “放行时， 我们会叮

嘱卡车司机开车小心、 做好防护。 有

的司机就会 ‘啪’ 地一声， 从车上扔

下水果 、 榴莲干之类的食品慰问我

们。 也有奶茶店老板， 门店关了， 却

自己做好上百杯奶茶来犒劳民警。 当

然， 我们不能收群众一针一线， 但以

前干特警真没想过 ， 大家都这么热

心， 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李龚若梦工作的宝山区吴淞街

道卫生服务中心停诊后 ， 她却更忙

了 ， “年前 ， 有同事回外地老家 ，

人手不够 。 1 月 31 日 ， 留在上海的

医护人员就开始轮班 ， 14 天一轮 ，

主要是到居家隔离的家庭测体温 ，

帮社区 、 居委会登记外地来沪人员

相关信息。”

“疫情期间 ， 我俩比平时见面

少了， 但职责所在嘛！” 李龚若梦畅

想着 ， 等疫情散去 ， 她就和先生出

去旅游，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待到春暖花开 、 拨云见日 ， 沈

佳青夫妻期盼已久的蜜月旅行将正

式开启 ， 王雷夫妇无需担心女儿王

怡在医院值夜班受冻 ， 高渊为赵旻

越做爱心餐的厨艺想必也会今非昔

比 ， 李君再也不用担心辛海光出门

在外腰疼时无人照料……

接受采访前一晚 ， 辛海光和儿

子视频 ， 儿子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

辛海光说 不 上 具 体 时 间 ， 只 道 ：

“战 ‘疫’ 成功， 爸爸就回来了。 疫

情得到控制是我的目标 ， 中考考出

好成绩是你的目标 ， 我们现在就为

实现各自目标努力吧！”

“确认过眼神是对的

那个人。 我和丈夫相隔几

根车道， 但我们的心是在

一起的。”

“他腰椎不好， 武汉

还下雪。 后来看见他带了

不少芬必得才放心些。 相

比他去非洲抗击埃博拉 ，

这次在国内 ， 我更安心 ，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我们而言， 工作

如同婚姻， 始于初心， 成

于坚守。 疫情来了， 两人

少了平时相处的柔情蜜

意， 却多了并肩作战的联

袂情谊。”

“天使白”和“守护蓝”：并肩作战“逆行人”
本报记者 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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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白、藏青蓝，两种颜色，代表着两种身份；医生护士、人民警察，两种职
业，守护着健康平安。 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们奋战在不同的“战场”，却坚守
着相同的初心和使命。

疫情面前，家庭和爱情既是“天使白”和“守护蓝”内心中最柔软的牵绊，更
是他们冲在前沿一线的最大动力。在我们身边，这些普通而又特殊的家庭，带着
对家人的牵挂逆向而行，将黑暗挡在身后，在各自坚守的岗位上隔空祝福与相

守；带着对铮铮誓言的坚守与担当，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采访中，聊到战“疫”，“警医家庭”都说，自己不过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守土
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但正是他们用爱凝聚起坚守的力量，构筑起了抗击
疫情的坚固长城。

凛冬终会过去，春天必将到来！这个冬天，蓝白相间正是我们身边最温暖的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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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浦区华新镇卫生院

医生池维佳和丈夫徐汇公安

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沈

佳青。

2， 瑞金医院卢湾分院药

剂师赵旻越和丈夫长宁公安

分局经侦支队民警高渊。

3， 瑞金医院感染科副主

任医师辛海光和妻子黄浦公

安分局出入境办副主任李君。

4， 浦东公安分局梅园

新村派出所民警王雷、 女儿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科护

士王怡、 妻子上海市儿童医

院财务科采购办徐丽军。

5， 吴淞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李龚若梦和丈夫宝山分

局特警支队民警邵原祁第一

次以 “战友” 的身份， 在岗

位上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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