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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4 月 7 日电（记者曹智、张非
非、孙仁斌）英雄之城武汉在艰难挺立两个多
月后，即将重回烟火人间。

打开家门，走进久违的春光里，你是否会
发现繁花似锦，绿柳如烟，一切美好如昨。

2020 年从冬到春的经历，好像一场梦
魇，痛彻心扉，恍如隔世。许多年以后，你是否
还会记得这个春天，以及这个春天里 14 亿人
的奋起和抗争？

人物一：那年“0”岁的小“汤圆”

【未来畅想】许多年以后，小“汤圆”已经
长大成人，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通过增强影
像现实，出差在外的他随时随地可以看到远
隔千里的家人。

【疫线记录】小“汤圆”的爸爸、妈妈都是
医护工作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妈妈有孕在
身，爸爸张星辰作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医疗队队员驰援武汉。小“汤圆”出生时，
爸爸远在 1800 公里外的武汉雷神山医院通
过视频直播见证了他的出生。没有陪伴在妻
子和孩子身边，张星辰有些遗憾，但他说，国
家安宁了，才有小家的团圆幸福。

【时光寄语】最近，爸爸张星辰、妈妈孟霏
正在准备小“汤圆”的满月礼，一家人想要好好
拍几张“全家福”。“你出生时爸爸没能陪在你
身边，在你今后的生活里，爸爸一定陪伴着你，
让你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张星辰说。

人物二：那年 10 岁的胡子涵

【未来畅想】许多年以后，胡子涵大学毕
业，成为一名医生。他和同事们研发的药物大
幅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多的疾病难关
被攻克，人们对医护人员更加理解和尊重，医

患关系也更加和谐。
【疫线记录】2020 年防疫期间，上小学

三年级的胡子涵和家人一起“宅”在家里，除
了上网课，他还帮爸爸妈妈做些家务。爷爷
说，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胡子涵把 100
元零花钱通过网络捐赠给武汉市慈善总会。
那段日子里，一直爱打快板的他录制了防疫
宣传视频，上传到网上，还被评为沈阳市抗
疫理论宣讲员。

【时光寄语】疫情仍未结束，胡子涵还需
要“宅”在家里上网课，他感到有些憋闷。“我
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早点开学，早点回到老师
和同学身边。”爷爷对他说：“认真、用心才能
把知识学得更牢，才能把梦想变为现实。”

人物三：那年 25 岁的任悦

【未来畅想】许多年以后，沈阳医学院预
防医学专业毕业的任悦如愿成为一名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那个时候，每个人将拥有一张像
手机卡一样的“健康芯片”，实时显示个人的
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就会及时预警，提醒
人们加强疾病治疗和传染病防控。

【疫线记录】疫情期间，任悦到沈阳桃
仙机场海关做疫情防控志愿者，测量体温、
通道分流、登记旅客信息、维持负压隔离室
秩序、引导核酸检测……第一次穿上防护
服的她，曾暗暗在心里“臭美”：和抗疫前线
的英雄一样 ，我是不是也算是“抗疫小战
士”了？

【时光寄语】4 月 8 日，武汉解除封城当
天，任悦会去参加沈阳市皇姑区疾控中心的
加试。“初试已经过了，我希望能早日加入医
疗卫生行业。这个春天，我连那么可怕的病毒
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年轻时的勇敢和

纯粹，会支持我一直走下去。”

人物四：那年 30 多岁的王迪

【未来畅想】许多年以后，王迪已经退休。
看着天空中飞舞着的快递飞艇、地面上穿梭
往来的无人驾驶快递车，在楼道里来回奔走
的送货机器人……他时常感慨：科技进步太
快，让人应接不暇。

【疫线记录】作为京东沈阳圣元营业部的
快递员，疫情发生时，王迪发现他负责的配送
区域里包括防疫定点医院。那些日子，他要求
自己，凡是医院的快递一定优先配送，那可能
关系着人命哩，马虎不得！初春很冷，街头空
荡荡的。除了给医院运送很多医疗器械等快
递，他还给普通市民送菜、送食品。

【时光寄语】王迪现在每天仍奔走在沈阳
的大街小巷，为人们送去一个个快递包裹。
“疫情还没有结束，我能做的就是更快更好地
把货物送到人们手中。每一个包裹里，都有着
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力量呢。”

人物五：那年将满 40 岁的贾佳

【未来畅想】许多年以后，贾佳已成为名
副其实的“老大夫”。他一边治病救人，一边带
了许多医学生。远程教学、AR 教学打破了大
学校园的围墙，普通市民都可以旁听一些网
络医学课程，增强疾病预防常识，网络求医问
诊，或者随时远程接受治疗。

【疫线记录】作为辽宁省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贾佳在武汉奋战了 56 个日日夜夜。初
到武汉时，他们一天接诊了 36 个重症患者，
那一天，让他感受到团队的力量有多强大，也
感受到只要有决心，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刚
返回家乡沈阳不久的他，还在集中隔离观察。

知道武汉即将解封的消息，他由衷地为这座
英雄的城市感到高兴。

【时光寄语】贾佳仍然在隔离点接受医学
观察。“隔离期满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以健康
的姿态重返医疗岗位。这些天我也在回想，我
用两个月的拼搏，换来一生珍藏的记忆！作为
一名医生，我参与了那样一场气吞山河的战
斗，此生无憾！”

人物六：那年 52 岁的王哲

【未来畅想】许多年以后，曾任沈阳市和
平区中山社区党委书记的王哲已经退休在
家。物联网、智能社区已经普及，通过人工智
能，就能顺利实现人脸识别、远红外线测温、
身体健康状况上报等工作，当年需要进门入
户统计居民健康状况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疫线记录】疫情发生后，王哲带着 15 个
社区干部负责 28 个非物业管理老旧小区、
2800 余户居民日常防控工作。一开始她心里
直打鼓：就我们几个社区干部能把 2800 多户
居民看在家里不出门？！关键时刻，200 多名
居民党员、群众主动参战，严把小区出入口、
挨家挨户走访、测体温、统计居民健康状
况……经历那次疫情，社区干部和居民的距
离更近了、感情更密切了。

【时光寄语】王哲和社区干部们仍坚守在
社区工作岗位上，为防控疫情继续努力，直至
这场战“疫”全面胜利。“还不能松劲儿。尤其
我们社区干部，绝对不能松劲儿，越是到临近
胜利的时候，越要咬牙坚持。”

许多年以后，这个国家和其中的人们，会
铭记这段历史，那群向死而生、勇毅逆行的人
们，也注定会被历史铭记。

（参与记者：李铮、于也童、汪伟、高爽、包昱涵）

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这个春天……

新华社长沙 4 月 7 日电（记者袁汝婷、赵
鸿宇、吴晓颖）7 日，湖南、四川、江西等多地
学校初三、高三年级分类分批、错时错峰
开学。

学生回校，校园防疫工作是否准备到位？
受疫情影响落下的教学进度如何赶上？在线
教育领域的城乡信息化水平差距怎样补齐？
新华社记者就此走访了多地学校。

校园防疫到位吗？物资够用吗？

4 月 7 日一早，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迎来开学第一批高三学生。学生们保持间距
排队来到校门入口，接受手部和行李消毒，接
着走进热成像测温通道，完成体温检测后，进
入学校。

长沙市六中的每间教室门口都设有“日常
消毒台”，上有测温枪、消毒液等；学校办公楼、
男女宿舍楼均设置隔离观察室用于应急处理。

在抚州市实验学校，学生们中午就餐是单
人单桌，单向就座。每名学生均由班主任引领
至固定位置就座。为避免学生聚集，餐饭由食
堂工作人员分发至各个座位，学生无须排队。

“开学前，学校组织老师进行了多次疫情

应急防控演练。开学后，学校对教室、食堂等
重点区域进行细化管理。”成都七中初中学校
副校长石敏说。

记者了解到，开学当日，各地学校均按此
前返校防疫演练情况落实了相关方案。对当
天出现的临时情况，也进行了妥善处置。

南宁市第三中学副校长杨菲告诉记者，
之前演练测量学生体温时是在某个固定的
点，开学当天，学校发现这样容易扎堆，风险
较大，于是紧急调整为上、下午在教室各测一
次，晚间在寝室再测一次。

口罩等防疫物资是否充足关系防疫保障
质量。除政府统一配发物资外，江西省抚州市
教育体育系统储备课用口罩 634419 个、红外
测温枪 4266 支、防护衣 358 套、医用手套
38172 双、消毒液 107994 升，以保障开学后
全市学校防疫物资够 2周使用。四川巴中市
巴州区第四中学校长吴祖强告诉记者：“学校
按每名老师每天使用两个防护口罩的标准，
口罩储备量为一个月，酒精储备量为半个
月。”石家庄二中配备了热敏测温仪、体温枪
及 1 . 8 万只口罩等物资。

被耽误的教学进度时间咋赶？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G1706 班龙
江平老师围绕“如何防疫学习两不误”给高三
学生们讲述开学第一课；成都七中初中学校
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齐心防控 奋发逐

梦”……
多地教师告诉记者，对于初高中毕业班

学生而言，战“疫”的同时，全力追赶学习进度
是当务之急。“由于在线教学情况复杂，有地
方教学进度比正常情况慢了 20% 以上。”

——“保衔接”。“开学后，我们会摸底测
试了解前期在线教学的效果，确保新学期教
育质量”，长沙六中校长向雄海告诉记者。四
川巴中市巴州区教科体局副局长陈冬春说，
开学后确保教学有效衔接的方法主要是在效
果测试基础上开展针对性复习串讲，并与个
别辅导结合。

——“挤时间”。为确保有足够的教学时
间，湖南、四川的一些地方出台办法，包括将
周末双休改为单休、每天下午多上一节课、暑
假延期等。在攀枝花，开学复课后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周六集中上课，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
假放假由 7 月 3 日顺延至 7 月 20 日。

——“调节奏”。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
的一位负责人说，初三虽然属于义务教育阶
段，但面临较大升学压力，学校打算开学后先
把核心要点讲实，一些素质拓展内容则稍“往
后放放”。他还表示将会做好各项后勤服务，
积极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尽力让他们保持最
佳学习状态。

教育领域的城乡信息化差距咋补？

“在线教育”成为战“疫”时期的教育辅助

利器，但也暴露出城乡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显
著差距。

“最严重时，有 40% 的学生不能准时上
直播课。改成录播又不知道学生有没有认真
听，没有互动反馈。”河北部分校长、教师告诉
记者，农村硬件条件制约在线教学进度。在湖
南某县，16 万学生中有近 2 万学生没有在线
学习终端设备。

四川自贡市富顺县一名中学教师坦言，
该校以农村学生为主，上网课时网络信号差、
不时掉线，部分老师对网络教学软件使用不
熟练，导致教学效果不佳。记者还了解到，也
有部分农村学生由于基础薄弱和教材差异等
原因，对线上教学资源“听不懂”“跟不上”。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琴认为，更多
利用有线电视这类覆盖面更广、“门槛”更低
的平台有助于拉平城乡差距。

“农村学校最盼望有足够的政策来留住
年轻教师。”湖南一位区县教育局负责人告诉
记者，师资力量是决定教学效果的主因，促进
师资均衡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平衡。他表示：

“当前一些农村地区急需优秀教师‘补课’，同
时也是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储备人力资源。”

曾长期在农村学校工作过的向雄海还提
醒，线上公开课等在线教育资源应因材施教，
“农村学生的学习难度会更大，要在开学后适
当增加师生交流辅导的时间，把复习和串讲
的功夫下得透一些、深一些。”

战“疫”中的新学期，初三高三学生们准备好了吗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马马晓晓澄澄、、荆荆淮淮侨侨

3 月 28 日，美国食药监管理局
（FDA）发布了一项针对新冠肺炎
药物的紧急使用授权，磷酸氯喹和
硫酸羟氯喹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氯喹这种抗疟老药，再次引起广泛
关注。

在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
情之中，中国科学家率先提出了将
氯喹用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设
想，并且在临床试验中证明了其疗
效，后被纳入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指
南中。目前，针对氯喹的国际合作正
在逐步展开。

非典之后：氯喹如何从幕

后走向台前？

作为中国国内首次提出用氯喹
治疗患者的医生，中山大学附属孙
逸仙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江山平在过
去两个月里紧张忙碌。

他所在的这家医院创建于
1835 年，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
也是孙中山曾经从医和进行革命
活动的地方。2003 年非典时期，这
里的“中山楼”收治了 1 0 4 名被
SARS 感染的医护人员，其中一名
救护车司机最后不幸去世。

“代价惨痛，异常悲壮。”回想起
这段经历，江山平这么形容当时的
处境。作为一名在一线治疗病人的
医生，疫情过后他密切关注着
SARS 的科研成果。

2004 年，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一
篇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
提出氯喹能够抑制 SARS 病毒。
2005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另一篇论文，从细胞层面上证实了
氯喹之所以对 SARS 病毒有抑制
作用的机理。

“SARS病毒和新冠肺炎病毒都
属于冠状病毒，相当于是一个家族里
面的兄弟姐妹。对 SARS 病毒有效
的药物，能否对新冠肺炎病毒也起作
用呢？”江山平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1 月 27 日，在广州再生医学与
健康广东省实验室主任徐涛院士主
持的紧急科技攻关会议上，科学家
们共同提出了将氯喹用于治疗新冠
肺炎的设想，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医
院的支持，决定在中山大学附属第
五医院这家珠海市新冠肺炎收治定
点医院开展临床试验。

困难重重：氯喹的抗疫疗效如何显现？

不过，科学家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没有药。在我
国，疟疾已经基本被消灭，因此作为一种抗疟疾的老药，很多
药厂已经停止生产氯喹，很多地方也基本没有储备。

“我们四处寻找，在广东只能找到 260 片氯喹，如果首批
要对十个病人开展临床试验，至少需要 400 片。”江山平着
急了。

在了解到这一困难后，有关政府部门从其他省市和巴基
斯坦紧急协调了 30 多万片氯喹，解决了药物短缺的问题。但
之后，另一个问题也相继而来。

“氯喹是一种毒性较高的药物，如果使用过量，可能导致
严重不良反应甚至致人死亡。如果使用过少，又可能发挥不了
疗效，它的治疗窗口比较窄。”江山平说。

科学家们努力查询到了磷酸氯喹能够导致毒性的最小剂
量，这为其在患者身上用药提供了指引。

当时，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收治了 30 多例新冠肺炎患
者，1 月 30 日就入住了 10 个病例。在服用磷酸氯喹治疗后，
这 10 个病例核酸检测平均转阴时间为 6 . 1 天，证明了氯喹
对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

科学家们立即向卫生健康部门通报了这个成果，得到了
决策者的重视。2 月 19 日，磷酸氯喹被纳入了国家《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尽管如此，由于氯喹的毒性，这种药物一度在业界引起质
疑。2 月 27 日，为确保该药在临床使用中更加安全有效，国家
卫健委组织专家对磷酸氯喹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用法用量进行
了调整和细化。

这期间，江山平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他说，“如果有病人因
为服用这种药物而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那我们也难
辞其咎。但不管是医院还是政府部门，都鼓励我们在确保患者
安全基础上，积极尝试。”

随着更多病人接受治疗，氯喹的疗效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截至 2020 年 3 月 4 日，累计入组磷酸氯喹治疗新冠肺炎患者
120 例，服用药物后咽拭子核酸检测转阴患者 110 例，平均用药
后 4 .4 天转阴，无 1 例发展为危重型，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揭示氯喹秘密还需更多国际科研接力

在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
瓶瓶磷酸氯喹片正在生产线上紧张地传送。由于时间紧急，这
个药的包装没有经过任何美工设计。

这家具有氯喹生产批文的药企已经停产氯喹 20 多年了。
2 月初，当氯喹可能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的消息传来后，药厂
紧急安排了 20 多名技术人员加班加点改造生产设备，两周内
就实现了对磷酸氯喹的复产。

“我们现在最大日产能已经达到每天 200 万片，完全有足
够能力满足市场供应。”广药集团副总经理张春波说。

截至 3 月 25 日，该公司已经与 18 个国家联系，并且已经
向印度尼西亚出口了 30 万片磷酸氯喹。伊朗、文莱、塞尔维亚
已经表示出合作意向。

事实上，氯喹已经获得全球范围内多个组织和国家的关
注。3 月 2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项名为“团结”的大型全
球性试验，以寻找是否可以用已知的药物治疗新冠肺炎。在世
卫组织关注的四种最有希望的疗法中，包括了疟疾药物氯喹
和羟氯喹。与此同时，英国牛津大学已经宣布针对该药开展万
人规模的临床试验。

“当我们提出氯喹治疗方案时，完全没有想过这个药物现
在能够在国际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江山平说，“但要不是有
那些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
国际科学家们科研接力的结果。”

虽然氯喹的疗效已经在中国被初步证明，但国际科学界
对氯喹的疑问还远未得到解答。在美国，发生了民众误服具有
氯喹成分的鱼缸清洁剂致死的悲剧，给氯喹的正确用药敲响
了警钟。一些业内专家认为，针对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问题依然需要开展更细致的研究。

江山平说，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也已经跟他联系，询问氯
喹的治疗方案。“期待跟国际同行进行更多的科研合作，把氯
喹的科研接力继续进行下去。”

治
疗
新
冠
肺
炎

抗
疟
老
药
派
上
新
用
场

中
国
科
学
家
率
先
提
出
设
想

针
对
氯
喹
的
国
际
科
研
接
力
正
在
展
开

校
园
防
疫
演
练
备
开
学

▲ 4 月 7 日，邯郸市邯山区赵王小学教师在演练中模拟学生接受体温测量。当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教育部门组织多所小学开展返校开学防疫演练，制定
开学防疫方案，演练模拟师生入校、发热应急处置等环节，提高学校疫情防控应急水平，保障安全有序复课。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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