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2 月 4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赵朝文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5 元 每月 27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新华社记者骆国骏、孔祥鑫、侠克、林苗苗

岁末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一种陌生危险的病况，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袭
击武汉、弥散湖北、蔓延全国。

情势严峻，情况紧急！春节期间，首都北京
有 200 多名医护人员迅疾出征，驰援武汉，抗击
病魔。勇士出发时誓言铮铮，亲人拥别时深情款
款。暖心“后援团”的深深牵挂，是壮美“逆行者”
克毒斗魔阻击疫情的最大动力。

接到任务主动请战：丈夫的支持给

了我很大勇气

甫抵武汉即接受战前培训。1 月 31 日 9
点，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阮征和战友们第一
次踏进病房。“穿好防护服、戴好护目镜的刹那
我百感交集，以前定格在照片或视频里的情形
突然变成现实，不由得紧张了几分。”阮征说。

为患者叩背、吸痰，监测生命体征……日常
看似简单的操作在狭促密闭的隔离空间下需要
消耗更多体能。不一会儿，阮征已经汗流浃背，
6个小时下来，阮征的手已经捂得虚胖发胀。

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3 点，整整 6个小时，医
护人员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只要脱下
来，防护服就不能用了，需要换新的。”阮征说，
“脱穿防护服的过程是很危险的环节，同事们上
岗后不吃不喝，既是为免上厕所免换服装节省
物资，也是为降低感染几率。”

傍晚时分，阮征接通了和家人的视频。丈夫
曹杰早已守候在手机那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辛劳一天的妻子。

大年初三，阮征作为北京医疗队一员随队
出征武汉。临行前，阮征与丈夫曹杰紧紧相拥。

“送你出征，的确很难，但我祝你平安！”这句
经典解说，加上曹杰为阮征擦拭泪水的直播画
面，一时间感动无数网友。令阮征没想到的是，作
为警察、自称硬汉的丈夫也有侠骨柔肠，“告别时
我忍不住哭了，没想到他也流泪了。大学一年级
我们相识，20 年来我第一次看他流泪。他的眼泪
是对我最暖心的表达，无形中令我更加坚强。”

提起送别时的泪水，曹杰脸颊绯红，“我一
直努力控制情绪，想远远站着目送她出发。有同
事看到阮征哭了，便把我拉到车前安慰她，顿时
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大脑一片空白。”

在曹杰眼里，阮征是个善良、体贴而又感性
的妻子。“她眼窝比较浅，看影视剧很容易被剧
情打动掉眼泪。”曹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
是个警察，更不能儿女情长、优柔寡断，平时基
本没哭过，那天实在是绷不住了。”回忆起送别
场景，曹杰再度哽咽，“以前都是她送我出征，这
是我第一次送她出征，真的挺难受。”

曹杰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石榴庄站派
出所所长，因工作繁忙，勤务多，常常一连十多
天回不了家。虽然身处不同岗位，但夫妇俩都积
极上进，在工作中比学赶帮超，在生活中互相帮
助相得益彰。“阮征现在还是预备党员，这次出

征，是她主动报名请战的。我觉得关键时刻还得
党员带头上，所以我理解她支持她。”曹杰说。

平时不怎么玩手机的曹杰最近喜欢上了
“刷抖音”。曹杰说，“网上的短视频多，我就是想
通过各种渠道更多地了解武汉的疫情发展，也
想更多地了解身处武汉的她。”

带着牵挂两赴前线：这是职责所在

“17 年前，我瞒着年近七旬的父母，吻别不
满三岁的儿子，踏上抗击‘非典’的战场；17 年
后，我再次瞒着年过八十的父母，带着亲人的惦
念奔赴湖北。这是职责所在，我们会一起安全返
回！”作为北京市属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的一
员，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监护室主任贾明出
征时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过一个普通的生日！没
有蛋糕没有蜡烛，只为了我的亲人朋友能早日
摘下口罩自由呼吸！”2 月 3 日是贾明 50 岁的
生日，已经投入工作多时的他在“朋友圈”又写
下了这样一段话。

到达武汉后，贾明跟随北京医疗队支援武
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他告诉记者，“我所在的病
房里患者情况相对稳定，体温基本恢复正常，生
命体征也趋于平稳。”贾明说，每天最大的安慰
就是看到患者病情稳定趋好。“目前医院很快还
要再开一个病区，这意味着工作量需要翻倍。”

虽然经历过抗击“非典”的战斗，但时隔 17
年再次穿上严密的防护装备，贾明觉得还是有

点紧张，“随着工作时间延长，更要保持高度警
惕。每次进隔离病房前，大家总是相互鼓励，相
互提醒。”

年过八旬的父母是贾明最大的牵挂。这次
出征前，他再次向父母编了个“善意的谎言”：
“疫情特殊，医院要求 24 小时值班，短时间内不
能回家。”

刚满 50周岁的贾明也是妻子最大的牵挂。
“他腰肌劳损，需要持续治疗。睡眠不好，血压也
不稳定，基本上是个药罐子。”同样是医生的胡
文莉比谁都了解丈夫的身体情况，“他接到出发
的通知后不是马上收拾行李，而是先拿出一个
大盒子，把每天服用的各种药都装进去。”

接到驰援武汉的征召任务，贾明毫不犹豫报
了名。这情景妻子胡文莉似曾相识，“17 年前抗
击‘非典’时，他瞒着我第一个报名，去了在京郊
的原北京胸科医院一线去工作；如今又要求去疫
情最严重的武汉，只不过这次他跟我商量了。他
说，我是党员，又是科室负责人，我必须带头上。”

年初三贾明出发时，胡文莉由于在医院值
班没能去现场送行。对此胡文莉“耿耿于怀”挺
自责的，“武汉比较潮湿，我准备的电热毯也没
来得及给他。”

贾明奔赴抗击非典前线时儿子不满三岁，
这次临行前他对已是大学生的儿子下了“封口
令”。“贾明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记挂家人，不
想老人为他担心。”胡文莉说，只希望贾明在前
方注意防护、好好休息，像战胜“非典”那样，早
日平安归来。

立志学医勇挑重担：要像母亲一

样圆满完成任务

大年初一晚上 8 点多，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危重医学科住院医师李超在家里接到医院
电话，要上报驰援湖北的个人相关信息。这时
她才告诉父母，自己已经主动请战，一旦上级
批准，可能很快就要去抗击疫情一线。

听到女儿主动请战的消息，曾在 2003 年
参与抗击“非典”疫情、原 306医院护理部护士
长张丽芬的心情极为复杂。“我们既有担忧，又
感欣慰。”张丽芬说，“我们深知前方有未知的
风险，但一想到女儿能像自己 17 年前那样奔
赴阻击疫情的前线，便感到光荣和骄傲。”

大年初二，李超与战友们来到武汉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救治工作
中。“我们首批过去的医护人员轮流上阵，几乎
没有时间和家人交流，但我每天还是要给父母
报个平安，让他们安心入睡。”李超说。

女儿李超奔赴前线抗击疫情也唤起了张
丽芬 17 年前的记忆。2003 年，身为全军模范
护士的张丽芬作为 306 医院的 7 名医务人员
之一，全程参与了小汤山医院的救治工作，一
待就是两个月。

“当年，我在小汤山参与抗击‘非典’疫情
时，才 13 岁的女儿特别支持我，从来不问我
什么时候回来，只是叮嘱我要注意防护。”张
丽芬说，“女儿出征时，我对她说，‘非典’的时
候你坚决支持妈妈，这回该是妈妈嘱咐你、支
持你的时候了！”

正是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李超从小立
志学医。2007 年高考时报考的所有志愿都是
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在医院临床
轮转时，李超对重症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成
为“距生离死别最近”的白衣天使。

“李超几乎每天都和我交流她的工作。”
张丽芬说，女儿对工作的热爱程度超乎自己
想象，“我一直担心独生子女这一代能否吃得
了苦。看到女儿对工作的热爱、对业务的钻
研、对病人的责任，我就放心了。”

“我曾经参与抗击‘非典’疫情的经历，给
李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以前经常对我说，
如果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也要像我一样冲
在前面。”张丽芬说，这场疫情阻击战，对年轻
人而言堪称锻炼机会，希望经过前后方医务
工作者的努力，早日把疫情控制住。

最近，张丽芬整理家中旧物，抗击“非典”
疫情时的老照片、小汤山隔离区的工作证、荣
立二等功的奖章，都勾起了她对那两个月战
斗时光的深深回忆。其中张丽芬最为珍视的，
是一张被塑封起来的“心形”红纸，那是李超
剪制的，上面写着“祝妈妈工作顺利，坚决完
成任务，平安归来！”

这次出征前，女儿李超也向母亲张丽芬做
出同样的承诺：“请妈妈放心，我一定坚决完成
任务，平安归来！”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

“疫”散有终时 “情”牵无穷期
驰援武汉的北京“逆行者”“后援团”纪事

新华社杭州 2 月 3 日电（记者王俊禄、李坤
晟）3 日清晨 8 点，戴着严密口罩的温州市民林
女士出门买菜。与平日不同的是，林家两天内只
有一人次出门采购的机会。街上商铺关门闭户，
就连温州商业地标五马街也行人稀少。政府的
倡导态度鲜明：市民一周不要出门。

截至 2 日 24 时，温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91 例，是浙江确诊人数最多的地市。

从 2 日 18时至发稿时的 24 小时里，新华
社记者置身温州，体会一个“静默”城市的呼吸。
24 小时里，记者在高速口、村庄、菜场、隔离点、
传染病医院、肯德基、便利店、酒店、市政府等场
合签过到，被测试体温 30 来次。

当曾经的车水马龙回归“马车”“步行”，时间
仿佛被拨慢，但人们防控的意识正在上紧发条。

慢下来的温州，紧起来的防控

从北向南，细雨中的浙江笼罩在氤氲雾气
中。从杭州一路南下，往日拥挤繁忙的诸永高速
异常畅通，能遇到的车辆屈指可数。

2 日 18时 15分，记者车辆来到温州北收
费站，被告知已封闭。原本温州境内有 55个高
速出口，从 2 日 10时起，临时关闭了 46个，其
中温州市区出口只保留了温州东和温州南。

“测体温”“出示身份证”“从哪儿来”“这里
登记”……刚驶进戒备森严的温州东入城口，记
者的车辆马上被十来双眼睛盯住了。触目皆是
标语横幅，未进城区，已能感受到气氛的凝重。

进入城区，街上行人车辆寥寥，绝大多数店
铺关门闭户，只有极少数连锁超市、药店亮灯。

以“商行天下”闻名于世的温州，如今面临
巨大的疫情防控压力。记者获取的信息显示，温
州市人口近千万，其中在武汉经商、务工、就学
的人员有 18 万，前期排查出武汉及周边重点地
区返回温州人员 4 . 88 万人。

截至 2 日 24 时，温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91 例，是浙江确诊人数最多的地市。从延迟上
班、开工、上学，到将 2 万多人从居家隔离转为
集中隔离，面对“三返”新压力，温州防控措施步
步升级，为的是集合全社会之力，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保卫战。

从“居家隔离”到“集中隔离”

入城第一站，记者直奔温州鹿城区五马街
道一个集中隔离点。隔离点由一家快捷酒店改
造而成，从外看一楼的窗花还簇新，门口的红灯
笼仍高悬，春节似乎还在。不过，6 位“白大褂”
和多名保安的把守，让记者一下子回过神儿：要
时刻做好防护。

五马街道党工委委员孙朝青告诉记者，这
座酒店从大年初四被征用，目前隔离对象有
112 人，房间已住满，绝大多数是有武汉接触史
和往来史人员，最小的 3 岁，最大的年逾 80 岁，

目前还未出现疑似病例。
老年人由社区医生测量体温，年轻人每天

自测两次。“超过 37 . 2 ℃，就要马上打 120，送
去定点医院。”孙朝青说。

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说，为防止居
家隔离可能带来的家庭感染，温州要求居家隔
离全部转为集中隔离。截至 2 日晚，全市集中隔
离达 2 万多人，占应隔离人员的九成多。排查的
密切接触者则 100%实现了集中隔离。

大年初一，温州人林碧和亲戚聚餐，初七亲
戚被确诊，林碧便主动申请集中隔离，“这里待
久了也枯燥。好在每天都会和家人通话，身体也
不错，再过 9 天就能回家。”还有个小伙说，“他
们真辛苦，出来后我也要当志愿者。”

类似案例成为市民活生生的教材。春节
期间，温州餐饮企业处理退订 20 . 5 万桌聚
餐。“这特别重要，否则一个聚餐可能传染一
片人。”姚高员说。

隔离观察者有专人监测身体、照料生活，
还安排了心理医生。相比而言，告急的是医疗
物资。每天要同隔离对象接触的医生周平说，
防护服只剩六套，万一不够只能把一次性物
品多次用。

“隔着口罩也能笑”

巷口一次，门口一次，记者两次量体温、
两次登记，才被允许走进农贸市场。

3 日，记者暗访温州主城区多个社区、超
市、菜场发现，入口都有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
员值守，居民出入需要测体温、登记姓名去向
等信息。

温州明确要求，每户每两天可指派 1 人
出门采购。这是继湖北黄冈之后，全国第二个
城市实施此举措的城市。

但在街头，记者也发现少数老人不戴口
罩，或者戴了口罩却露出鼻子呼吸。此外，短
期内疫情对物价的影响，也令不少市民担忧。

温医二院附近的一家十足超市，春节不
休每天 24 小时营业，卖得最好的就是泡面，
每天近 300 包。“周边医护人员上夜班多，我
们如果关门，他们买个泡面都麻烦。”安徽籍
店主井志说，“虽然大家隔着口罩，但也能互
相微笑。”

“市里硬隔离、硬管控的力度很大，代价
也很大，但我们觉得非常必要、别无选择。”温
州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黄建平说，即将到来
的是“三返”压力，去年来自湖北的员工有 33
万人。“只要将这一波管好，温州的疫情防控
就能稳住。”

在农贸市场外，鹿城区蒲鞋市街道居民
林笑笑说：“该封的封，该检查的检查，政府的
措施我们理解，也愿意配合。大家齐心协力，
疫情能快点过去。”

（参与采写：魏董华、顾小立）

防控持续“升级”，千万人口“蛰伏”
“静默”温州的 2 4 小时

▲ 2 月 3 日，居民在温州鹿城区某小区入口登记信息。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 1 月 27 日，北京安贞医院医疗队队员曹李瑶（中）与爱人王斌在医院告别。当日，由 136
人组成的北京市属医院医疗队组建集结，驰援武汉。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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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
（记者程士华、汪奥娜、王俊
禄、潘旭、王君璐）医卫用品
企业开足马力，调动一切资
源生产防疫物资；机关干部
下基层社区协助联防联控，
纷纷变身“采购员”“外卖员”
“守门员”；互联网企业、农业
生产基地开足马力，保障市
民“柴米油盐”供应，基层干
部多方奔走为企业解决复工
难题。记者节后上班第一天
走访看到，医卫企业、机关干
部等各条战线众志成城，齐
心战“疫”。

医卫用品企业

连轴转 保障物资

供应火力全开

3 日上午，刚从车间走
出的合肥高贝斯医疗卫生用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明一边
接听电话，一边一路小跑赶
往会议室，去和工信部门驻
厂特派员商议原料采购保
障、物资配送等事宜，想方设
法提高产能，为防疫最前线
提供更多防护物资。

“我们从正月初三就上
班了。”高明说，前来采购的
有医院，也有各级疫情指挥
部，需求量远大于公司产能，
公司临时增加购置 20 台生
产设备。

在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
区，生产 84消毒液配套瓶子
和盖子的合肥精英塑料包装
制品有限公司正月初五复
工。记者看到，从头到脚“全
副武装”的工人，正在将一个
个贴有“ 84 消毒液”标签的
白色空瓶放进纸箱。

不仅在安徽合肥，全国
各地企业都在逐步有序恢复
生产。在宁波市奉化区康家
乐医疗器械生产车间内，工
人忙着将成品装袋、打包。公
司四条医用口罩生产线两班
倒运转，每天口罩产能由原
来 5 万只提到近 15 万只。

杭州建德朝美日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林锦祥说：“各
地口罩需求加大，我们机器全部开起来，员工三班倒，
全力生产口罩。”朝美日化公司是国家应急物资储备企
业。春节期间，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口罩。

保供应强防疫

党员干部变身“外卖员”“采购员”

在杭州、合肥等地基层社区，党员干部纷纷变身临
时“外卖员”“送货员”。3 日，杭州市石桥街道华中社区
工作人员例行探访居家隔离居民得知，一位甲状腺病
人、一位抑郁症患者出现停药。社区书记黎明和同事紧
急去买，不到一个小时，病人就拿到了药。

目前，石桥街道居家观察人数达 466 人。为解除居
家隔离群众后顾之忧，石桥街道、社区等党员骨干自发
组建临时“外卖”队伍，当起了“代买员”“外卖员”“送货
员”。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在非常时期，各党
支部和党员成为抗击疫情中坚力量。

还有的机关干部变身成“采购员”。合肥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蒋岩松说，他这几天每天都在跑医卫用品生
产企业找物资，协调解决企业复工问题。3 日是政府对
市场加大口罩等防护物资供应第一天，考虑到购买口
罩人员聚集存在发生病毒传染感染可能性，他今天重
点走访药房，调研优化物资投放方式的必要性。

还有的机关干部成了“守门员”。3 日，温州乐清西
铁文创园附近，2 米多高的铁栅栏隔出仅供一辆车通
行的空间，栏栅上是醒目宣传横幅。十多位身穿红马
甲、佩戴口罩的工作人员，按“不漏一车、不少一人”要
求，对所有车辆人员实行“两查两问”，即查身份证、查
体温，问目的地、问旅行居住史，宣传防疫知识，成为安
全的“守门员”。在宁波，还有一些机关干部为老旧小区
当起了“守门员”。这些老旧小区，物业力量紧缺，帮扶
联系的政府机关下派干部与基层干部群众共战
“疫”线。

柴米油盐“无小事”

政府企业合力保供应

3 日上午，浙江宁波市奉化区云鑫商贸公司员工
戴上口罩，开着已消毒的货车开始送货。当天有 4 辆装
着方便面、八宝粥、饼干等配送物资的货车，分别前往
城区、溪口镇和西坞街道为各便利店补货。“很多便利
店节前备货，现在有些货物不足了。”总经理袁建江说，
公司全力做好备货配送工作，当天为 80 家便利店
补货。

在成都最大的生猪屠宰企业金忠肉业，屠宰、分
割、加工、包装……各个环节繁忙而有序。“近期，消费
量猛增。现在每天的商超供货量在百吨以上，比以往这
个时候多了二倍多！”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刘翔说，目前
公司员工每日工作 10 小时，可满足 150 万人的需求。

在这个特殊春节，快递小哥成为市民获取外界物
资的渠道。盒马鲜生、饿了么、美团等生活服务类企业，
全力保障市民“柴米油盐”需求。3 日，记者在盒马鲜生
杭州一门店内看到，瓜果鲜蔬一应俱全。据该店副店长
楼安驾介绍，这几日除了对外配送运力紧张外，蔬菜肉
蛋都可以保障，特别加大了散装蔬菜供应，让市民买到
新鲜蔬菜。

数据显示，盒马鲜生全国超过 200家门店在春节
期间不打烊、不涨价。为了应对近期猛增需求，全国各
区域调动周边基地，及时返工。全国各区域都提高了民
生商品供应频次，满足消费者需求。

3 日中午，上海浦东大道一个叮咚买菜前置仓内，
负责人张宇正布置生鲜订单。“因为疫情影响，大家选
择手机买菜，我们订单持续增长。今天有 1000 多单，过
去这个时候还不到 700 单。”面对突然大幅增加的需
求，叮咚买菜 CEO 梁昌霖说，首要任务是保供应、不
涨价，特别是销量大的蔬菜，一定要保障供应。作为“菜
篮子”企业，特殊时期我们可不考核成本、毛利率，也要
让用户每天都吃到平价新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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