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终于可以下班好好休息了！”

人民日报公众号“休舱大吉”组图“刷爆”无数网友手机屏幕

3 月 9 日傍晚，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
了一组题为“休舱大吉！ ”的照片，感动了无数
网友，随即被广泛转发、点赞，阅读量很快达到
“10 万+”? 这组图共有 11 张，分别以“拥抱”

“不舍”“挥别”等词为关键词，抓取了武汉 14

家方舱医院当天休舱时刻的多个感人瞬间? 组
图下面还配上了一段文字：

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斗
多少汗水与泪水的拼搏
才换来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白衣天使，你们辛苦了！

愿春天来临，共赏花开，加油！

组图下面的网友留言也让人颇为动容：“说好
了， 关了就再也不开开了！”“建议建个方舱博物
馆?”“愿湖北未来都是阳光！”“ 这是唯一希望赶紧
歇业的地方！中国加油！”……这些暖心留言也被纷
纷点赞， 其中一句 “ 他们终于可以下班好好休息
了！”甚至被赞了1.8万次?

武汉共有16家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2万余
人?昨日，余下的两家方舱医院也已顺利休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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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因怕热摘下口罩，防护不能掉以轻心
病毒专家闻玉梅院士提醒公众：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过了惊蛰，大地回春，气温逐步升

高。都说病毒怕热，天热了，新冠病毒就

会消失吗？ 病毒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教授闻玉梅院士昨天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不同环境下，病毒灭活

条件各不相同，目前，疫情防控正处在

关键时期，公众千万别因怕热过早摘口

罩，自我防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没有靠谱实验， 不能臆
想病毒灭活条件

“我们尚不清楚新冠病毒在不同气

候条件下如何活动和表现。 ”世界卫生

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

安近日表示，尚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

在夏季自行消失。

离开宿主，单靠自己，病毒是无法

复制的，但只要它活着，传染性就不会

消失，一旦沾染上宿主，就会开启感染

模式。 闻玉梅解释说，病毒在不同环境

中，灭活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

常说新冠病毒在 “56℃下 30 分钟灭

活”， 其实指的是它在液体中的灭活条

件。以流感病毒为例，实验室做实验时，

是在口罩表面滴上流感病毒，发现其灭

活条件是“65?、30 分钟”，而在门把手

上、毛织物、飞沫中的存活情况则更加

复杂。 闻玉梅强调，没有靠谱的实验验

证，不能臆想病毒的灭活条件。

专家表示，在自然环境下，气温升

高可能会对新冠病毒的活性有所影响，

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表明气温升高可

让其消失。从目前全球新冠肺炎传播的

情况来看，疫情同样在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等热带地区国家出现。

看到战 “疫 ”曙光 ，就更
不能掉以轻心

针对病毒是否会随升温而消失的

问题，新冠肺炎上海专家治疗组高级专

家组组长张文宏近日也表示，“现在很

难讲”。他提醒大家：一些流感的传播是

跨季的，比如一些流感会在前一年三四

月份出现， 到次年大流行，“所以说，并

不是病毒一到夏季就没有，不然怎么还

会延续到下一年？”他表示，炎热可能对

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最终防控举措

和气候条件谁的作用更大， 还不好说，

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确，天气热了，戴着口罩会比较

闷热，不太舒服。 ”闻玉梅提醒，现在国

内刚刚看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曙光，

全球的防疫形势还不容乐观，在这种情

况下，大家尤其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

继续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新冠病毒是一种有包膜的 RNA

病毒，因此它的‘抵抗力’是比较低的，

一般医用酒精、含氯消毒液都能破坏它

的包膜，使它灭活。 ”闻玉梅表示，公众

要牢记戴口罩、勤洗手，做好日常卫生

消毒， 不要给新冠病毒以可乘之机，才

能赢得最后的战“疫”胜利。

不扎堆不聚集，封闭空间做好防护
气温回升公共场所陆续开放，逛公园也有正确“姿势”———

连日来，气温逐渐回升，海棠花、

迎春花、玉兰花竞相绽放，让人渴望出

去感受春光。 商场、 公园也在逐步开

放，迪士尼小镇、星愿公园部分恢复运

营，广富林郊野公园、松南米市渡郊野

公园、 廊下生态园室外场地也陆续开

放。 但疫情防控的相关专家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特地提醒， 去公园也有正确

“姿势”。

漫步在公园里， 是否可以脱下口

罩，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上海市健

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说， 公园绿地

这样的露天区域， 如果市民是一个人

在空旷的地方行走， 不一定要佩戴口

罩， 如果有朋友同行或与健康状况不

明的人员同处，就一定要佩戴口罩；另

外，不要和其他人面对面说话，保持一

米以上距离；不随意触摸公共物品、设

施， 随时保持手部卫生； 注意咳嗽礼

仪，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者胳膊

肘捂住口鼻。

合理使用口罩，有“五戴三不戴”

的原则。 吴立明说， “五戴” 是指人

员密集场所要戴、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要戴、 搭乘电梯要戴、 集中办公和工

作的场所要戴 、 到医院就诊要戴 。

“三不戴” 是指独自在户外人少空旷

处可以不戴； 骑车时可以不戴， 与其

他车辆保持适当距离； 独自驾驶车辆

时， 也可以不戴口罩。

疫情期间， 去公园哪种出行方式

最安全？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

丁园表示， 做好个人防护就可以安全

出行， 如果距离较短， 建议步行或骑

行。“步行和骑行都是处于空旷的环境

中， 较少与人接触， 而且可以锻炼身

体。 ”她说。

提到骑行， 共享单车成了绕不开

的话题，疫情期间骑共享单车安全吗？

丁园表示，只要做好防护、勤洗手就没

问题。 她建议骑行前可用 75%酒精棉

球或消毒湿巾擦拭车把手， 也可佩戴

手套；骑行时与他人保持距离，不要用

手触摸眼口鼻，抵达后及时洗手。

步行和骑行只能覆盖短距离移

动， 如果要乘地铁或私家车又该如何

防护？丁园表示，乘地铁需全程佩戴口

罩，上地铁先扫“防疫登记二维码”，排

队时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 有条件时

分散站立，少触碰车内物品，下车后及

时清洗双手。一般情况下，私家车无需

消毒处理，保持通风即可。

“宅”在家里好多天了，出门的时

候，有些人觉得把口罩、手套、护目镜

等通通戴上，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就能万无一失，这种方法可取吗？丁园

说，在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在空旷

通风区域里接触到新冠病毒的概率是

很低的，不需要过度防护。 她还提醒，

如果总觉得要包裹得严严实实才安

心， 可能是由于心理焦虑引起的强迫

症，严重时需要就医。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

斌重申 “行百里者半九十 ”。 他说 ，

长跑的意外很少发生在中途， 而是常

常发生在接近终点时 。 不到最后关

头， 任何松懈麻痹都可能导致前功尽

弃。 “如果每个人都想着放飞自我，

上海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加强防护这

根弦一旦松懈， 结果就可能是一场雪

崩式的失守。”

丁园说，不扎堆、不聚集就是最好

的防护。 市民们不能因为公共场所陆

续开放就有麻痹思想、松懈情绪，还是

要做好个人防护， 减少个人外出的频

率，静待疫情散去的那一天。

上海新增2例确诊
病例为境外输入型

本报讯 （记者周渊） 昨天 0-12

时， 上海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

病例 6 例； 新增治愈出院 4 例； 新增

2 例确诊病例， 是通过联防联控机制

发现的境外输入型病例。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生健康委

新闻发言人郑锦介绍， 新增 2 例确诊

病例均为中国福建籍， 在意大利工作

生活， 均自意大利博洛尼亚出发， 经

俄罗斯莫斯科转机后于 3 月 8 日抵达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因有症状， 入关

后即被送至指定医疗机构留观。 综合

流行病学史、 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测

结果和影像学检查等， 诊断为确诊病

例。 郑锦表示， 由于是境外输入型病

例， 因此， 他们入关即被送至医疗机

构， 未去过其他场所。 浦东国际机场

已严格落实相关消毒措施。 市疾控中

心已会同海关、 公安等部门加紧开展

密切接触者排查追踪等工作， 目前已

追踪到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 19 人 ，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截至昨天 12 时， 上海已累计排

除疑似病例 2549 例， 发现确诊病例

344 例。 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将继续会同口岸交通组协调

做好浦东、 虹桥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加强入境人员健康管理。 继

续推动相关省市 “健康码” 互认。

上海还将继续落实 “一手抓疫情

防控， 一手抓日常医疗服务”。 一方

面， 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抓

紧抓实抓细各项措施， 将加强流行病

学调查， 与口岸等部门密切协同， 形

成闭环式管理。 另一方面， 全面有序

恢复全市医疗机构普通门诊。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方舱经验”应写进教科书
对话“最后一个方舱”的上海领队———

昨天下午， 随着最后一批 49 名患

者康复出舱， 运行了 35 天的武汉市首

个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宣告休

舱。至此，武汉的方舱医院全部休舱。从

2 月 5 日收治首批患者以来，武汉 16 家

方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1.2

万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

昨天，伴随着“武汉最后一个方舱的

最后一天”登上微博热搜，华山医院副院

长、 华山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马

昕也被记者团团围住， 他是武昌方舱医

院里的上海医疗队领队。 “有点小激动，

但也很平静，这只是阶段成果，还有很多

任务等着我们。 ”昨晚，这名从医 34 年、

经历过汶川地震救灾等诸多公共卫生

事件的干将告诉记者，“方舱记忆”太深

刻，“方舱经验”应写进教科书，这将为

全国乃至全世界防治传染病提供启示。

“方舱最后的夜晚 ，

我们会永远铭记”

马昕难忘这个战斗了 35 个日夜的

地方。 2 月 4 日下午，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开拔，以整

建制移动野战医院的形式支援武汉抗

击疫情，正是他们和兄弟省份的医疗队

一起，建起武昌方舱医院。

35 天来， 武昌方舱医院开设病床

784 张，累计收治患者 1124 人，累计出

院 833人，累计转院 291人，这个由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主导运营、全国 9 省市 14

支医疗队 868名医护人员参加救治的方

舱医院，交出了一份闪亮答卷。 这其中，

有上海华山医院医疗队的一分力。

3 月 9 日 ，方舱关闭的前夜 ，马昕

吃完晚饭，左思右想决定在工作群里吼

了一声： 大家还想不想再去看一眼方

舱，再看看我们的病友，或者再值个夜

班？ 或许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马昕在大堂等了一会，大家全来了。

进了方舱他们发现， 其他医院的医护人

员也来了。这夜的方舱，医护人员比病人

还多。 大家互道珍重，如同老友。 华山医

疗队高喊：“向武汉人民致敬， 武汉加

油！ ”病友们回应：“向华山医院致敬！ ”

“刚开始，让我们多少有点想躲避的

地方，突然间让我们感觉到留恋。里面的

角角落落，都是我们亲手参与建设的。 ”

马昕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武昌方舱医

院最后的夜晚，我们都会永远地铭记。 ”

方舱不仅仅是医院 ，

也是社会学课题的窗口

马昕说，难忘 2 月 4 日出征武汉的

画面。火车抵达武汉，所有人下车。晚上

9 点的火车站除了医疗队没有其他人，

空荡荡的大厅，让每个快步行走的医疗

队员都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心跳声、呼吸声。 马昕来不及回味“紧

张”情绪，方舱医院建成后，他与队员们

马上投入接收首批患者的救治工作里。

也是在这座不同以往的“超级医院”

里，他和同事们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忆。有

一名武汉儿童医院的妇产科护士在工作

中被感染，她乐观地说“难得可以好好休

息了”。 她还说，舱内患者每天都需要抽

血，护士太忙了，如果可以，她申请帮助

这里的护士，一起为患者抽血。有位年轻

的助理法官在自己发生症状后立即向单

位和街道上报，并做好自我隔离，方舱开

放第一天就住进来了。 当华山医院第三

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 护理组组长卫

尹问到小伙出院后的打算时， 他说准备

献血去，“我已经联系好了捐助， 捐赠给

这里的医务人员，你们辛苦了！ ”

不止在武昌的这座方舱医院。 3 月

7 日下午 ，送走最后一位患者 ，同济大

学附属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执行队长、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医务部副

主任孙贵新也说在方舱有太多难忘时

刻：即将出院的阿姨激动地说，我要回

家了，你们却在这儿有家不能回，不知

如何感激才好；有“抖音达人”记录医护

每日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忘记了自己是

患者，只记得自己是方舱志愿者。

方舱还有“读书哥”、广场舞、合唱

队……马昕说， 方舱不仅仅是一座医

院，也是一个社会学课题的窗口，很多

人说在这里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大家

过着集体生活，“邻居间” 彼此关照，对

构建新型医患关系也有新启发。

为今后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创造新的模式

下一站去哪里，休舱后做什么？ 这

是马昕与其他“方舱队长”被问到最多

的一个问题。 “原地休整，还有太多事情

要做，武汉还有一万多病人分散在各家

医院 。 ”马昕形象地说 ，休舱只是 “逗

号”，还不是“句号”。

尽管 “休舱了”， 孙贵新也一刻不

闲。 3 月 8 日起，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正

式进入休舱期， 孙贵新则带着 55 名队

员投入维护帐篷医院、 整理病例资料、

形成系列研究的新工作，为今后的防控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从 2 月 3 日武汉首家方舱医院建

设开始，到 27 日出现“床等人”现象，历

时 20 多天，这里已彻底改变了病患“一

床难求”的局面，实现“零病亡、零回头、

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创举。

方舱医院的大规模使用，在我国医

学救援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是“诺

亚方舟”上的一个“舱位”———我国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专家、 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这样形容

方舱医院。在这里，用最小的社会资源、

最简单的场所改动，能最快地达到扩大

收治容量的目的。

“方舱经验应写入教科书， 为今后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重大灾情

疫情、迅速组织扩充医疗资源创造了一

种新的模式。 ”马昕说，方舱是一个特殊

的时代记忆，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也

真心希望以后不会有了。

休舱大吉！ 一起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