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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无畏，感谢你们带来世界上最宝贵的善良
首场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昨举行，八位抗疫英雄作专题报告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疫情， 普通老百姓或许记不住这么

多医护人员的名字，也不会知晓他们这么多的“故事”。因为

抗疫，这些披着白袍的英雄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和心头，屡屡

让我们热泪盈眶，感动良久———

仅仅用了不到3小时，来自52家单位、共135人的上海首

批援鄂医疗队集结完毕，这叫“上海速度”！这支战队在万家

团圆的除夕夜紧急驰援武汉，此后的“67个日日夜夜，是我

一生最难忘的经历。”这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

华的分享，他正是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的领队。

“如果时光能够重来，我仍然愿意背上背包，踏上那列

开往武汉—麻城的列车。”上海首位驰援武汉的“逆行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吐露心声。

“作为感染科医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为我们国家、

为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我们做了一件

历史上没有人做成的事。”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这样说道。

……

昨天， 首批八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走上讲台

作专题报告，与听众分享战“疫”中惊心动魄的经历。

最朴素的话语，迸发出最铿锵的力量！经过这九个月的

抗疫时间，白衣战士们逆行的身影，已熔铸于这个不同寻常

的年份，成为温暖我们每个人的一段记忆，也必然镌刻在上

海这座城市的丰碑之上。

只能逆行，不能后退

“29年前，当我穿上军装时，我的愿望是保
家卫国；而当我穿上白衣、戴上燕尾帽时，我发
誓要护佑生命之花绽放，绚丽而夺目。”

医者，和人的生命打交道，这份职业很特殊。没错，他们

可能看惯了人之生死，但是，他们绝不接受“生命无常”。救

死扶伤是医者的天职，在战“疫”一线，在和病魔殊死搏斗的

较量中，他们选择了担当！

除夕夜，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出发了。抵达武汉，已是

凌晨1点半，郑军华却陷入了沉思：身为医疗队的“大家长”，

这场仗怎么打？

抗疫工作比队员们事先想的还要艰难， 医生进入病房

要穿上防护服，一天下来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每接触

一个患者就要洗手、用酒精消毒，一天二十几次下来，皮肤

都有了深深的褶皱；在严密封闭的防护设备下，每一次呼吸

都要比平时费力几倍……

面对皮肉之苦，医务人员能熬，但对于救治的无力，却

让很多人感到挫败。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不仅肺部受损明显， 而且往往面临

多器官衰竭等考验。“有一位82岁的陈老伯， 刚入院时情况

很不好，基础疾病多、肺部感染严重、心肺功能极差。”老人

严重到什么程度？郑军华说，只要一拿开呼吸面罩，陈老伯

的血氧饱和度便往下掉，吃一口饭要戴一会儿面罩，半碗粥

得喂一个半小时。

但医者绝不会向病魔屈服， 困难激发了与疾病抗争的

斗志与韧性。

“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一笔一划地记录下病人的每一条

重要信息，白天在病人床旁治疗，晚上大家讨论病情，总结

经验。”在金银潭医院，钟鸣与战友们一起遭受打击，总结、

再总结，循环往复，终于，救治情况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他

们慢慢掌握了疾病的规律，积累了很多经验。

此后， 钟鸣跟随国家专家组去各定点医院和医疗队巡

查和宣讲“应治尽治”“关口前移”等在前期抗疫斗争中总结

出的宝贵经验，“我们慢慢与无数战友见证了抗疫斗争逐渐

走出阴霾的历程”。

在此次驰援武汉的队伍中，有一支医疗队很特别。由来

自上海16个区40家医院的50名队员组成的上海市第二批援

鄂医疗队，清一色都是护士，领队正是浦南医院护理部主任

李晓静。

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面对肆虐的新冠病毒，

在没有特效药的时候， 细致的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护便是最

好的良药。“有一位女性患者先后失去了双亲， 她也染病住

院。刚刚看到她时，她目光呆滞，神情绝望，那种神情使我想

起母亲去世时的感受， 我知道并体会过那种悲痛和无助。”

报告会上，李晓静说到这里，语带哽咽。

李晓静是一位军人，也是一位战“疫”老兵。“29年前，当

我穿上军装时，我的愿望是保家卫国，而当我穿上白衣、戴

上燕尾帽时，我发誓要护佑生命之花绽放，绚丽而夺目。20

多年来，无论是小汤山、汶川、还是武汉的抗疫战斗，在拯救

人民生命以及健康的重大事件中，我们护士从未缺席。”

“名编壮士籍，视死忽如归”，这群医者身上迸发出的伟

大抗疫精神，便是最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拼命，是为了努力救命

“有人说90后是来不及断奶的‘妈宝一代’，

但我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眼里有
光、心中有爱，胸膛里有着一份家国情怀。”

在《辞海》中，“英雄”的第一条解释是：才能勇武过人的

人。医务人员，是最了解病毒有多可怕的一批人，也是最早

挺身而出的一批人。他们并非毫无畏惧，只是为了挽救更多

的生命，选择了拼命。

身为危重病急救医学专家、 参加过二十多次国家紧急

医疗救援任务，上海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从未想过， 这场武汉

战“疫”竟会如此艰难。抵汉初期，队员们每天三餐的荤菜只

有一个荷包蛋；进院第一天，医院氧气站供压严重不足，危

重病人无法吸氧……

面对困难， 队员们从未退缩， 他们所做的只是迎接挑

战，战胜困难。

“有人说90后是来不及断奶的‘妈宝一代’，但我想用自

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胸膛里

有着一份家国情怀。”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护士戴倩代表458位援鄂的90后护士走上演讲台。

年轻的女孩出发前信心满满， 但真到了武汉雷神山医

院ICU，却免不了紧张与害怕。“做气道护理是门‘走钢丝’

的活儿，口插管一旦脱出，患者会面临窒息的危险，冲洗时

一不小心，会加重肺部感染。”有一次，戴倩为患者操作时，

还未开始吸痰，痰液已流出他的嘴角，即使做了三级防护，

内心依然恐惧。“当时想到无数青年党员和前辈们镇定操作

的样子，我一下子深受鼓舞，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完成了

操作。”戴倩说，只要利于患者康复，再大的困难也愿克服。

昨天的报告会上，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编导范士广

的分享，同样让现场的很多人视线模糊。

记得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所在的北三病区转走最后

一批病人时，大家都很开心，唯有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护

士长陈贞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张空床前，哭了。

原来，曾在这里的18床患者，家里成年人都感染了新冠

肺炎，他是顶梁柱，39岁，很快就走了。那晚，家里没人来处

理后事。护士们帮他把衣服穿好，把污物擦掉，保持一个人

最后的尊严。护士们然后说“一路走好，一路走好”，万分小

心地把死者的床，一点点从病房挪到走廊。然后，陈贞坐在

床边，陪了最后的十几分钟。

“这种陪伴无关是否相识，无关感情深浅，纯粹是在死

亡面前，人与人之间发乎本能的人道主义关怀。”范士广说，

很多时候，我们印象中的医者形象都是高大上的，其实他们

不过是最最普通的凡人， 他们真实感情的流露恰恰是这个

世界上最宝贵的良善。

“上海方案”，凝聚上海团队心血

专家团队遵循循证医学， 讨论病例时，经
常吵得很“凶”，而“吵架”的目的只有一个，治
愈患者

时间回拨到大半年前。 很多人还记得这些日子：1月20

日，上海报告第一例确诊病例；1月24日，上海正式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其实，当初目送一批批医

疗队驰援武汉时，也有市民或存一丝隐忧：上海怎么办？事

实上，在上海，一场同样艰巨的保卫战同时打响了，上海的

战“疫”线上，有25万医护人员值守、奋战，护一方百姓安全。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晓冬带领团队所做

的一切， 便是为了遏制疾病的发生和蔓延。“在这个平时常

住人口超过2400万的特大城市里， 如果没有预防控制疫情

的专业手段， 本地确诊病例绝不会仅仅停留于三位数！”孙

晓冬说。大年三十晚上，市疾控组建“追踪办”，中心80后、90

后同事争先恐后地报名；确诊与排除疑似病例，疾控实验室

技术人员从1月份开始，24小时轮班制便没有中断过； 随着

海外疫情升级，防控境外病例输入成为新的工作重点后，市

疾控抽调50多人，派驻到上海两大机场，直接和海关、口岸、

120等多部门对接工作。“在最初的1个多月里， 队员们每天

只吃两顿饭，只能在躺椅上打个盹……”

无数疾控人与病毒交锋在看不见的战线， 照亮了被疫

情阴霾笼罩的城市。如果说疾控的工作是控增量，那么医务

人员的工作便是减存量。

“救治力度前所未有，由全上海‘高手’组成的重症医

学、ECMO、CRRT、呼吸治疗、中医及心理5个顶尖团队入驻

市公卫中心， 高级别常驻专家和公卫医护近千人24小时驻

守， 负压病房内外视频查房甚至几十个专家同时在线。”上

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专家团队遵循循证医学，讨论病例

时，经常吵得很“凶”，而“吵架”的目的只有一个，治愈患者。

秉持着对每条生命极端负责的态度， 从襁褓婴儿到耄

耋老人，从归国同胞到来华外国人，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了精

心救治，上海重症、危重症的发生率也不断降低。最终，凝聚

上海团队心血的“上海方案”一经出台，就获得了国际认可。

面对新冠疫情，唯有市民主动自愿参与，每一步稳扎稳

打，才能成为这场战“疫”的制胜之招。“民众被发动起来，不

再觉得抗疫是医疗系统或是政府部门的事情， 而是每个人

自己的事情，那一刻，我们就知道，我们无往而不胜。”张文

宏说，在这场战“疫”面前，所有人都是战士。

眼下，面对已然到来的秋季，也有人问张文宏，“第二波

疫情会不会来”？ 他的回答依旧铿锵：“我们前方有党旗引

领， 身后有群众支持， 相信这次疫情所凝聚的伟大抗疫精

神， 会成为战胜前进

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的力量源泉， 我们的

国家、 我们的城市一

定会更加强大， 世界

在抗疫以后也会变得

更加美好！”

致
敬
英
雄

■本报记者 李晨琰

聚焦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搏斗的感人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为学习贯彻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精神， 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 讲述上海各行各业特别是医疗卫

生领域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 进一步凝聚砥

砺奋进的力量， 市委宣传部会同市教卫工作

党委、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组织举办上海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首场报告

会昨天下午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

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市委市政府以

最大决心、最严举措、最大努力统筹推进抗击

疫情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上海1649名医

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驰援武汉，7.8万

名医生、9.7万名护士、近3000名疾控人员勇于

担当、奋战一线，作出重大贡献。2400万上海人

民识大体、顾大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守望

相助、联防联控，构筑起抗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首场报告会聚焦本市医疗卫生战线与时

间赛跑、与病魔搏斗的感人故事，郑军华、钟

鸣、李晓静、陈尔真、戴倩、范士广、孙晓冬、张

文宏等8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分别

作了专题报告。本市卫生健康系统、宣传系统

负责人，各行各业党员群众代表约400人现场

聆听了报告 ，报告会通过 “看看新闻 ”、东方

网、“澎湃新闻”现场直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调频93.4进行了现场转播。

市委宣传部会同本市疫情防控相关部门

和各区， 组建了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事迹报告团，首场报告会后，将于10月陆续举

行后续报告会， 学习宣传各行各业抗疫英雄

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副市长宗

明出席报告会。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书写不一般的“上海答卷”
樊丽萍

在过去的9个月时间里， 上海市民

度过了与往常不一样的日子。 抗疫，让

这座城市经受了一次大战大考。上海的

抗疫实践， 是中国抗疫斗争的缩影，是

伟大抗疫精神的写照 。经此一疫 ，广大

上海市民也在齐心抗疫中收获了共识：

越是形势风云变幻，越是要坚持党的领

导；越是面对利益取舍 ，越是要秉持人

民至上；越是遭遇风险挑战 ，越是要发

挥制度优势；越是面对 “两难 ”抉择 ，越

是要依法科学精准施策；越是处在关键

时刻，越是要彰显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 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

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五个“越是”，是上海在这场战“疫”

中积累的经验 、收获的启示 ，也可以说

是战“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法宝。珍

惜来之不易的成果， 继续砥砺前行，为

上海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我们

要更加自觉地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明天开始， 就是国庆中秋长假。相

信不少市民已盘算着要出去走走 、周

边逛逛 。这份享受休假的闲暇心情 ，和

今年春节 “超长假期 ”时的紧张 、憋闷

甚至恐慌 ，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放

眼今天的上海 ，从街道 、商场 、地标景

点 ，到公园 、电影院 ，我们从周边的人

气中 ，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繁华

已然重现 。校园里 ，书声琅琅 ，大中小

学生已然复学 、重归课堂 ；工厂里 ，机

声隆隆 ，复工复产后 ，各行业努力化危

为机 、危中寻机 ，挖掘发展潜力 ，跑出

“加速度”；从一批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

纷纷按下 “重启键 ”，到工博会如期举

办、 进博会加速筹备……对上海来说，

防疫还在继续，经济社会秩序也在稳扎

稳打中全面恢复。

立足今天的上海，我们也要有一份

清醒的自觉 ：上海是一座 “不一般 ”的

城市 ，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

市和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 ， 是世界观

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当前 ，不少国

家为陷入 “第二波疫情 ”而烦恼 ，国内

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

也仍然存在 。 有着2400多万常住人口

的上海，如何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 ，

抓住机遇谋求经济社会更好发展 ；如

何升级公卫体系 ，紧盯 “入城口 、落脚

点 、流动中 、就业岗 、学校门 、监测哨 ”

等关键点关节点 ， 确保上海始终是全

球最安全城市之一；如何在 “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 ，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 ，发挥更大作用 、

更好服务全国 ？ 可以说 ， 上海要续写

更精彩的发展新篇章 ， 很大程度上 ，

需要坚定的信仰 、 顽强的意志 、 科学

的决策 ，有赖于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也依托于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进一

步彰显。

经历动人心魄的抗疫，目睹白衣战

士以生命护佑生命的英勇壮举，市民理

解了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深刻内

涵 。 我们要以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基

点，汲取前行的力量。要更好践行“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把握人民城市的人本价值，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现场听众被“逆行者”义无反顾的事迹深深打动，感动落泪。 本报记者 张挺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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