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49名上海“逆行者”

一个不少平安归来

最后一支上海医疗队昨返沪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

昨 天 中 午 12 时 03 分 ， 随 着

MU9002 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桥机

场， 最后一支上海支援湖北医疗

队返回上海。 这架航班上的 51 名

医疗队员均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 ， 他们的平安归来也宣告

1649 名上海驰援湖北武汉的医务

人员全部回归。

“一个不少 ， 平平安安 ， 我

们回来了！” 落地上海后， 上海六

院医疗队领队范小红难掩激动。 4

月 9 日下午 ， 雷神山医院最后一

个普通病区 C2 病区正式关舱， 意

味着六院医疗队圆满完成了在武

汉前线的救治工作 。 2 月 19 日 ，

第八批医疗队出征并抵达武汉 ，

驰援的是雷神山医院 ， 其中 ， 六

院医疗队部分队员与上海市第五

人民医院医疗队混编负责雷神山

医院感染三科二病区 （C2 病区 ，

48 张病床）， 另有 12 名队员参与

雷神山 ICU 病区的医疗救治工作。

雷神山医院 C2 病区于 2 月

23 日开始收治病人，截至 4 月 9 日

最后一个病人出院，整整 52 天里，

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116 名，其

中重症 28 名 、危重症 19 名 ，治愈

出院患者 107 名。 直至关舱，C2 病

区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出院患者

“零复阳”，医务人员“零感染”。 患

者回访调查则显示，医护人员获得

的满意度达 100%。

“美好的日子即将重启 ， 生

活回归正轨， 感觉幸福满满！” 六

院 90 后男护士徐庆宝在回家时刻

难掩激动心情 。 徐庆宝原定今年

5 月举办婚礼 ， 接到任务后义无

反顾奔赴前线 ， 如今平安归来 ，

小伙子说 “出关 ” 后第一件事就

是跟未婚妻去筹办婚礼。

六院肾脏内科护士徐邱婷在

ICU工作了31天，在救治一线风风火

火的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次回

来能赶上儿子入园信息登记了！”

六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周伟也在 ICU 坚守了 31 天， 参与

重症乃至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 如

今迎来武汉 “解封 ” 的时刻 ， 她

十分激动： “逆行武汉不负此生，

值得铭记一辈子。”

“我们有幸见证了武汉人民

的坚韧与勇敢 ， 有幸看到了武汉

这座英雄城市的重启 ， 有幸亲历

了雷神山医院最后一个普通重症

病房的关闭 。 六院医疗队全部队

员平安而归。” 范小红说。

“舞空间云课堂”

陪返沪医护度过隔离期

青年舞蹈家变身“云私教”

本报讯 （记者宣晶） 昨天下午， 一堂特殊的舞

蹈 “私教课” 在 “云端” 展开， “授课老师” 是上

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 “学生” 则是刚刚

返沪的医护工作者。 面向返沪后处于 14 天休整期的

医疗队员， 上海市妇联、 市卫健委整合 “上海文化”

巾帼文明岗联盟各方资源， 推出丰富的线上活动项

目。 作为系列线上活动之一，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

展基金会聚合上海芭蕾舞团、 上海歌舞团、 上戏舞

蹈学院、 上海市舞蹈学校的优质资源， 将 “舞空间

云课堂” 送进了医疗队。

昨天下午的 “云课堂”， 在队员跟着朱洁静学跳

手势舞 《听我说谢谢你》 中拉开序幕， 直播课程持

续了将近 1 个小时。 面对镜头， 朱洁静在上海歌舞

团排练房里演示 “热身运动法”； 身处隔离点的医疗

队员通过视频软件接收实时教学画面， 认真跟学。

“医疗队员刚经历过高强度的抗疫工作， 长时

间穿着防护服、身心疲惫的他们并不适合大运动量的

训练。为此，我专门挑选了一些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也能进行的基础热身动作，帮助他们舒缓身心。”朱洁

静透露，整套动作从勾绷脚的练习开始，再到踝、膝、胯

等关节旋转和韧带拉伸，进而延伸到下肢、脖颈、胸腰

部位练习，循序渐进，一点点激活身体。 医护人员很快

进入状态，课程后半段，队员们还通过直播和朱洁静

聊起了 “家长里短”： 医生护士适合学什么舞蹈， 舞

蹈演员日常饮食有什么讲究， 家里的孩子几岁能学

舞……应“学员”们的热情邀约，朱洁静在现场跳起了

舞蹈《晨光曲》的片段。 这段改编自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的作品，曾经闪耀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它以海

派舞蹈的独特风韵寓意了中国人迎着朝阳， 沐浴晨

曦，开始充满希望的生活，如今也在抚慰着上海援鄂

医疗队员们的心灵。

记者获悉，今年 2 月起，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

基金会推出“舞空间云课堂”，邀请舞蹈艺术家在线

教学，于疫情期间普及推广舞蹈艺术。 接到市妇联、

市卫健委慰问支援湖北医疗队活动的邀约后， 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多方联络 ， 整合资源 ，面

向医疗队员推出了一系列 “舞空间云课堂 ”线上课

程。 继朱洁静之后，还将有上戏舞蹈学院副院长周

蓓 、优秀青年教师唐文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

员吴虎生、国家一级演员陈艳，英国黑池国标舞青年

组亚军孙佳等陆续登场，教授芭蕾、普拉提、华尔兹、

民族民间舞。

“在当前环境下， 这样的训练内容， 非常适合

正在隔离的医疗队员。 每一位老师也都全力支持 ，

不求回报地全身心投入其中。”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

展基金会秘书长王延告诉记者， “我们最朴素的一

个想法， 就是把舞蹈艺术最美好、 最精华的内容送

到最辛苦的医护人员身边。”

据悉， 除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 “舞空间云课

堂” 之外， 市妇联、 市卫健委还相继推出了上海广

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短视频制作、 彩虹室内合唱

团的线上音乐教室、 以及市妇联心理公开课线上课

程等众多内容， 陪伴医疗队队员度过轻松、 温暖的

休整期。

欢迎英雄的白衣战士凯旋
本报讯 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

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昨天上午平安

归来。 市委常委翁祖亮、 副市长宗明

到机场迎接， 欢迎英雄的白衣战士凯

旋，向各位医疗队员及家属们，致以诚

挚慰问和崇高敬意。

这批医疗队的51名队员来自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 他们2月19日抵达武

汉，在雷神山医院参加医疗救治工作。这

批队员返回后，上海1649名援鄂医疗队

员已全部回沪。翁祖亮在迎接时说，大家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

挺身而出、不畏艰难，以医者仁心和精湛

医术，赢得了武汉人民的赞誉和信任，传

递了沪鄂深情厚谊。希望大家安心休息、

养精蓄锐， 努力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新贡献。

市六医院党委副书记范小红代表

医疗队员表示，大家带着市委、市政府

和全市人民的信任和嘱托，坚守雷神山

医院， 负责病区的患者实现了 “零死

亡”，高质量完成了医疗救治任务。当前

上海正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如有需

要，我们将随时再次加入战斗。

上海抗疫纪实文学创作研讨会引起关注
何建明《第一时间》告诉读者：这座城这群人为何令我们感动

期待更多专业作家、青年作者、行业写作者深入生活挖掘疫情防控一线感人事迹，共同书写城市精神与品格

昨天， 最后一批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平

安返沪，至此，1649 名上海“逆行者”全部回

家！这个春天，面对太多这样值得铭记的动人

瞬间，创作者应如何倾情书写一座城一群人，

纪实作品应如何在时代生活中把握导向树立

文学标杆？

上海抗疫纪实文学创作研讨会昨天在上

海图书馆举办。研讨会透露，中国作协副主席

何建明的新书 《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

上海报告》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者

获悉，更多的“上海报告”正在打磨和酝酿之

中———沪上老中青作家采写创作了 30 多篇

战“疫”纪实作品，两部相关作品集预计年内

推出；《收获》 杂志筹备发表 9 万多字的钟南

山传记作品。

业内期待上海继续发挥报告文学 “时代

轻骑兵”的文体优势，让更多专业作家、青年

作者、行业写作者参与其中，扎根生活沃土，

书写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的纪实文学精

品，抚慰人心、鼓舞士气，体现上海的城市精

神与品格， 力争将上海打造为原创文学和主

题出版的高地。

“大疫如大考”，捕捉特殊
时期的“城市表情”，书写上海
的格局与血肉

“作家不是生活的旁观者，以什么样的态

度介入生活，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判断，什么样

的情感去书写， 是每个作家所要解决的根本

问题。 特殊的生活时段给了我们透视内心的

机会， 是考量你能否真正成为作家的一面镜

子。 ”年初，因偶然原因留在上海的报告文学

“老兵”何建明，在 80 多天里切身感受并记录

上海抗疫进程，新作《第一时间》结合一线采

访和重要资料， 多角度全方位记录上海在保

护 2400 多万人民生命、支援武汉等方面所作

的巨大努力。

面对疫情 “大考” 这一城市社会治理课

题，一批共产党人和基层干部群众“越是艰险

越向前”，这些守护者成为书中主角———有与

病魔较量的医护工作者， 有为城市正常运转

而奋斗的劳动者， 有战斗在社区疫情防控一

线的工作者 ，有自发投身抗疫战斗的志愿

者……他们不分职业、无问年龄、众志成城。

奔赴上海古北社区、花木街道、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疾控中心、 同仁医

院、浦东机场等地，何建明实地走访，在文字

中再现战“疫”图景，这些正是《第一时间》的

“血肉”所在。 在他看来，有了丰富细节后，书

写要有“格局”，要有“战争”和“战役”的全局

思维。 “方位”对了，作品才有气度、气势和气

魄。 “凝聚精气神迅速出击，是现实主义的写

作态度，报告文学作家尤其需要这种‘战时状

态’。 ”何建明说。

亲历过非典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上海

市疾控中心综合处处长王彤在指挥部已连续

工作 70 多天， 他既是何建明的采访对象，也

协助何建明第一时间推荐联络多名采访对

象，包括收治上海首个新冠病例医院的院长、

上海首支赴武汉医疗队领队、 设立发热门诊

的医院、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等，“我深知

防控重大传染病使命重大、任务艰巨，而采写

抗击新冠肺炎的报告文学，记录这段历史，探

寻这座城市、 上海市民面对疫情时所爆发出

的顽强而巨大的力量，特别有价值。 ”王彤认

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上海防疫的重要做

法，期待在作品中进一步体现。

从 2016 年至今，何建明一口气写下多部

与上海息息相关的“城市传记”———既有全景

展现浦东开发开放成就的《浦东史诗》，也有

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革命者》和眼下的抗疫

实录《第一时间》，这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巨

变、上海城市发展。

“生活在此、写作于此的作家，是多么的

幸运！ ”何建明感慨，城市书写要有对“城”的

特性和概念的深刻理解———写上海， 就要对

上海的“海”、上海的“江”、上海的“高度”、上

海的“深度”特别关注。 在他看来，写今天的

“城”，必须改变某些旧意识、老套路，“书写疫

情中或特殊时期的城市， 要洞察它每时每刻

瞬间变化着的那些惊心动魄和催人泪下的表

情。 此时的‘城市表情’最生动、最丰富、最立

体也最真实最深刻，是城市内在的质的呈现。

抓住了这种表情， 也就等于抓住了城的精神

与灵魂。 ”

直面重大题材重要时刻，

沪上报告文学 “轻骑兵 ”正在
形成梯队接力

从专业作家到青年写作者、 行业写作者

等， 更多沪上作家参与记录这段不寻常的时

光，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挺身而出。

“一个人就是一道风景，集聚在一起，就构

成了这个时代的画卷。 ”青年作家代表许丽莉，

另一身份正是上海曙光医院医生， 她写的支援

湖北护士日记《“战地”日记》曾在本报首发，记

录了曙光医院六名护士从驰援到回沪两个月间

在武汉抗疫一线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心理状态。

她说：“作为医疗系统的作者，我责无旁贷。 ”

谈起写作缘起，她这样回忆：从大年夜看

到沪上医护人员出征驰援的照片， 就萌生了

记录的想法； 年初二看到董春玲把长发剪成

小平头的照片，又流泪了；紧接着看到一份催

泪的入党申请书；再之后从武汉传来的医护日

记……最让她感动的是第一批去金银潭的 90

后护士诸玫琳， 出发前以 “我是党员、ICU 护

士、90 后、没结婚”为理由请战，冲在最辛苦的

地方。 “90 后群体曾经是不少人眼中的 ‘妈

宝’，但这次面临危难奋力搏斗、守护你我。 一

起追忆这段果敢担当的青春岁月，觉得特别有

意义！ ”她说，平凡的人在响应时代召唤时，不

负所学、以己所长、挺身而出，何尝不是英雄。

许丽莉也坦言起初没有太多报告文学写

作经验，作家薛舒一直关注、引导她“抓取平

凡中的感动 ”“写出普通人的伟大 ”“挖掘细

节”等，让她越写越有信心。

事实上，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

的热土，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富矿，不

缺好的题材， 上海也一直有纪实文学创作的

传统。在这次抗疫写作中，一批很有潜力的写

作者出现在读者面前，据悉，仅《上海纪实》电

子刊推送的上海抗疫纪实作品就有近 30 篇，

比以往的频率增密了约一倍。

有评论家指出，如何培育青年写作者，如

何让更多行业写作者以亲历者视角记录时

代，值得业界进一步探索。 近年来，纪实文学

创作正逐渐成为上海重大主题创作、 推动上

海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抓手。 比如近年来推

进的“红色起点”“红色足迹”创作，围绕改革

开放 40 周年、 建党 100 周年等历史节点，已

有八部中长篇作品新近出版或完成写作。

未来， 上海计划在持续反映上海抗疫实

践的同时，动员海外华语作者群体，聚焦全球

抗疫中的中国作出的贡献， 推出系列纪实作

品，凝聚写作梯队，组建记录时代潮涌、书写

凡人英雄的文艺“轻骑兵”。

何建明的新书 《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

告》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多的“上海报告”正在

打磨和酝酿之中———沪上老中青作家采写创作了 30 多

篇战“疫”纪实作品，两部相关作品集预计年内推出；《收

获》杂志筹备发表 9 万多字的钟南山传记作品。

图为《第一时间》书封。 （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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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于中华艺术宫举办的 《召

唤———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美术、 摄影主题展》， 昨天迎来

了两批特别的观众。 其中之一是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组长张文宏， 另一批则是为创排

抗疫剧而前来采风的上海芭蕾舞

团百余位舞蹈演员。

踱步展厅， 张文宏意外邂逅

了另一个 “自己” ———一幅水粉

半身肖像画 《张文宏》， 画的正

是他。 这幅画自展览揭幕起就是

热门 “打卡点”， 每天都能吸引

不少医护工作者和普通观众在画

前与 “张爸” 合影。 凑身细看，

张文宏笑言： “看上去比我更加

智慧、 更加坚毅， 让我看到自己

的另外一面。”

展览现场， 这幅画的创作者

吴正恭正在为观众做导赏。 在现

场观众的见证下， 他将画作赠与

张文宏， 以表达对医护工作者辛

勤付出 、 默默奉献的感激和敬

意。 当然， 一个月展期期间， 这

幅画将暂存在展厅里。

与上芭演员们偶遇， 张文宏

对于大众十分关心的一连串问

题， 一一耐心作出解答。 张文宏

坦言， 精神生活很重要， “艺术

对你们来说是 ‘生活’， 对我们

来说是 ‘精神’， 所以我们 ‘精

神’ 了， 你们就 ‘生活’ 了。 精

神生活包括艺术， 包括舞蹈， 包

括电影 ， 我相信这些一定会打

开。” 只不过， 疫情有时间节点，

他强调： “在专家、 管理人员对

疫情风险有一个充分的评估以

后， 会选择比较合适的时机全面

打开。”

当被问及是否在剧院里看过

芭蕾演出 ， 张文宏说自己看过

《红色娘子军 》 和 《天鹅湖 》 。

“我也希望我们医生能有很多时

间去欣赏艺术 。 医生如果有时

间去欣赏艺术 ， 就说明疫情控

制住了 ！ 哪天你看到我在那里

津津有味看芭蕾舞， 而且开始问

为什么这么好看， 基本上疫情就

没事了。”

观展过程中，张文宏在不少

作品前都特意放慢脚步，不时拿

起手机来拍上一通 ，“这些都是

我的同事，我要拍一拍”。 看到很

多画面中出现了建筑工人、快递小哥、社区工作者等

方方面面抗疫的人们时，他也由衷感叹：“他们非常了

不起，都是英雄！ 这次战‘疫’，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

果。 ”结束观展前，张文宏特意在展线尽头特辟的留言

区前停留，在一张心形小纸条上写下“感谢有你 ”，并

将它郑重地贴上留言板。

“正是他们的坚守和忘我牺牲， 换来我们的健康

安宁。” 参观展览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则坦言，

演员们渴望舞台灯亮的那一刻， 更希望把第一场演出

献给一线医护工作者。 据悉， 上芭新近创作了 《天使

的微笑》 《惊蛰》 等抗疫主题的舞蹈， 将在剧场重开

后的现代芭蕾专场演出中与观众见面。

《召唤》 展 4 月 8 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 汇集的

800 余件作品， 包括美术、 摄影、 民间艺术、 装置、

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 诉说着过去两个多月， 所有人

与新冠病毒间的这场战 “疫”。 当医术与艺术在 “召

唤” 中相遇， 医术治愈身体， 艺术滋养心灵。 在所有

人的共同努力下， 春天正在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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