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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元旦小长假很

不一样——和奥密克戎病毒之

间的硬仗已经打响，沪上各大

医院急诊奋力承担！

新年第一天，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区

急诊就诊人次再创新高，达

1916人次；此外，发热门诊287

人次，120救护车192辆，留观

299名患者。“需要吸氧、进一

步治疗的，一时回不了家的，都

留在了急诊。”仁济医院门急诊

办公室副主任庄旭说。

2022年12月至今，随着新

冠感染者持续飙升，申城的三

级医疗体系迎来史无前例的

“正面决战”，急诊成为迎战的

第一道生死防线。

面对每天上千的急诊就诊

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大批抢救、

留观患者，医院不仅迎来“最艰

难时刻”，更开始了“最难排兵

布阵”。

更严峻的是，急诊一线医

务人员发现，重症病例在增多，

更大的挑战扑面而来……

诊室走廊都“塞”
了病人

“这里连一只脚都快放不

下了。”在上海各大医院的急诊

间，这不是夸张。

在仁济医院，每天东、南两大院区急诊

量加起来达到3300多人次，要接收240辆左

右的120救护车，最高峰一天达269辆！

“仁济东院区急诊内科诊位不断增加，

从4个增加到7个，但病人还是太多了，仍然

需要排队等候较长时间。”自去年12月中旬

以来，庄旭几乎都住在医院，白天连黑夜地

协调急诊增援、病人分流。

“我们急诊30多人，只剩四五人没‘阳’

了。有时我真的排不出7个诊室，来支援的

科室也都很难，有同事又要跑病房，又要支

援发热门诊。”庄旭说，近来，虽然医护“阳

康”后已陆续返岗，但急诊量还在持续往上

跑。跨年之际的仁济医院，加急辟出急诊第

二诊区。

上海各大医院的急诊，时下的处境和仁

济医院类似：由于病人太多，候诊时间普遍

在4到5个小时。

“一名急诊医生早晨7点半开诊，病人

可能是前一天零点前挂的号——隔夜了！

有的病人熬不住，回去睡一觉，早上再来

看。病人苦，医护也苦，新病人还源源不

断。”庄旭目睹留观患者的平均年龄每天在

往上跑：73岁、75岁、77岁……90多岁的老

人很多，还有百岁老人。他们中，有严重肺

部炎症的，有肌酐飙到900多（正常人111）

的，肾功能已经不全了。

在医院，连诊室的走廊都“塞”了病人。

有限的空间，给急诊医生带来另一重考验。

“急救抢救是需要物理空间的。通道拥堵，

下脚的地方都少得可怜。”干了20多年急诊

的仁济医院急诊医生熊剑飞心疼同事，也心

疼患者。

另一头，由120转运来的病人，每天还

在增加。本着“先救命、再治病”的抢救原

则，熊剑飞一个8小时班头下来，累得眼睛

都睁不开。“决战”已半个月，他希望，“拐点

早日到来”。

近90%患者是老年人

看着逐渐被“塞满”的急救大厅、急诊过

道、临时征用的输液室，同济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查晓丽步履匆匆，安排

好手里的患者后，她快速扫视了一下全场，

楼梯过道口、药房门口、挂号处门口、大门背

风处、化验报告机旁……她在脑海中快速推

演，如何能在人海中再寻点缝隙，再加一张

床铺。

“不知道下一辆救护车何时来，我提早

安排好，患者就能少等一会儿。”查晓丽声音

嘶哑，战“疫”三年来，她多次接触、救治过新

冠患者，却从未承受过这样的重压。当值夜

班这天，43辆救护车一辆接一辆驶入院区，

急诊观察室已有百余病患，普通急诊患者尚

有上百位等待叫号……

怎么办？只能咬牙坚持，因为还有患者

在等着，要治疗！

这几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急诊接诊量也屡创新高，日

均接诊2000多人次。过去井然有序的急诊

大厅，如今已摆满担架床。一眼看过去，几

乎都是老人，床边一个蓝色氧气罐，几乎成

了“标配”。

“80%至90%是阳性患者，急诊内科患

者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重症多。”长海医

院急诊科护士长胡敏说话带着鼻音，语速很

快。她常年偏头痛，这几日更甚，要靠药物

才能将症状压制。即便如此，

她平均每天在院时间仍超过

12小时。

这几天，让胡敏稍感欣慰

的是，随着“阳康”的同事越来

越多，科室战斗力正快速恢复，

可大家也察觉到——上海的重

症就诊高峰已开始出现，挑战

也愈加严峻。老年人多伴有慢

性基础性疾病，感染新冠后，救

治和护理都变得更为棘手。

在同济医院急诊病房，近

90%患者是老年人。45床是一

名82岁的老先生，120急救车

送来时已高烧多日，呼吸困

难。“当时，老先生血氧饱和度

仅80%，严重缺氧。胸部CT提

示两肺有大片炎症，好在尚未

到‘白肺’的程度。”同济医院急

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肖武强记

得，老先生经过高流量吸氧、补

液等治疗后，血氧饱和度终于

维持到90%，勉强及格，后经4

天治疗，目前血氧饱和度维持

在95%以上，医生查房时他已

能流利对答。

由于重症患者开始增多，

肖武强24小时待命准备投入

抢救，“这会是艰难的一仗，埋

头做好眼下的一点一滴，相信

艰难时刻总会过去”。

每个科室都为急
诊分流

如何给急诊分流？岁末年初，一场全院

病房大调整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紧张进

行——保卫急诊，所有人在拼搏！

2022年的最后一周，华山医院呼吸科

医生董樑明显感到急诊高峰来临，重症患者

在增多。“我们早上8点到病房交班，梳理床

位情况。呼吸科主任李圣青教授会给重症

患者制定诊疗方案，然后我就赶紧去急诊。

现在，每天早上7点急诊会列出分流名单，

各科室先收一波；下午3点，急诊再出一张

名单。”董樑说话时自己都带喘。她记得，去

年12月28日医院新开出了病房，不到两天

基本收满。“没办法，11楼马上又新开了病

房，大量患者需要吸氧，我们也希望患者至

少能躺下来……”

在华山医院，各科每天都会跑到急诊去

分流患者：糖尿病感染者收入内分泌科病

房，脑梗感染者收入神经内科病房……有的

患者没基础病，但肺部病情很严重，“肺炎病

房”就是为急诊分流托底的。

这是一场全院大协作。病房的治疗团

队除感染科、呼吸科、ICU等，还有麻醉科医

生、外科医生。 ▼ 下转第二版

守卫急诊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接连几天，中国电影市场都有提振精神

的消息传来。

“上海出品”影片《无名》已确定定档大年

初一，该片是第四部官宣进驻2023年春节档

的影片。而1月1日当天国家电影局发布统

计，2022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为300.67亿

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255.11亿元，占比总票

房84.85%，在疫情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下，市

场显示出一定的韧性。截至1月2日15时，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元旦三天假期的档期

票房已突破5亿元，该数据到晚间23时更新

为5.7亿元。

元旦假期票房升温，多部重磅新片定档

春节，电影市场的复苏势头渐显。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认为，当下电影行

业发展虽然面临挑战，但随着“供给更加多样

化、类型更趋丰富，我们有信心期待2023年

电影市场出现一波‘回暖’，当然，前提依然是

供给侧进一步回稳和优化”。

岁末年初影片头部效应显著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有个观

点，要进一步优化电影资源配置、释放生产

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作品来保住电影市场

基本盘，尤其需要头部作品来有效激活市

场。这一点，岁末年初的市场已给出佐证。

以元旦档为例，《阿凡达：水之道》《想见

你》《绝望主夫》分列前三位，这三部影片合计

贡献了档期近95%的票房。观众开始回归影

院，头部效应非常显著。其中，《阿凡达：水之

道》的全国平均票价虽从上映首日的56元下

降到了50元以下，但去年12月31日和今年1

月1日连续两天破亿元的成绩，创造了影片

自去年12月18日以来的峰值。《想见你》的受

众画像与《阿凡达：水之道》差异明显，女性用

户占比接近七成，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跨年场

票房超1500万元排名第一，有很多年轻观众

选择在影院观看这部爱情片携手跨年，而《绝

望主夫》作为今年元旦档唯一的喜剧片，档期

票房也顺利破亿元。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向记者提供

了另一维度的参考借鉴：据影院影业地图，

2023年元旦全国营业影院10640家，是去年2

月27日以来近10个月的新高，营业率高达

85%。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渐优化，北京、

西安、天津、郑州、沈阳、大连等城市《阿

凡达：水之道》的元旦档票房甚至反超了影

片首周票房。出现这种逆跌，一定程度上说

明北方、中部、西部等地区的市场复苏更

快，观众在逐步回归影院。▼ 下转第三版

元旦档总票房超5亿元，多部重磅新片定档春节

头部作品回归，中国电影市场复苏进行时

2022年的国产综艺在坚守与突围中，努力探求触达大众心灵的多样化视听表达

“小糊综”的春天？优质艺人与深度内容的春天！
 刊第三版

■本报记者 王彦

《无名》《流浪地球2》《满江红》定档大年初一。 （均片方供图） 制图：李洁

本报讯 （记者王宛艺
通讯员王旭）位于徐汇区徐
家汇商圈核心地带的徐家

汇中心T2塔楼核心筒近日

实现封顶。T2塔楼高370

米，预计2024年竣工，交付

后将成“浦西第一高楼”。

徐家汇中心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包

括高220米的T1塔楼（已

落成）和高370米的T2塔

楼（建设中）这2栋超高层

办公楼，以及1座高层酒

店、7层商业裙房和6层地

下室。2022年7月26日，T1

塔楼率先完成了竣工验收，

为后续招商投用提供保障。

徐家汇中心是打造世

界级商圈的标杆项目，体量

相当于“再造一个徐家汇”，

将成为与静安区南京西路

商圈、浦东新区陆家嘴商圈

互补的上海中心城区西南

角的商业地标。

徐汇区建管委（重大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T2塔

楼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

单层面积约3700平方米。

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克服

了众多困难。面对难题，上

海建工把先进的BIM技术

和独创的自动监控系统等

应用于建设中，将工程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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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记
者昨天从上海机场边检站

获悉，2022年，驻守浦东机

场的移民管理警察全年累

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63.8万

人次，连续20年位居全国

空港口岸首位；查验出入境

航班7.7万架次，其中货邮

航班6.8万架次，连续15年

位居全球前列。

2022年，上海机场边

检站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口岸执勤各项工作，动态调

整勤务、全力涉疫排查，严

把防疫“八道关口”，先后制

定“74条”防疫指引和“34

条”强化措施，提炼形成《疫

情防控工作集成》制度体

系，守牢外防输入“首道防

线”。特别是“大上海保卫

战”期间，超前谋划安排警

力，封闭执勤60多天，实现

了勤务工作不停摆、口岸运

行不中断，最高峰时完成全

国62%的入境航班、53%的

航空入境旅客查验任务。

过去一年，上海机场边

检站重点开展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持续推

进“獴猎-2022”专项行动、

“三非”治理、打击跨境违法

犯罪，深化“边检+出入境”

联合办案模式，全链条压实

管控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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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环节做好防护健康返岗
市健促中心发布新年开工指南

■在通勤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尽可能错峰，全
程规范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接触公共物品，推荐采
用无接触式付款

■抵达工作场所后先洗手，接触电梯按钮、快
递、清理垃圾、饭前便后等及时洗手

■返回家中后，将外套放在通风处，及时清洁
双手。日常要注重合理膳食、均衡营养；适量运
动，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睡眠充足

 刊第二版

这几天，上海长海医院急诊接诊量屡创新高，全院医护日夜奋战在救治最前线。 （上海长海医院供图）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1月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函路易斯 ·伊纳西

奥 ·卢拉 ·达席尔瓦，祝贺他就任巴西

联邦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具有全球

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

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

泛的共同利益，担负着共同的发展

责任。中巴建交48年来，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

展，日益成熟活跃，已成为发展中

大国关系典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

广阔的前景。我高度重视中巴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你携手努

力，继续坚定支持彼此国家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推进双边务实合作，密切

多边协调配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

角度，引领和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引领和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致函祝贺卢拉就任巴西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