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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开春，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为生活

在上海的人们按下了“慢行键”，与此同时，有

一群人正拼尽全力奔跑起来，他们是全市30

万医务人员。闻令而动、连夜集结，他们投身

抗疫一线，不分昼夜拼搏奋战，只为重启如常

的上海。

“守护生命是我们的职责”

作为上海战“疫”的主战场，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近期接收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再创新

高。在临床一线，该院广大医护夜以继日全力

救治，一大批年轻人站上抗疫一线。出生于

2000年8月的徐子怡，是这一战“疫”主战场的

首位00后。

3月10日，接到电话通知的徐子怡，一路跑

到理发店，将齐腰长发剪成飒爽短发，“既然要

上前线，就必须要有战士的样子。短发既可以

减少沾染病毒的机会，还方便穿防护服。”徐子

怡毕业后就加入市公卫中心，业务能力强，因

此，在一线急需护理人员时，护理部决定派她

上。她进入隔离病区的第一个班头就是中班，

当晚负责收治了14位患者。

在救治新冠患者、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本

市医疗机构全力保障正常医疗秩序，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对市民就医的影响。

血液透析是尿毒症晚期患者维持生命的重

要治疗方式。“所有本科室医生，补休取消；在外

轮转医生，召回本科室上班。医护人员尽量安

排常驻医院。血透室四班倒，一定要解决对口

区域所有血透患者的透析需求！”3月12日，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主任丁小强就向科

室全员发出“集结号”。

丁小强说，作为本市年透析治疗人次最多、

规模最大的血透中心，中山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承接600余位尿毒症患者定点透析任务，“近

期，我们一直参与协调全市血透资源，制定指导

意见，解除血透患者的焦虑情绪”。

然而挑战是巨大的，疫情防控中不仅要保

证原有透析患者的治疗，还要接收封闭小区患

者，血透患者数量比平时增加1/3，一下激增

200余人。每位患者每周3次、每次透析4小

时，工作时长的增量十分巨大。穿上闷热的防

护服，衣服湿透、双手皮肤肿胀发白、面部压痕，

这些医务人员都习以为常。为减少医务人员流

动，血透室医护吃住在医院，每日凌晨3点，待

所有透析机器、水处理系统、房间过道消毒清洗

后，医务人员才陆续离开。“职责所在，尽一切努

力保障患者治疗。”丁小强说。

争分夺秒、彻夜作战，与病
毒拼速度

疫情面前，疾控部门就像一支“铁军”，每个

人都是可以上一线的“兵”。3月初开始，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疫情进展，从各处所

抽调175名专业人员开展流调和信息审核报送

工作。他们经培训后快速上岗，加班加点承担

起流调的重任。

不少疾控人是夫妻档，并肩冲锋，其实却见

不着面。毛盛华和饶立歆就是如此，他们一个

负责疫情数据汇总分析，一个支援电话流调，两

人同在一个单位，但繁忙的工作让他们一天都

没有时间互发一条微信。

现场流调往往需要看着监控找线索，“沉浸

感”最强。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的严涵对此

深有体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排查一名密接在

学校的行动轨迹，我们首先要在教室的监控中

找到密接，然后追踪密接每次离开教室后的踪

迹。由于密接所在年级经常串班上课及考试，

且需排查5天的时间段，此次追踪从当晚11点

左右持续至第二天早上6点，才终于完成。”

市疾控中心化检所的何易和队友们曾几天

不回家，最累的一次，搭了三把椅子，躺下就睡

了过去。上海的防控离不开这些“疾控人”忘我

付出，倾力筑牢城市防线。

闷热的防护服、密闭的负压实验室、通宵达

旦的工作时长……这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

光医院检验科的工作常态。3月13日晚，曙光

医院接到上海中医药大学全员筛查的任务，待

检测的标本达到上万个，检验科迅速组织人员

增援实验室，医务人员争分夺秒，只为能更快送

上核酸报告，保障大学的疫情防控工作。

不怕苦、不怕累，“接单”采
样连轴转

浦东新区、闵行区是目前疫情较为胶着的

地区，核酸采样时间紧、任务重。

作为首批区域性医疗中心之一，位于张江

科学城衔接区，周浦医院的500余位护理部成员

毫不犹豫投身战“疫”，成为核酸采样的主力

军。3月7日以来，核酸采样任务井喷，最多时一

天要完成500多个任务单，从天不亮出发，一单

单地跑，一幢幢楼去爬，常常到凌晨才能收工。

每一天，辛苦却充满感动，护理部副主任张

永芳说：“退休的专家和护士长看到大家这么辛

苦，‘重新上岗’加入采样队伍。降温下雨那几

天，他们和所有采样队员一样，全身湿透，双脚

泡在水里，完成采样任务。”

此轮网格化筛查开始阶段，上海市第五人

民医院正处在封闭管理期，看着其他艰苦奋战

在一线的同仁，“五院人”急在心中，一封封“请战

书”，一声声“我报名”，就等解封那一刻。“我们不怕

苦，不怕累，只怕等。”待解封通知到来，随即就是出

征的命令，数十辆中巴车开往各点位。截至目前，

该院核酸采样队已派出6000余人次的医务人员，完

成辖区近300万人次的核酸采样量。

“最近感觉自己像快递小哥，每天都有接不完

的单，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但手机响起的那一

刻，精神就来了，穿戴好防护服出发。”这是闵行区

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公共卫生医师的自白，

也正是闵行医务人员当下的状态。

时间紧、任务重，睡眠严重不足，但他们坚持着，

24小时在线，手机音量调到最大，生怕一不小心就错

过“接单”，影响疫情防控。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卫中心负责人沈红英说，封控小区需要医护24小时

医疗保障和定期核酸采样，应急协查需要医护人员上

门排查采样，社区居家隔离人员同样需要医护人员上

门采样，还有好几个集中隔离点的封控管理以及网格

化核酸筛查等，有太多的任务等着“派单”，所以他们

不是在“接单”，就是在执行任务中。

权威及时、科学实用，健康科
普传万家

为让每一位市民在疫情中穿好“无形的防护

服”，上海科普“战队”快马加鞭。市健康促进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处处长王

彤说，本市积极开展健康科普，把防疫知识和防护

技能传递给市民，充分发挥市健康促进中心健康科

普“中央厨房”的作用。

“戴个口罩而已，内心戏不用那么多吧”“请摸

着你的良心说，你的手到底洗干净了吗”……疫情

期间，作为“健康上海行动”的科普平台，“上海健康

科普资源库”（“沪小康”）微信公众号每天推送最及

时、科学、实用的防疫科普。

市健康促进中心党委书记唐文娟说，该中心针

对个人防护、减少流动、扩大筛查、环境消毒、居家

健康、学生网课、防疫心理等一系列内容，通过市卫

健委官方微信微博等多渠道不间断推送防疫科普

提示，确保覆盖全体上海市民。

一袭白衣秉初心，满腔仁心践使命。上海已启

用多个后备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用于新冠无症状

感染者和轻型病例的救治管理。在疫情防控进入

关键“战局”的当下，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昼夜奋战，

努力为2500万市民筑牢健康屏障。尽管“倒春寒”

有风有雨，“白医战士”心有春光，向春而行。

同心守“沪”！上海30万医务人员闻令而动救治不停歇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卡点值守、人员排查、消毒保洁、秩序维护、

核酸检测……在上海疫情防控一线的各个角落，涌

现出这样一批挺身而出、勇毅向前的青年志愿者。

他们积极担当、奋力坚守，尽己所能、无悔付出，

践行着“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青春力量”的铮铮

誓言。

这就是年轻一代的守“沪”战队，这就是上海青

年最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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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己所能无悔付出，上海青春力量凝聚成抗疫战队

当昨晚记者电话连线刘钊的时

候，小伙子正赶紧收拾行囊，明天他就

要奔赴浦东新区新增的集中隔离点报

到，负责点位上的后勤保障工作。

在上海国际度假区管委会工作

的他，这次响应党组织号召，报名

当上志愿者，随时准备冲上疫情防

控一线。

在社区当志愿者，刘钊第一个

碰到的挑战就是“扫楼”。他所居住

的小区共有21栋楼，居民总数超过

5000人。“因为里面既有商品房，也

有动迁房，租户比较多，核酸检测前

一定要再一次摸清人员信息，才能

保证应检尽检、不缺一人”。

3月27日晚上9点，刘钊接到了

居委会“扫楼”的紧急通知，立即穿上

志愿者马甲，带上纸笔，前往负责的

楼栋。为了节省体力，他选择从顶楼

开始往下一层层跑。为了压缩时间，

又放弃了等待电梯，改为走楼梯。在

一遍遍对话中，刘钊记录下了居民信

息，还耐心讲解最新防控政策，“扫

楼”结束整理好数据已是深夜。

第二天的核酸检测又是一场硬

仗。刘钊当天天没亮就赶到居委会

报到了。他穿上防护服，负责引导

居民有序下楼进行核酸检测。“爷

爷，二维码准备好了吗？”看着一位

80岁高龄的老人有些迷茫，刘钊主

动上前询问，帮助填写信息。

最近几天，为了落实“足不出

户”要求，小区居民的快递都由志愿

者统一派送。于是，刘钊又干起了

社区搬运工。自称是“人肉快递”的

他，还给志愿者们想了一个鼓劲的

口号——“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整个小区的搬运志愿者一共有

10人，大家分成上午、下午、晚上3

个班次轮流上岗。经过摸索，这些

志愿者从开始的“一股脑”搬运中，

很快总结出了一套简洁有效方案，

即“先归类，再分类，先物资，再快

递”。先根据楼栋，对所有快递进行归类，这是1号

楼的，那是2号楼的。归类后，再对楼栋的物资进

行简单分类，食品类、药品类闪送，普通快递缓送。

因为心疼这些当“搬运工”的志愿者，居委特

意送来了一批N95口罩。当看到快递架清空的速

度，大家忍不住称赞道：“阿拉志愿者就是有腔调，

不是快递等志愿者，是志愿者等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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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上海第二批核酸筛查开

始，嘉定区菊园新区嘉呈社区居委会此

前在微信群里招募志愿者时，一下有

200多个年轻人报名，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陈萍告诉记者：“在我们社区，要

当上志愿者需要‘拼手速’，晚一步就会

被别人抢走，按居民的说法是‘比抢菜

还难’。”

3月4日21时，嘉呈社区因防疫需

要开始实行为期14天的封闭式管理。

居委会瞬间成了整个小区的“主心骨”，

1982年出生的陈萍顾不得才上初中的

女儿，和7名工作人员一起投入小区防

疫工作。

嘉呈社区以年轻人居多，居委会

迅速按楼组建立了微信群。陈萍告诉

记者，“封闭式管理期间，社区一些年

轻居民发起并建立了‘自治群’，不仅

自发协助我们开展工作，还出谋划

策，测核酸怎么组织更加有效、如何

降低风险、封控期居民们有具体需要，

如何更好解决……”

1999年出生的大四学生李李是最

早入群的居民之一，小李去年暑假就曾

到居委会当志愿者，这次也是第一时间

加入，“这种紧要关头，我们年轻人理应

多作贡献。”她说。

人心齐、信心足，这也让居委会干

部开展工作有了更好的环境和干劲。

陈萍透露，居委会在这次抗疫中的一大

亮点就是：依据居民微信群，居委会建

立了一个24小时实时更新的居民就医

需求的文档，文档中记录着这些天中社

区居民每一个紧迫又细微的就医需求：

孕妇们的下一次孕检时间、病人的下一

次血透安排、狂犬疫苗的下一次接种节

点、慢性病人的下一次配药需求……通

过这个小型高效的救治机制，工作人员

24小时接受居民求助，由家庭医生根据

信息给出专业建议，再一桩桩反馈给各

个部门并予以解决。“我们每天都会早

晚盘点一遍手头的工作，一定要每件事

情落实，都要有人点对点对接。生病的

事情，一点都不能耽误的。”陈萍说。

新一轮封控筛查开始，需要更多居

民志愿者参与。此时，在这个已共同抗

疫20多天的社区，出现了陈萍没有料到

的情况。她说：“这次测核酸，我们原计

划招募40名志愿者，但一发出通知，一

下子就有200多人报名。许多没被录用

的年轻人很不甘心，最后只好扩充到50

名。这已是我们准备好的防护服数量

的极限了。”这些报名者中，大部分是90

后、00后年轻人。

4月1日，报上名的李李和其他几十

名志愿者，一大早就穿好防护服来到现

场。小李负责的工作是在高层楼栋门

口登记统计，结果，她一直忙到上午

11点半，等居民们都做完检测后才自

己去做。

傍晚，李李又加入到“送菜上门”的

志愿服务，把居民叫的外卖从小区封控

口一一送到家门口。她承包了1号到40

号的配送，一直忙到晩上8点多。

4月2日，小李又报名“讨活干”，但

居委会“强制”她休息一天。“讨活干”的

居民太多了。陈萍给记者看她的微信

记录，有名志愿者因突然有事，希望有

人顶他，结果岗位瞬间就被“抢走”，迟

到者连呼“下手慢了”……

招募志愿者时，一下子有200多个年轻人报名

“我只有张身份证，你帮我注册一下

核酸检测登记码吧。”日前，青浦区练塘

镇东淇村村干部陆续收到村里老人的求

助，这些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又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登记核酸检测二维码可真难

倒了他们。

东淇村有1400多人，其中一半是老

年人，村委会和志愿者挨个登记、注册、打

印整理，这可是个不小的工程，怎么办？

令人欣慰的是，到了核酸检测那天，

现场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人手一张纸

质核酸检测二维码，排队做核酸，过程快

速而有序。原来，这都要归功于村里的

选调生干部李思同，他用自己掌握的编

程知识，编了个“自动批量核酸检测登

记”小程序，不需要人工操作，电脑自动

为村民登记预约。“小伙子脑瓜子很灵，

是个‘智多星’。”提起小李，东淇村党总

支委员鲁明竖起了大拇指。

李思同告诉记者，他编写的这套程

序，可以自动化操作，不但可以提高登记

效率，还能让基层工作人员解放双手，转

而投身到疫情防控及其他工作中去。他

具体解释道，“这套程序只需准备好一张

人口信息表，就能模拟一位熟练操作人

员运行工作，自动点击下一步，40秒能

运行生成一个预约登记码”。

据介绍，东淇村50岁以上的人员，

需要帮助生成预约码的有800多人，凭

借这个程序，该项工作全程由电脑“加

班”，操作者不用在旁点击即可完成，耗

时不超过6小时。而在其他村，同一工

作量，需要4名人员3天扑在上面才能勉

强完成。

这件事很快在练塘村居群里传开，

张联村、双菱村、泾花村、蒸浦村、湾塘居

民区和小蒸居民区纷纷在线上线下讨教

经验。之后，蒸浦村在半天内便成功自

动生成100多人的二维码。其他村居干

部表示，“我们来学习经验做法，是为以

后的工作早做打算。”

这波“技术流”操作，让村里的战“疫”

效率倍增，李思同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

做的事情，能为基层做点事情我很开心。”

据他介绍，接下来他还会持续优化这套程

序，提升程序的稳定性和成功率。

他用编程知识为800多村民完成电脑自动登记预约
■本报记者 张天弛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薄小波

昨天凌晨3点，往日宁静的铁

路上海南站迅速忙碌起来。首趟

从云南昆明始发的防疫物资专列，

满载着5400余件总计83吨抗疫物

资，经历35小时不停歇奔驰，跨越

2600公里空间距离，从彩云之南来

到了东海之滨。

列车刚停稳，早已在站台上等

候的60名铁路上海站“心尚”服务

工作室党员突击队成员就忙开

了。大家分成7个搬运小组，登上

不同车厢，迅速熟练地分拣纸箱，

流水线般接力传递，把一箱箱物品

整齐地码放在行李拖车上。

“这批物资是云南省支援给上

海的各类药品，很珍贵。今天上午

各区就会分别前来提领，必须加快

卸车速度，确保每个区都能第一时

间领取到位。”铁路上海站副站长

李毅这样介绍。

4月1日，上海站接到上级指

令，云南省紧急筹备了一批药品，

计划通过铁路分3批次运抵上海。

其中第二批83吨物资，将通过原昆

明至上海的旅客列车K80次送达。

旅客列车改为防疫物资专列，整整

16节车厢堆满货物，这对上海站来

说还是第一次。

上海站接到调度命令后，立即

成立工作专班，研究装卸方案。由

于浦西正处于封控期间，大多数职

工还在社区进行隔离筛查，车站动

员留守职工组建了由11名党员带

队、总计60人的“心尚”服务工作室

党员突击队，调集行李拖车 181

辆。K80次是旅客列车，内部安有

座位、床铺，车门狭窄，装满货物后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物品出门也十

分不便。为此车站制定了“快搬细

码”的搬运方案，以人工接力的方

式，从外到内卸下货物，满一车清

一车，努力加快传递速度。

就在昨天夜间，江苏省通过铁

路发出的首趟驰援上海抗疫的农

副产品专列抵达上海。该趟专列

由一组冷藏集装箱车组编组而成，

装运的货物主要有蔬菜、鸡蛋、食

用油等民生物资，由盐城市政府组

织货源。按照鲜活货物运输要求，

该批物资需要保持0℃至3℃的温

控环境，应采用特种冷藏集装箱组

织装运。铁路部门紧急从外地调

拨冷藏集装箱车组到盐城北站，及

时把空箱送至当地农副产品装车

点，做好货物检疫查验和装箱指

导。铁路调度、货运、机务、车务等

部门加强联劳协作，组织连夜开

车、优先放行，确保该批重点民生

物资快速、安全运抵上海。

据介绍，3月29日至4月5日

期间，有607名职工驻守在上海站、

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保障铁路

正常运行，还有200余名党员在各

自社区参与抗疫志愿服务，共同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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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鸣

▲瑞金医院急救中心的护士准备为患者输液。新华社发
 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照拂着各类患者。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