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2年4月26日 星期二要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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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行动 ·中医药干预行动

本报讯 国务院昨天召开第五次

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

记、市长龚正在上海分会场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贯彻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

会议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要求，

按照十一届市纪委六次全会部署，持

续加强全市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以更加昂扬奋发的精神

状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推动取得新的制度性成果和治理

成效。

龚正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政府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自觉

性、坚定性。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对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具

有重要意义，也是上海落实国家战

略，创造新奇迹的强大政治引领和政

治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忧患

意识，直面问题不足，拿出更加有力

有效的举措，不断推进深化党风廉政

建设的实际行动。

龚正强调，要把全面从严治党、推

进自我革命的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和

自身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

突出政治建设，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新时代党

的群众路线，对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群

众反映的问题，认真排摸梳理，从中查

找短板、发现不足、改进工作。进一步

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推动政府系

统各级干部主动担当作为、破解难题，

在疫情防控攻坚中挺身而出、冲锋陷

阵。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从源

头上不断清除寻租和滋生腐败的土

壤。进一步管紧看好公共资金资产资

源，严防损公肥私搞腐败。进一步落

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锲而不舍纠

“四风”树新风。进一步扎紧制度笼

子，更好地以法治为行政权力定规矩、

划界限。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

违规行为和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

龚正指出，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全市政府系统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严格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更大成效。

市领导刘学新、吴清、舒庆、彭沉雷、陈群、宗明、

陈通、刘多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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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感染者人数增加，涉老年人

群、合并多重基础疾病的重症病例增加明

显。当前，上海正不断加强医疗救治工

作，坚持“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集全市优势力量投入救

治，始终注重中西医结合。作为本市社会

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之一，中医药干预行

动备受期待。

日前，新冠重症病例的视频会诊举

行，在线的专家中，不仅有多名上海市名中

医，更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

名誉校长张伯礼等全国名家。

视频会诊是由上海市卫健委、市中医

药管理局组织的针对新冠危重症患者进行

的市、区级定点医院的病例查房讨论会，

高级别专家团为上海救治新冠危重症患者

筑起强大后盾。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一老一少”

感染者的救治成为热点。降低老年有基础

疾病人群的转重率，是救治团队尤为关注

的。为发挥好中医药在危重阶段“截断扭

转”的重要作用，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创

新组织模式，专门组织市级中医专家组会

诊“加强版”，每晚固定时间举行定点医

院危重病例会诊，并明确工作要求，每日

统计危重症病例中医药救治进展，保证所

有危重患者均及时得到市级专家组的集体

会诊，一人一策，更早干预、更早截断、

更早康复。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赴上海工作组

中医专家组组长张伯礼院士，以及上海市

名中医、龙华医院吴银根教授等专家的指

导下，上海已研究制定《老年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患者中医药救治工作专家共识》，

《上海市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必备中药目

录》同期出台。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老年人群危害最

大。此次上海专家共识围绕‘紧急对症救

标’和‘保护机体正气’两方面确定好中西

医结合临床救治策略。”上海市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专家组成员、曙光医院张炜教授称，

上海的专家共识中也强调了应特别重视急救

中药注射剂的选用，拓宽给药途径，及时扭

转危重趋势。

中医药干预“早”行动，发挥优势“截断扭转”危重化
■本报记者 唐闻佳

4月22日起，上海开展社会面清零攻

坚九大行动，核酸筛查行动是其中之一。

今天，本市对所有封控、管控和防范区域内

人员进行全员核酸筛查。

核酸检测是防疫处置的重要依据。市

临床检验中心主任胡晓波介绍，核酸检测主

要用于判读个体是否感染新冠病毒，是一种

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我国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一直将病毒核酸检测作为诊断标准。

“目前，核酸检测方法主要是将样本中

的病毒RNA提取出来，再利用聚合酶链式

反应（PCR）将病毒基因序列扩增，这种方

法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很高。”胡晓波说，如

果核酸检测从采样、转运、核收、检测、结果

判读和报告各个环节都能准确无误，理想

状态下，核酸检测准确率可以达到非常高

的水平。

胡晓波提到，本市从4月22日起开展

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其中检测筛查

行动采取了“抗原+核酸”组合筛查模式。

抗原检测相对于核酸检测来说，具有速度

快、操作方便的特点，可用于居家自测，但

其检测的敏感性比核酸检测要低，这是因

为核酸检测是一个指数扩增的过程，通过

适当放大病毒片段的浓度，让病毒更容易

被发现。

“如果一个人还在感染初期，相关体

征并未显现，此时抗原检测可能为阴性，

就需要核酸检测来确认。抗原检测的准确

性，还取决于个人操作的规范性。抗原检

测不能代替核酸检测。”胡晓波说，近期

连续筛查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新冠病

毒感染的病程来看，存在一定潜伏期，同

时，不同的个体差异，病毒载量也不同。

当社区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后，病毒载量较

高的感染者能被筛查出来，但也有部分病

毒载量较低的感染者，会呈现核酸阴性结

果。因此，需要通过连续多次的核酸筛

查，尽快动态发现阳性感染者，尽早实现

社会面动态清零。

上海今对全市“三区”内人员进行全员核酸筛查

连续多次核酸筛查
尽快动态发现阳性感染者

九大行动 ·检测筛查行动

■本报记者 顾一琼
唐闻佳 李晨琰

一场场数百公里的逆行奔赴，一

个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风雨来袭

时，为了抗击疫情，为了同袍情深，来

自全国各地的他们义无反顾，选择与

上海一起，与上海人民一起共克时

艰。共同抗疫，感谢有你，上海记得！

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它的痛

与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自3月

底以来，上海疫情严峻，来自全国各地

的医疗队、志愿者、保障物资等，源源

不断从四面八方驰援上海。

医疗资源方面，从全国各地调集

了近5万名医务工作者和核酸检测力

量支援上海。来自北京、江苏、浙江、

安徽、山东、陕西、江西、天津、海南、河

南等省区市的医疗队陆续抵沪，支援

社区核酸检测、方舱医院收治等。物

资方面，苏浙皖鲁鄂川滇辽……十多

个省市的各类物资和蔬果特产，接续

送抵上海市民身边。

不管是哪里人，在上海就是一家

人！各方力量与2500万上海市民一

起，同呼吸、共命运，扛过艰难时刻。

涉及2500万人的抗疫封控，是一

道巨大难题，特别是在高度市场化、开

放度极高的上海。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在这场苦仗硬仗里，要完成巨量核

酸检测、筛查、转运等任务，也要兜好

问诊配药、物资保供等民生急需。医

护人员、快递小哥、卡车司机、消杀队

员……当越来越多的精锐力量驰援上

海，加入“守‘沪’者联盟”，如何兼顾他

们的诉求、打通倾听渠道、提供好相应

的服务保障，如何确保所有的驰援力

量第一时间到位，也是林林总总、千头

万绪防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这方

面，疫情中的上海在感激的同时，也显

出了“措手不及”，这些“不周到”都是

考题，上海正在全力以赴疏通渠道解

决问题。

今天，驰援上海的脉搏仍在跳动，

倾情守“沪”的温暖仍在继续，市民一

次次为来自各地逆行者的身影泪目，所

有这些可爱的人，他们为这座城市做

的一切付出，上海记得，历史会记住。

支援核酸检测：只想
着一起守住这座城

“在上海待多久，我没问过，我的

家人也没问过。我想，当时上海医疗

队去武汉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此

次驰援上海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区重

症监护室护士长程芳这样说。

截至目前，全国多个省市共计约

5万名援沪医疗队员，与上海医务工

作者并肩奋战在核酸采样、检测，及方

舱医院等战“疫”第一线。

他们在这里看过晨曦微露，也见

过星起月升，经历过炎炎午后的热浪，

也经历过薄凉寒意的侵扰……自始至

终只想着，尽力完成任务，一起守住这

座城。

3月31日深夜，江苏省连云港市

援沪医疗分队304名队员紧急集结、

星驰上海。年纪最大的超过50岁，最

小的是00后。每天清晨4时30分，队

员们准时醒来，吃饭、整装、出发，迎着

朝霞，从住处赶赴徐汇区康健街道，进

入社区采样，与康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护人员并肩作战，承担近5万居民

的核酸采样筛查。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他

们吃过凌晨2时的早餐、深夜11时的“午

餐”，在数平方米的采样点内“连轴转”，

认真对待每一次采样。居民们自发绘制

了感谢的贺卡和小黑板。他们感动地说：

“这次逆行，是这个春天最暖的决定。”

对2500万人口进行大规模核酸筛

查，工作量可想而知。

河北省检测医疗队参与全市大筛工

作，迎来的首个挑战就是接收大量重点

人群的单管检测样本。一次，在完成了

一轮大筛检测任务后，领队突然接到通

知，要火速增援完成3万管样本的检测

任务。尽管大家都已超负荷运转，但所

有队员主动请缨“顶上前”：“我报名”“别

和我争”。从4月9日下午2时起连续工

作46小时，共检测58432管核酸样本。

而陕西省援沪医疗队队员共计

1770人，其中179人来到之江生物实验

室投入紧张的核酸检测工作。随着上海

多轮核酸筛查推进，这支队伍从最初一

个点，接续进驻本市多个方舱医院、实验

室，以人员翻班、24小时不间断工作全

力做好核酸检测。

目前，全市每天最大核酸检测能力

达近500万管。其中，4月9日、10日进

行了2500万人的全口径检测，极值检测

管数约520万管，在检测能力不足的情

况下，在苏、浙、皖等地协助下，还实现了

外送样本检测。

参与方舱收治：用手
“托举”新的每一天

红日喷薄而出，湖北援沪医疗队首

个深夜班后，护士荣梦玲凌晨为病人取

早餐，走在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前

的空地，同事为其拍下一张用手托举太

阳的照片。

江苏省援沪医疗队的一位护士，为

了不让在沪务工的父母担心自己，在电

话中假装自己仍在南京，而父母也告诉

她“一切都好”。没想到双方在方舱医院

相遇，如今一家人相约，等上海恢复往日

繁华，一起好好去看看。

是的，抗疫以来，上海的每一天，都

被这些可爱的人托举手中。

除了核酸检测，一大批援沪医疗队

投入医疗救治一线。“对上海的经历，我

们感同身受，既然来了，就是要‘打仗’

的，要拼尽全力把每一分、每一秒都争取

下来，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自4月6日进驻新国际博览中心方

舱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辉

带领团队在沪奋战近一个月。此次援

沪，湖北省医疗队兵分三路，分别为核酸

检测队、重症医疗队、方舱医疗队，全力

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在方舱，湖北省医疗队主要负责亚

定点病区及亲子舱收治工作。“亚定点病

区，轻型、普通型患者都有，还有不少老年

阳性感染者患有基础性疾病，要密切关

注。”孙辉曾是武汉规模最大的江汉方舱

医院的院长，“我们这支队伍曾战斗在武

汉抗疫一线，带着经验来，和上海工作特

点相结合，上手很快”。

此次来沪上飞机前，他特地带了两张

明信片送给昔日战友——2020年上海首

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现任上海仁济医院党

委书记郑军华。“老战友再并肩，一起为上

海加油！”

龙华中路方舱医院的医疗救治工作

由广西援沪医疗队负责。医护人员多次

踏勘熟悉现场，通宵沟通协调，完善舱内

设施布局，改造舱内基础设施，还提前对

工勤人员开展多次防疫技能培训，讲解安

全防控要点。他们的细心耐心受到患者

一致点赞。4月21日，指挥部在查阅舱内

患者信息时，发现有三位患者恰逢当天生

日。大家悄悄准备了一个有仪式感的小

小生日会。医护人员制作了贺卡，备好了

生日礼物，年纪较大的两位患者拿到的是

手工小蛋糕，年轻患者则拿到了可乐和咖

啡：“没想到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过了

一次特别的生日，此刻听着他们的祝福，

暖过家乡话！”

驰援物资保供：深情厚
谊跨越山海

勇者不孤。再难再苦的硬仗，总有团

结一心的手足和同伴。

急着采摘、打包蔬菜，而把自己手机

落在爱心蔬菜包里的小姑娘；亲手采摘并

制作了百余瓶油焖笋寄给上海市民的浙

江宁波阿爷……感动我们的正是“白马入

梦、希望不灭”的共情。

“同饮一江水，感念上海情。”3月28日

晚间，10辆货运卡车载着四川省都江堰市

各大蔬菜基地、蔬菜种植专合组织和蔬菜

龙头企业供应的127吨蔬菜，日夜兼程奔赴

上海。当天下午，接到需求后，各方纷纷响

应，火速组织采摘，在最短时间内将127吨

蔬菜准备到位。还带着泥土香的莴笋、土

豆、生菜、萝卜，以及当地最新鲜的春笋等

迅速装车出发。现场有人感叹，“汶川地震

后，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三年援建任务两

年完成，都江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过去十多年间，上海对口帮扶地区涵

盖新疆、西藏、青海、贵州、云南等7个省区

市、20个地州市，帮助很多贫困县如期“摘

帽”“出列”。 ▼ 下转第五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驰援者遇到的一些失望痛点，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深深的歉意
正在化为有力的行动：尽最大努力改进不周之处，汇聚起清零攻坚最大合力

上海疫情严峻！自3月底以来，全国各地医疗队、志愿者、保障物资等源源不断驰援上海，
一幕幕感人的场景，让上海市民泪目。“上海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是每个市民的心里话

同心抗疫，感谢有你，上海记得！

上图：抗疫暖心感谢语挂上申城街头。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右图：近日，武大中南医院援沪医疗队员杨荣为患者取早餐时，为同事荣梦玲拍下托举朝阳的照

片。杨荣说希望照片能给方舱内有焦虑情绪的患者信心，“我们与他们同在”。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