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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势汹汹；防控，十万火急！
上海，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人

流、车流、物流来往密集，重大疫情、春节假期、出
行高峰三碰头，百密不容一疏！连日来，从医疗
救治一线到广大基层社区，再到交通防控道口，
党旗高高飘扬、人们奋勇争先，大上海密织起三
张防控大网，树立起全民防疫的铜墙铁壁。工作
千头万绪、忙而不乱，人们既讲规矩、更有温情。

疫情面前，上海市委明确要求，干部要下
去，情况要上来，措施要落实。对这座城市而
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像绣花一
样精细的城市管理，从日常管理向应急管理的
快速切换能力，正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考中检
验成色。

医疗救护网：

“战疫”一线党员先上！
零点，在结束河南疫情防控督导工作后

乘红眼航班抵达浦东机场；1：30分，驾车到
达集中收治上海全部确诊病例的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并在宿舍内花一个半小时撰写一
篇“华山感染”公众号当天要发的疫情解读长
文，主题：“谣言比病毒本身更可怕”；7：30，
在公卫中心和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疗小组交
流、协调；9时许，赶回华山医院，进入发热留
观病房查房，召集负责医生详细了解病人病
情、用药情况等，安抚病人的焦虑情绪……

这是 1 月 29 日，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的小半天行程。也是在这一天，他彻底
“火”了——“一线岗位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
还价！”“我带头上！”“派党员增援前不打招
呼！”面对记者采访说的这些话，使他成为网
民心中的“硬核”医生。

深深的黑眼圈透露出疲惫，但张文宏依
然觉得时间不够。“医护人员都很累，但必须
坚持，我们要跑在病毒前头！”他反复强调。

“一切没有想的那么好，一切也没有想的
那么糟！中国，努力！”这是张文宏在“华山感
染”公众号上写下的一段话。不少医护人员
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社会都认识
到“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全国一
盘棋、人人一条心，同仇敌忾，就能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由 8 名党员组成的发热门急诊临时党支部在
大年初一成立，党支部成立后，还收到了一封
一线护士手写的入党申请书，密密麻木，足足
四页纸。3 天后，瑞金医院援鄂医疗临时党
支部成立，党支部书记由副院长陈尔真担任，
他同时也是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领队。

就在近日，瑞金医院手术室微信群又被“我
可以”刷屏了。该院发热门诊急需 1至 3名护士

备班，征集令一出，迅速收到 110人响应，群内的 40名共产党员全部主动报名。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防控疫情正处于关键时期，

医疗救治、社区管控、入沪通道仍是当前重点方向。在医护战线，白衣天使留下
了临危不惧、勇往直前的动人身影，党员带头，使“堡垒”更加坚实。

接到命令不到一小时，由 3 名医生、9 名护士组成的第三批华山医院医
疗队迅速组建完毕；上海市公卫中心呼吸内科带教老师吴艳的一封申请书
更是令人感动：“我是一名有着 13 年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 14 年党龄的党
员，病毒肆虐，我自愿报名申请加入医院的应急任务，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望领导批准”；当听说发热门诊人手紧张，复旦大学附属静安区中心医院肿
瘤科医生谢芳主动请求加班，一句“我是党员，我先上”朴素而坚定。

基层社区网：防疫千条线，我们“第一线”

第一时间发现疑似感染者，为居家隔离者提供更精细服务，用温润亲情
化解邻里疑虑，尤其是还要利用“人防＋技防”应对节后返程大客流……在
上海的基层社区、街角小巷、村口路边、田间地头，脚踏实地一户户排查可疑
病例、实施隔离，社区和村居干部吹响防疫“集结号”，织密暖心防控网。

1 月 25 日，上海市杨浦区的首个集中医学观察点正式启用，来自湖北的
住宿旅客在这里将进行为期 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如今时间已过半，这里秩
序井然，骨干医生保障、物资清单对接、消毒隔离流程、部门协调方案等四项任
务，都以流程化的方式清晰可见。

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刘辉主任，是位有着 10 多年党龄和社区卫生管
理经验的基层领导干部，2003 年还承担过杨浦区 SARS疫情的医学观察任
务。在她看来，快速工作部署和标准细致流程在前期排查时非常重要。

在上海，像刘辉这样在战“疫”一线的社区干部还有数万人，仅杨浦区就
投入了党组织 1098 个、党员 10271 人。他们的“战斗力”满格，织密了上海
社区的“防御”第一线。

除了及时排摸相关人员，社区干部承担最多的新角色就是“外卖员”。
居民需要的蔬菜、肉蛋、口罩等物资和生活保障，不少居委干部和志愿者都
主动担起了责任。

西瓜 1个，小西红柿 1斤，猪爪 2斤……拿到今日菜单，80后邵女士赶紧
前往菜场进行采购。她不是为自家，而是帮奉贤区南桥镇一户居家隔离人员
购买。在南桥镇，这几天火速成立了一支“青春快递”，对接居委，为居家隔离人
员采购生活所需。在奉贤，更有近 700名青年志愿者奋战在防疫第一线。

隔离疫情，但不隔离关爱。

道口防控网：越是车流滚滚，越是一丝不苟

春节返程高峰在即。“越是车流滚滚，越是一丝不苟”，“人能过、车能过，
疫情坚决不让过”——连日来，上海各大高速公路道口防疫值守人员的话语
掷地有声。

青浦区是上海唯一与江苏、浙江均接壤的区域，区里在 9 个入沪道口设
置了卫生检查站，值班的民警、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数百人，其中还有不少
“夫妻档”。青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张庆锋，赵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生汪玲燕，这对夫妻从年前至今双双奋战在一线，读中学的儿子始终待在老
人家里。由于工作关系，即便同一屋檐下，这段时间仍是聚少离多，一次偶然
的相聚竟然是在申嘉湖高速检查站。“我那天正好去检查站送点物资，看到了
老婆，我喊她，她还愣了一下，可能我戴着口罩。”张庆锋说。

在申嘉湖高速入口的夫妻朱金兰和陈磊都是徐泾镇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务
人员。前两天她手持的红外线体温测量仪常常因为天气太冷而罢工。为此，
朱金兰把原本给自己准备的暖宝宝包在了测量仪上。丈夫陈磊知情后第二天
给她多准备了一个。

清洁区、休息区、隔离区，医院的配置也出现在上海的大大小小的公路
道口旁。这三个区域，实则是由三个集装箱搭建的板房。

“简易”的检查站，“检疫”却很硬核。位于嘉定区的沪宜公路葛隆检查站
是江苏到上海的门户之一。“哪个体温不对，到这里来。”外冈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卫家芬扯着嗓门，对车辆边手持体温测量仪的同事喊着，手指着
其中一个集装箱板房。

这个集装箱被称为应急区，一张桌子加一个手推车，如同一个迷你急诊
室，作用相当于隔离区，凡在道口执勤检查中发现有发烧、干咳等症状者，医
务人员就会将其引导到这个集装箱里，对其做进一步的医学检查。另两个集
装箱板房是休息区和清洁区，前者供值班人员吃饭休息，后者存放医用物资。

“如果发现体温有异常者，我们会建议他去附近的发热门诊就诊；如果
症状疑似，我们马上安排他前往对接的医院。”卫家芬说，从她小年夜在这个
道口值班至今，卫家芬和同事发现了 1 例症状疑似的病例，将他送去就医。

6 小时的班次里，卫家芬给 2000 多人测量体温。“测体温无非就是举举
手而已，就是一站 6 小时，有点冷。”
（本报记者杨金志、仇逸、吴振东、兰天鸣、陆文军、周琳、潘旭、朱翃、王辰阳）

首批 2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口罩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保供应、用现代化手段科学战
“疫”……记者近日深入安徽省各地走访发现，安徽省突
出“一把手”抓带头，“一张网”抓住纲，“一盘棋”抓统筹，
“一竿子”抓到底，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心协力、迎
难而上，精准施策进行科学防治，以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投入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让我们行动起来，到一线去”

29 日，安徽首批 2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病例患者治愈出院。“虽然看不到防护服里面你们的模
样，但我记住了你们悉心照顾我的样子，感谢大家这段时
间的照顾。”上午 9 点，合肥青年黄某走出安徽省立医院
感染病院病区大门时激动地说。

眼前这个高高大大的合肥青年今年 30 岁，长期在湖
北武汉从事金融服务工作。1 月 17 日，他感到畏寒、咽
痛，吃了多种感冒药都没有好转，21 日他乘动车回合肥
就诊，23 日被确诊收治于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经过
精心诊治和护理顺利出院。

他们已奔向正常生活，而对其他病例的救治仍在进行中。
疫情防控工作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安徽省委、省政府突出“一把手”抓带头，“一张网”
抓住纲，“一盘棋”抓统筹，“一竿子”抓到底，确保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大年初一，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坐镇省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电话连线各市党委主要负责人，点对点调
度各地疫情防控进展情况。

“让我们行动起来，到一线去！”除夕当日，安徽省卫
健委向全系统 45 万干部职工发出动员令，并强调，全体

党员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要立刻进入紧急战时状态，全系
统取消春节休假，以“节不过、年不过”的劲头，全力以赴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一封封“请战书”见证责任和担当。“在此病毒肆虐和
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及生命的紧急关头，如有需要，我志愿
报名申请加入抗击病毒性肺炎第一线。不计报酬、无论
生死！”这是安徽医科大学二附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高
明向医院党委递交的志愿书。

连日来，行动在战“疫”第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守护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阻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紧要关头，为国家分忧”

一卷卷布条经过机器碾压、粘合，一只只口罩便成型
了…… 29 日，记者来到桐城市惠友劳动防护用品有限公
司看到，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在流水线上作
业，口罩生产井然有序。徐宏杰是这家公司负责人，连日
来赶工加点，显得有些疲惫，但提及防疫便精神十足。“正
在生产的这批货是政府采购的，为了稳定市场供应，我们
每天给政府供 5 万只统一销售到市场，这样大家就不会
哄抬物价了。”徐宏杰说，“紧要关头，为国家分忧。”

在合肥庐阳经开区、肥东县等地，一些生产防护服、手
术衣等医疗卫生用品的公司也已开工复产，源源不断向市
场供应产品。与此同时，安徽省正在有序调拨应急物资。
自 1 月 23 日以来，已经分 18 批次对 32家定点医院和医
疗疾控机构，进行应急储备物品的分发调运。共调拨到位
医用防护帽 7200 顶、防护口罩 25000 个、N95防护口罩
2000 个、医用防护服（L级）2100 套、防护服（B级）220
套、个人防护服 500 套、手持式测温仪 1200 个。

突出“一盘棋”抓统筹，各地也在积极行动。
“目前，全县共统一调配第一批口罩 20余万只，防护服

400 余套。”寿县卫健委副主任马克益说，县里要求强化市
场监管，坚决打击哄抬物资物价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用现代化手段科学战‘疫’”

阜南是一个 173 万人口的大县，在武汉经商、务工、
上学返乡人员较多。“党员干部纷纷请战、斗志昂扬，但
我们要用现代化手段科学战‘疫’、保护干群。”阜南县
委书记崔黎说，县委于春节前紧急组织人员开发了“无
接触登记系统”，基层党员干部可将摸排掌握的返乡人
员信息，通过手机 APP 上传，避免传统“一张统计表传
来传去”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目前，全县已摸排出
4000 多名武汉返乡人员的详细信息，每日报告动态，为
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实的信息基础。

组织部门也在行动。26 日以来，淮北、滁州等地组
织部门作出部署，广大党员要带头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带
头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带头做到少外出、不串
门、不聚餐……

为有效应对此次疫情，24 日，包括安徽医科大学一
附院在内的 5 家医院，开设“网上发热门诊”并上线，为
发热患者提供在线咨询和诊疗服务。

“村里有 3 名武汉返乡人员，全部在家里隔离观察。”
青阳县朱备镇将军村党总支副书记叶晓霞说，卫生室医
生每天上门为他们测两次体温，同时村里的网格员对居
家隔离的人员实行定人到岗，包保到户。

（记者姜刚、程士华、徐海涛、张紫赟、吴慧珺、陈诺、
汪奥娜、王菲） 据新华社合肥 1 月 30 日电

安徽战“疫”：迎难而上，无论生死

11 月月 3311 日日，，武武汉汉市市武武昌昌

区区高高层层建建筑筑外外墙墙打打出出““武武汉汉

加加油油””字字样样（（无无人人机机照照片片））。。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程程敏敏摄摄

（上接 1版）情和痛，也从不知什么地方会来个突然袭击。
金银潭医院收治首批病人 22 天后，张定宇得到消

息。在武汉另一家医院工作的妻子，在工作中被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住进相隔十多公里的另一家医院。

妻子入院三天后，晚上 11点多，张定宇赶紧跑去探望，
却只待了不到半小时。“没说太多话，都很疲惫，只是离开时
叮嘱了下：保重。”采访时，张定宇不愿多回忆那宝贵的 30
分钟。

“实在是没时间。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
是个好丈夫。”眼前这位五大三粗，和普通人眼中医生形
象很不匹配的硬汉，眼圈忽然红了。“我们结婚 28 年了，
刚开始两天她状态不好，我就怕她扛不过去。”

不能完全停下来，也不能时时刻刻在动。张定宇的渐
冻病需要比别人更好掌握这个度。

几乎没时间去看患病的妻子，却又搁不下、放不了挂
念，没法想象张定宇心里怎么过的这道坎。

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张定宇病了。躺在床上输液时，
手里仍拿着各种材料数据了解病人情况、重症人数、救治
进展，布置各项工作……刚刚好一点，只要可能，张定宇
都会再穿上被称为“猴服”的防护服，从病人通道走到隔
离病房，走到重症室查房。

“穿着防护服，走路都能听到呼吸、心跳，出来前心后背都湿
透了。”张定宇的感受，是疫情笼罩下，医护人员最真实的感受。

好在，坎过去了。妻子在入院十天后的 1 月 29 日下
午，痊愈出院。这个消息让已经了解张定宇，知道了这样
一位战“疫”勇士事迹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

急切的记者电话核实这个压抑中难得的好消息时，
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开车回家路上的张定宇说了一句
话：“对，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

张定宇的“三重身份”：“无论哪个身

份，在这非常时期、危急时刻，都没理由退

半步，必须坚决顶上去”

共产党员、院长、医生，是张定宇的三重身份。
“无论哪个身份，在这非常时期、危急时刻，都没理由

退半步，必须坚决顶上去！”张定宇说。
57 岁的张定宇，从一名普通医生起步，先后担任武

汉市四医院副院长，武汉血液中心主任。
从医 33 年，他曾随中国医疗队出征，援助阿尔及利

亚；2011 年除夕，作为湖北第一位“无国界医生”，出现在
巴基斯坦西北的蒂默加拉医院……

他和同事们的身影，也曾出现在重大灾害发生的现
场。2008 年 5 月 14 日，四川汶川地震第三天，他带领湖
北省第三医疗队出现在重灾区什邡市……

“像张定宇这样的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线，让大
家都感觉特别有主心骨。”张丽说。

55 岁的南六病区主任陈南山顶上去了！在春节期间
人手最紧张的时候，临危受命，参与两个 ICU 病区建立，
最多的时候 1 人管理 3 个病区近百名病人。

南四病区副主任余婷和同在医院护士岗位的妻子顶上
去了！夫妻俩把上小学的孩子丢给父母，坚守一线 30多天。

一米五出头，看着柔弱的 ICU 病区主任吴文娟顶上
去了！从首批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入院，直到自己因疑似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被隔离才下火线。

金银潭医院 240 多名党员顶上去了！没有一个人迟
疑、退缩，全部挺在急难险重岗位。有了张定宇和党员们，
600 多名职工全部坚守岗位，从未有人主动要“下火线”。

战疫魔，金银潭医院动起来了，武汉动起来了，全中国动
起来了。战事还远未结束，还会有惨烈，有悲壮，甚至牺牲。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对张定宇们，这是践行的誓
言！对无数民众，这是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动如风火的张定宇也有个希望，在自己能动的时候，
跑赢这次与新型冠状病毒的赛跑。

“我会慢慢失去知觉，将来会真的跟冻住了一样。”张
定宇下意识地摸了摸腿，“慢慢我会缩成小小一团，固定在
轮椅上。每个渐冻病人，都是看着自己一点点消逝的……”

“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
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

伴着高低不平的脚步，和电话那头急促的声音，张定
宇转身，朝着隔离病区走去……

1 月 31 日，难得的冬日暖阳照进了这座非常的江城。
下午 5 点左右，消息传来：20 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从金银潭医院集体出院，最大年龄患者 64
岁，最小年龄 15 岁。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同时出院人数最
多的一次。

截至目前，金银潭医院累计出院确诊患者 72 例。
新华社武汉 1 月 31 日电

“这里把我们一家当作正常人”
一位武汉旅客在重庆的“隔离”时光

新华社重庆 1 月 30 日电（记者周文冲）120 多条微
信和电话……王海蓉一晚上都在回复朋友们的问候。作
为身处异乡的武汉人，她正在重庆的酒店“隔离”。

从 27 日晚上入住到现在，除了去旁边父母的房间探
望，王海蓉连酒店的电梯口都没去过。“在房间里看着窗
外，偶尔看到一个路人都激动万分。”王海蓉说。

她入住的这家酒店是重庆为在渝湖北客人安排的 6
家集中住宿酒店之一。没有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的湖
北旅客，需要在集中住宿酒店接受医学观察。除了王海
蓉一家，这家酒店还有 50 余名湖北住客。

来重庆前，王海蓉带着女儿和父母在新加坡随团旅
游。由于回武汉的航班被取消，一家人决定从新加坡飞

往重庆。登机前，王海蓉主动申报了一家人从武汉出境
的信息。27 日晚，飞机落地重庆后，疾控人员把他们一
家 4 口带下飞机检查身体。本想在老家投靠亲友的王海
蓉一家这时改了主意。王海蓉的父亲说：“我们不住重庆
亲戚家了，别给他们小区邻居添麻烦。”穿着防护服的司
机，就把他们一家人送到了指定的集中住宿酒店。
集中住宿酒店实行专业化管理。疾控部门对酒店定

时消杀，垃圾也要进行专业化处理。穿着防护服的疾控
人员，每天两次进房间给王海蓉一家人量体温。送餐员
每天按时将一日三餐送到房间门口，每次送餐时都和王
海蓉聊几句：今天身体怎么样？饭菜合不合口味？有需
要随时打电话。王海蓉请他们帮忙买一点花生、瓜子等

零食，第二天就送来了。“在这里我每天只能接触到几个
人，却没有被关起来的感觉。他们戴着口罩，但脸上的微
笑，我从他们的眼里都看得到。”王海蓉说，“因为他们，我
们才如此安好并且充满希望。”王海蓉告诉朋友：“这里没
有把我们当成‘过街老鼠’，没有给我们脸色看，把我们一
家当作正常人，这就是最大的鼓励了。”

重庆的亲戚给王海蓉送来应季的橙子、泡椒凤爪，王
海蓉还专门托他们给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送来了练习
本。亲戚不能进房间探望，所有东西都放在酒店前台，再
由工作人员送到房间。

1 月 30 日，是王海蓉一家离开武汉的第九天。“希望
疫情早点平息，大家平安回家。”王海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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