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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抬头欢笑时，太阳升起来了
上海7月龄新冠肺炎患儿治愈出院，温暖了一座城

孩子，你好！ 很少有人像你这样，刚来到这个
世界，周岁未到，就和人类尚未完全摸清底细的病
毒打了一场“硬仗”。 你是一名小勇士！

过去的一个月，因为疫情，上海和其他地方一
样，经历了史上从未有过的“宅”春节———战“疫”

当前，城市仿佛按下了“暂停键”，街道寂寥，百姓
闭户，大伙儿心头紧张几许，忧心几许。

而你，一位小小的“来客”，夹杂在和疫情有关
的新闻中， 让很多上海市民的心一下子悬在了半
空中———

那是 2 月 3 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一则市卫健委的通报第一次提到你：当
日，上海新增确诊病例 10 例，其中有 1 例是 7 月
龄的孩子，有湖北确诊病例的接触史……

此后的 17 天，每一天，这座城市关心疫情防
控的人，只要睁开双眼关注确诊人数，都会不经意
间“刷”到你的信息———“截至 2 月××日，上海市已
累计排除疑似病例×××例，发现确诊病例×××例。确
诊病例中，年龄最大 88岁，最小 7月龄……”

终于在昨天，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这则人们
耳熟能详的新闻动态播报， 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经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护人员 17 天的精

心救治，7 个月大的患儿齐齐（化名）随父母一起离
开了医院病房、踏上回家的征程！这标志着，上海年
龄最小的新冠肺炎患儿治愈、出院！

“好可爱的孩子，真想亲亲她”“真的萌化了，

有没有？！”……齐齐出院的消息瞬间在网上刷屏。

小宝贝啊！ 你可知道，你在春天离开医院，也
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春的气息！

我们每个人都有想抱抱你的冲动，不仅是出于
人类呵护弱小的天性，也是一种不自觉的集体情感
表达：你治愈了，太好了！ 我们相信，更多的人会和
你一样———治愈，出院，健康，启航精彩的人生！

7月龄孩子来了，医院的空气有几秒钟是凝滞的！
“如此年幼的病例，一开始确实比较担心”

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许，儿科医院的门口，被一

种语言难以表述的氛围笼罩着。

终于等到这一刻，齐齐就要出院了！穿着白大

褂的医护人员，有的抱着米奇玩偶，有的拿着小

书包，早早等在了病房门口。 他们的脸上，写着

喜悦与不舍，写着祝福与牵挂。

“孩子出来了，快看，就是那个 7 月龄大

的（患儿）！ ”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家的眼光都

一下子锁定在一个婴儿的身上： 穿着白色

连体衣，毛茸茸的；剔透的肌肤在阳光下

发光， 和她清澈的眼神让人同样难忘的

是，戴在孩子脸上可爱小熊口罩。齐齐被

妈妈抱在怀里，缓缓走出隔离病房楼。

“都好了，现在有抗体了，以后不

用担心了！ ”听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感染传染科主任曾玫的话 ，身

边的多位白大褂都会心地笑了。

就要与陪伴 17 天的白衣天使

们告别，齐齐的小手，不断在空中

挥舞。 仿佛，她是在和这里的“临

时妈妈”们作别。

目送齐齐一家子离开医院的

那一刻， 医护人员们聚在一起，

大家的记忆一起被拉回到半个

月前———一个女婴的到来，让这

家儿科医院的空气一下子紧张

了起来。

“有一名儿童患者即将送

来！ ”

“什么，才几个月大？ 到底几个月？ ”

“疑似？ 确诊？ 还不知道啊……”

“战报”传来那刻，儿科医院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感觉，有

几秒钟，空气凝滞了。

可准备的时间极其有限，一切如同“战备状态”，所有人

员第一时间集结！

那是 2 月 3 日，大年初十。 一辆专业负压 120 救护车疾

驰而来，目的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这里也是上海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定点医疗机构。

车门一开，救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下车，是从头包到脚的

那种。 一名救护人员的怀里抱着一名小婴儿，这就是七个月

大的齐齐。 这是目前上海确诊的最小年龄患者。

尽管这不是儿科医院接诊的首例患者， 但如此低龄的

孩子，还是头一回！

这里的医护人员，历年来接触来自各地、患着各种不同

疾病的患儿。 接手患儿，是他们的日常，但齐齐的到来，太不

一样了，很多人的心里，是问号。

“疫情发生以来，不是一度说儿童不易感染吗？ ”

“这么小的孩子也不出门， 父母应该也是忙着喂娃才

对，怎么会感染上这种病呢？ ”

随着齐齐的病例在院内初步公布， 一条时间轴和新冠

肺炎感染的轨迹线浮出水面———

那是 1 月 20 日，距离小年夜还有三天，齐齐的外公、外

婆从武汉到上海探亲来了。 春节来临，阖家团圆，一大家子

住在一起，和和美美，这本是多么自然，多么高兴的事情啊！

谁知道，无情的病毒也跟着这对老夫妻，从武汉被带到了上

海，开始在这个小家庭里肆虐。

在子女家没住几天，爷爷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想着家

里有小宝宝，别传染给孩子，老人家就自个儿跑到医院去看

病。 结果这一看，开启了这个小家庭的“别样春节之旅”———

虽在同一个城市，却“分居”在不同地方度过。

根据相关检查结果与临床表现，2 月 2 日， 爷爷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 这样一来，齐齐及其父母、奶奶、外公、外婆等

均作为密切接触者，立刻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疾病一旦按下“启动键”，就发展得飞快，快得让人难以接

受———就在爷爷确诊的当天下午， 处于居家隔离状态下的多

名家庭成员，都出现了发热症状，被立即送到医院隔离治疗。

2月 3日，经医院诊断，齐齐的母亲、外公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齐齐的父亲、奶奶、外婆核酸检测则呈阴性，继续居家观察。

那么，齐齐呢？ 大人的“中招”概率是五五分，孩子到底

能否幸免？

也是 2 月 3 日那天，齐齐开始咳嗽、流清涕，虽然未出

现发热，但考虑到家人有多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孩子还是被

立即送到了儿科医院做相应检查。

就是在这里，齐齐被最终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收入该院

进行隔离观察和治疗。

曾玫坦言， 由于此前医院从未收治过如此年幼的婴儿

新冠肺炎病例，“一开始确实比较担心”。

担心，源于很多情况的未知。 年龄越小，器官发育就越

不完全，在新冠肺炎临床诊疗上，成人的用药尚且“摸着石

头过河”，孩子如何用药，药剂量如何，就更不好掌握了；况

且，患儿周岁未满，根本不会表达，新病毒可能在这个孱弱

的小身体里引发什么现象？ 一切都是未知。

对儿科医院这家中国排名靠前的儿童类医院而言，遇

到过、处理过很多疑难杂症，但这个小病例，无疑是一个新

挑战———因为， 一切都是未知， 一切在国内外都无先例可

循，一切都如同“盲人摸象”，需要医学团队汇总所有经验、

判断，与病毒“交手”，呵护孩子周全。

30多位“临时妈妈”24小时不间断照护
“你们呀，都把她喂胖了”“把孩子交给你们，我放一百个心”

好在，运气也站在这个小生命

这头。入院后经专家组评估，齐齐属

于新冠肺炎普通型，她没有发烧，呼

吸道症状也较轻。

医务人员仅用止咳药进行对症治

疗，绝不下猛药。 看似“无为而治”，背

后是一家医院几十年的经验“打底”，医

疗护理团队的高度责任感———尽可能较

少地用药物去打扰这条孱弱的小生命，取

而代之的，是医生高度集中精力研判病情，

护理团队密切“死盯”所有护理环节。

从齐齐入院这一刻开始， 儿科医院的护

理团队，就有了不一样的时间表。

“之前，我们这里收治的是年龄较大一点的

孩子，哪怕离不开人，但也不需要护士 24 小时陪

护。 可来了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后，大家真的放心不

下！ ”儿科医院传染科护士长夏爱梅直言。 从接手齐

齐的那一刻开始，整个团队首先拿出的是一条最传统

的 、 但经验证明也最管用 、 最能呵护孩子的周全办

法———24 小时派人看守，日日夜夜守着她。

随之生成的，就是一张精确的陪护值班表。 冲奶粉、换

尿布、喂药、哄睡觉、陪玩乐……每 4 小时换班一次，一天有

6 位护士轮流照看。在负压隔离病房的 17 天中，齐齐的身边

一下子多了 30 多个穿着防护服的“临时妈妈”。

“最难忘的，就是齐齐在病房里度过的第一晚。 孩子对陌

生环境不熟悉，她不停地哭闹。 ”当天晚上的值班护士张洁，第

一个当了齐齐的“临时妈妈”。 她整夜把孩子搂在怀里，安抚

她，哄她。 入院的第一个晚上，齐齐就是在“妈妈”的怀里入眠

的，睡了一夜。

齐齐的另一位“妈妈”，叫王相诗，她也是孩子的主治医

生。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段特殊的缘分，牵引着她们“相遇”。

王相诗不仅是医生，也是一位新妈妈，她的家里，也有

一位 7 月龄的宝宝。 “每次看着齐齐，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

想到自己的孩子。 ”可是，和很多白衣斗士一样，当疫情警报

拉响的那一刻， 王相诗毅然将还在哺乳期的孩子托付给家

中的老人，自己则投入到战“疫”一线。

每一次看孩子，王相诗的眼神中，不仅有医生出自专业

判断的冷静，还有一位新妈妈的慈爱。

在负压隔离病房，王相诗总是忍不住要抱抱齐齐，给她

唱童谣。 齐齐也特别喜欢这位医生妈妈，一看到她，就会咧

着嘴笑。 为了逗齐齐开心，王相诗还常常跳舞给孩子看，有

一段她给孩子跳舞的短视频，在医护人员中广为流传：齐齐

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王相诗看，而另一边王相诗做出

蝴蝶翩翩的动作，同事们都管这叫“蝴蝶飞”。

在儿科医院传染科，每一位护理团队的成员轮班上岗，

都照顾过齐齐。

夏爱梅说，好几位 90 后护士虽然自己还没孩子，但照

顾起齐齐来细致入微，总是想着法子逗她开心。 跳舞、扮鬼

脸、唱歌……姑娘们拿出了十八般武艺，哄娃技巧齐上阵。

而齐齐也感受到了这些护士阿姨们的热情， 总瞪着大眼睛

望着她们，笑个不停。

在儿科医院，对确诊患儿的治疗，归根结底，基本原则

只有一条———对症治疗，并辅以中成药疗效！

“发烧就吃退烧药、咳嗽就用止咳药，对这里的每个确

诊孩子，我们都没有盲目追随用特效抗病毒药物，而是以儿

童友好型药物为主。 ”葛艳玲说到这一点时，神情中流露出

一丝自豪。

对症治疗，齐齐康复得很快。 哭得少了，笑得多了，胃

口也跟着开了。 奶粉、米粉，她吃得很快。 让这里的护士记

忆犹新的是， 每当护士将齐齐吃饭的视频拍给妈妈看时，

和其他患儿的妈妈神色中总流露出一丝不安、甚至会忍不

住落泪不同 ，齐齐的妈妈淡定而开朗 ，她的脸上总是浮现

出笑容：“你们呀 ，都把她喂胖了 ”“把孩子交给你们 ，我放

一百个心。 ”

一天天的呵护，一点点的调理，齐齐的呼吸道感染症状

很快就消失了。 症状消退，精神也好了，自身免疫力一天天

跟了上来，小身板也有了“打”病毒的力气。 经 17 天精心护

理与治疗，两次复查新冠病毒核酸均为阴性，达到解除隔离

和出院标准。 于是，24 小时的轮值表，开始走到了末尾。

就要和齐齐分别 ，很多 “临时妈妈 ”们 ，抬头是喜上眉

梢，低头一想，又忍不住热泪盈眶。

孩子终于开始走流程、办出院手续的时候，王相诗的心

里冒出来两份牵挂 ：这一头 ，对齐齐 ，既不舍又高兴 ；另一

头，她真心盼望———“疫情早日结束，所有的患儿都回家，我

也能早日回家，抱抱自己的小宝贝。 ”

你是一个小勇士！你治愈了我们的心
“请一定健康成长，将来一切都好”

2020 年 2 月 20 日，齐齐正式出院的日子。 这也是一个

牵动上海全城的日子。很难想象，这座城市，会有这么多人关

心着这个有湖北接触史的孩子。 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前，

有多少个日子， 普通人听到 “湖北” 两字， 心里是有些慌

的———想躲、想转身、想逃离。

但齐齐的治愈、出院，这一刻，仿佛人们内心一些不自觉

的隔阂，在一瞬间瓦解了。

在儿科医院，这一幕让记者难忘：当妈妈抱着齐齐走出

隔离病房楼时，夏爱梅跟在后面，将宝宝的尿布、奶粉等生活

物品交给妈妈。

送别在即，王相诗还有一些不放心，不时在一旁叮嘱家

长：“出院后要继续居家隔离 14 天， 不要出门啊”“一定做好

防护，处理孩子分泌物时请记得戴好手套……”

出院前， 齐齐的胸片与肺部 CT 核实肺部病灶明显吸

收。 曾玫说，孩子已经痊愈，她的肺部没有严重损伤，对未来

成长不会有影响。

出院，并不是孩子与这家医院缘分的“终点”，之后，医院将

以每三天对这个家庭进行一次电话随访的频次，“高频”跟踪小

家伙的身体情况，孩子体温如何，胃口如何，精神状态如何……

17 天的朝夕相伴， 儿科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把齐齐当作

自家的孩子照顾。 “有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 ”曾玫和这里的

30 多个“临时妈妈”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请一定健康成长，将

来一切都好，与所有同龄人一样享受生命的美好。

宝贝，你是一个小勇士！你治愈了我们的心，你让我们再

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共同真正的敌人是病毒，在“宅居”

抗疫的日子，我们隔离不隔心、不隔爱。

宝贝， 你的这段经历不仅会经由父母日后给你的讲述，

成为你人生中难忘的一页，更重要的是，她也是一段我们这

座城市共同的集体战“疫”记忆———上海，写满了对你的热

爱，也充满了对每一个生命的热爱！

本版撰稿：樊丽萍 唐闻佳 李晨琰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袁婧摄

右图:儿科医院的医务人员对齐齐进行了 17 天的精心治疗，出院时大家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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