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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2022 年的春天，对上海来说，注
定极不平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这座有着 2500 万人口的大都市不得
不停下来、静下来。如果从 4 月 1 日凌
晨上海浦西封控算起，上海的全域封
控已经足足一个月。
　　这一个月来，我们奔波在上海的方
舱内外、各大医院，走进浦江两岸的居
民社区，来到码头和工厂。我们看见各
色人等的喜怒哀乐，看见难免的慌乱、
纰漏和磕磕绊绊，看见人们眼中的坚
韧、坚强和坚定，看见红旗飘扬、“大
白”逆行，看见情况一点点好起来、一
天天好起来。
　　下面，请听我们用心来讲述，“我”
的战疫：

  我们看着首个市级方舱

开舱，又看着它第一个关舱

　　记者潘旭讲述：3 月 26 日，我们第
一次穿上“大白”，与“黄区”一门之隔。
这一天，我们来到位于嘉定区的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肿瘤质子
中心，原先 200 张床位的普通病区被
改建成近 500 张床位的定点医院。而
毗邻肿瘤质子中心的嘉禾新苑人才公
寓也已被紧急改建成方舱医院，设置
了 1900 张床位，由瑞金医院医疗队
接管。嘉禾新苑，成了上海首个市级
方舱医院。
　　三月末至四月初，从闭环内的居
民到社会面的人群，从抗原自测到核
酸筛查，阳性感染数量呈上升趋势，不
少群众在“阳了”之后，期待快速处置，
社交媒体上，求助信息一条接一条。
　　我们深知，建方舱，是关键。只有床位
够了，转运才能迅速。上海，也是这么做的。
　　 3 月 29 日晚，我们从浦西逆行前
往浦东的新国际博览中心，那里灯火通
明，这个曾经举办各类重要会展的地
方，正在建设当时上海最大的方舱医
院，总计 1.5 万张床位，三排展馆进度
不一，我们也第一次用镜头记录下了这
座投入在即的大型方舱医院：舱内隔断
和床位已就绪、三区两通道已成型、护
士站等功能用房一应俱全……
　　 31 日，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
N 区的部分场馆开舱。自那时起，方舱
医院的建设进入高峰期，我们辗转到
了崇明花博园、临港等多个大型方舱
医院的建设现场，有的施工队在连轴
转，上一个方舱建设刚结束，就马不停
蹄地来到了下一个工地。
　　几乎上海能拿得出的大型场馆都成
了方舱工地，我们不禁在想：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也就是“四叶草”，是不是也
快了？
　　 4 月 5 日晚，我们在“四叶草”看
到，施工队伍正陆续进驻。建成后，上
海“最大方舱医院”的称谓将易主，“四
叶草”将提供约 5 万张床位。
　　我们当即决定进驻“四叶草”进行
跟踪式采访。这里的“四片叶子”八个场
馆，被交给了多家央企同时施工，高峰
时，所有施工者和管理者同时近 3 万人
在岗，目标是 4 天将首批场馆交付使用。
　　 3 号和 4 号馆里，“召之即来 来
之能战 战之必胜”“发扬‘两山’医院
建设精神”等标语格外醒目。管理者和
施工人员 24 小时倒班上阵、争分夺
秒，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切割机钢花四
溅，板材拼装一气呵成。
　　第一天完成地面铺设，第二天完
成隔断搭建，第三、第四天完成水电作
业、“三区两通道”搭建和通风系统作
业……我们连日在“四叶草”看到，几
乎每隔几个小时，各展馆就有变化，不
变的是，各种走道里始终放置着一排
排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地铺。
　　 9 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3 号
馆完工交付，医疗队将第一时间入驻
并接收患者；14 日上午，首批 322 名
患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顺利出舱。
　　此时，上海的方舱医院数量已达
百个，“应转尽转”的要求已逐渐落
实……
　　 4 月 30 日，四月的最后一天，上
海首个市级方舱医院——— 嘉禾新苑方
舱医院正式关舱，这也是上海第一个
关舱的市级方舱医院。我们相信，陆续
关舱的消息，会越来越多。

  他们出舱时说，要“多赚

点钱”，要“大吃一顿”……

　　记者杨有宗讲述：身前的门一道
道打开，身后的门一扇扇关闭，眼前的
门 上 用 醒 目 的 红 色 写 着“禁 止 回
头”……经过五道门、四个独立的区域
后，我进入了上海临港方舱医院的红
区，见到了方舱内正在休息的感染者
以及紧张忙碌的医护人员。
　　出于对病毒的恐惧，第一次进方舱
医院红区时颇为紧张，我努力吸气，空
气吝啬地穿过密封性极好的 N95 口罩，
稍稍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和不断加速

的心跳。
　　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但 4 月
15 日，我第一次进入方舱医院隔离区
采访的初体验记忆犹新。
　　就像暴风眼中心总是风平浪静
一样，和我的紧张相比，方舱内绝大
部分感染者生活则显得颇为平静。有
的感染者侧躺在床上刷短视频，有的
坐在床边默默看书，有的将工作电脑
带入方舱在做 PPT，有的带了整套茶
具细细品茶，还有的学生感染者戴着
耳机在用手机上网课……方舱内的世
界犹如一个微缩版的社会，生活、工
作、学习、运动，酸甜苦辣的元素在这
里都能找到。
　　临港方舱医院地处上海东南角，有
着 1.36 万张床位，由 6 座大型物流仓库
改建而来，每个仓库分上下两层。生活
的事千头万绪，如何保障好他们的生活
呢？这座方舱医院提出了“三热一净”的
目标，也就是热饭、热水、热被窝和厕
所干净。
　　早饭有牛奶、鸡蛋、包子，午饭和
晚饭一般是两荤两素的盒饭以及水
果、酸奶，我采访的绝大部分感染者对
于方舱内的饮食都比较满意；淋浴间
按照 100 比 1 的比例设置，也就是
100 张床位配置一个淋浴间；工勤人
员不间断打扫洗手间；每一名新进入
方舱的感染者会看到，床位上放置有
已经完成消杀的枕头、被子、床褥，还
有全新的枕套、床单和被罩。
　　半个月的时间里，我送走了很多
治愈出院的感染者。“我出院后要第一
时间告诉我的家人”“隔离完后好好工
作，多赚点钱”“想痛痛快快大吃一
顿”……出舱后的患者，他们的愿望真
诚朴实，也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核对病人信息、了解基础疾病、查
询过往用药、检测血氧饱和度……在
方舱医院内的医护人员颇为忙碌，加
上 N95 口罩及防护服，在方舱内走动、
工作都是在缺氧状态下完成的，医护
人员一个班下来极为疲劳。
　　临港方舱医院内来自上海、江苏、
浙江的 3800 多名医护人员，很多都是
主动选择来到这里。“95 后”“00 后”
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青春誓言。
1999 年出生的护士王梦婷说：“我们
这一代是被祖国精心呵护长大的一
代，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不会
犹豫的。”2001 年出生的江苏医疗队
护士梁丹和我说：“长这么大，第一次
来上海，希望疫情结束后可以再来上
海好好了解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方舱医院内的管理、救治，每一
天都在改进。”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
医院党委书记、江苏省援沪医疗队方
舱队队长鲁翔说，“最好的临港方舱医
院，一定是它关门大吉的那天”。
　　如今，七次进出方舱医院采访的
我内心已没有任何紧张情绪，但我每
天依然被身边的人们感动和点燃。

　　历史将会记住为这座城市坚守和
付出的所有人！

尿毒症病友发来了“感谢信”

　　记者周琳讲述：“这几年，我们这
个病人群体能得到关注，获得治疗保
障，得到一部分医疗资源倾斜，其实受
益于媒体和相关渠道对这个群体的关
注和报道。这些在推动地方出台新的
适合当地病人治疗保障中，起到很大
作用，替病友和家属谢谢你们的关
注。”
　　当新华每日电讯播发《疫情之下，
如何让血透之路依然“通透”》后，一位尿
毒症病友平台的发起人给我发来了感谢
的微信。这封“感谢信”，令我温暖在心。
　　看病难，尤其是急病、重症病人看
病难，是上海疫情封控期间碰到的一
个棘手难题。这其中，血透病人的看病
难，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如果不能及
时血透，他们随时有性命之虞。
　　我们从 3 月中旬开始关注血透群
体的就医之路。那时候社交平台上，几乎
每天都有血透病人在求助。按图索骥，我
和同事们一起进入了上海血透病人的一
个群，并和志愿者团队取得了联系。
　　在这一个多月里，志愿者常常给我
发来各类求助信息，我们也尽全力做了
一些协调的工作。但是，在血透患者“透
了这顿愁下顿”的无奈面前，我们每个
人的力量都那么渺小，时常有深深的
无力感。
　　不得不说，这是一道对于每一个

“单点”都“超纲”了的选题。医院已经
加足马力，建立应急透析室，但一旦出
现阳性病例，或被征用为定点医院，就
不得不暂时关闭消杀，或重新接收新
的病人；居村尽力收集需求，但毕竟三
五个人面对“千斤重担”，无法做到第
一时间响应；120 更是在海量需求面
前显得杯水车薪……
　　有时候我们常常问自己：为什么
每个人都这么努力，血透路一度却还
是那么艰难？
　　真正的转机并非来自于某一个点
上的改变，而是来自流程中每一个人
的努力和协同。这里，有医院的 24 小
时不停“析”，有外地“大白”的倾力支
援，有社会车辆的补充，有流程机制的
全面梳理，有分类分级处置的顶层设
计……上述平台负责人和我说，现在
血透患者的“生命线”已顺畅多了。
　　当然，我们远还没有到可以回望总
结的时候，疫情还在继续，患者依然面
临一定不确定性。芯片行业有一句“行
话”这样说：工序数千道，哪怕每道工序
的良率都做到 99%，最后芯片的良率
可能都很低。上海是一个 2500 万人口
的超大城市，城市运行的工序又何止千
道，一个环节的一个需求没能满足，最
后被放大的负面效应也是巨大的。
　　疫情下的血透，只是“就医难”的

一个缩影。它的不确定性充分说明协
同的重要性，医院、居委、120、社会转
运车辆、患者和家属的配合理解……
每个环节都是机制中的一个“点”。只
有让这个协同机制能够顺畅流转、共
性问题及时解决，五指成拳，才能在下
一次的“遭遇战”中赢得更多主动。

  《广福日记》背后：我们见

证了书记的泪，阿婆的回归

　　记者王辰阳、金立旺、李海伟讲
述：上海不仅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也有承载城市记忆的老式里弄。全城
封控后，我们把镜头对准了上海豫园
附近的一幢三层半亭子间。这里一共
有 8 户 11 位居民，我们连续蹲点采访
21 天，制作了 21 集《广福日记》。
　　老式里弄是上海战疫的攻坚点之
一，很多居民家中没有卫生间，还在用
手拎马桶，很多住户往往共用一个厨
房。老旧社区改造是上海近年来的工
作重点，疫情防控对这些楼栋的管理
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广福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杨树萍对
楼里的情况如数家珍：“一楼两户人家，
经营鞋店的老板张君建、老上海人黄阿
婆；二楼三户人家，从外地退休回上海
的张永生、同样已经退休的黄国钧、来
上海打工的任卫明；三楼两户人家，经
营小商品店铺的金来根和周茹芳夫妇，
经营特产便利店的龚文旭、梁修娟、龚
悦一家三口，他们的店铺都在一楼；住
在阁楼里的是赵阿姨，她独自一人在
上海工作。”
　　从全员核酸到抗原检测，从分发物
资到组织团购，广福居委会的 10 位工
作人员从 3 月底就连轴转，吃住都在居
委会，她们总是笑盈盈地服务居民，但
是心里也难免有压力。4 月 17 日，附近
的宝带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萍前来探
望杨树萍，两人在门口紧紧拥抱在一
起，张萍哭了。杨树萍安慰张萍：“我们
拼命地干，一起努力，一定能把这个疫
情控制住。”
　　住在一楼的黄阿婆从小在这里长
大，她在 3 月 28 日被确诊为阳性感染
者，被转运至方舱治疗；住在阁楼的赵
阿姨来上海务工，独自一人住在这里，
也感染了新冠病毒，被转运到方舱治
疗。她们去方舱时难免心里有些紧张，
但是都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
　　因为转运及时、消杀到位，而且其
他邻居也都做好自身防护，楼里没有
再出现新的病例。
　　 4 月 16 日，赵阿姨先行转阴回到
了楼内。黄阿婆的好消息在 4 月 22 日
晚传来，她连续 2 次核酸检测阴性，可
以准备离开方舱回家。23 日晚，送治
愈病人的大巴车稳稳停在福佑路和河
南南路交叉口，杨树萍和居委会主任
张华已经等候多时。刚下车，黄阿婆就
高兴地向他们挥手，杨树萍和张华顺

手接过黄阿婆的行李，拉起家常。
　　黄阿婆打开了久违的家门，她平
常照顾的两只流浪狗听到声响，跑出来
摇着尾巴围着黄阿婆转圈。听闻黄阿婆
健康归来，大家都很高兴，相约要拍一
张合影。4 月 24 日，太阳照常升起，记
者按下快门，为广福日记里的邻居们留
下了一张珍贵的影像记录，8 户 11 人
终于在福佑路 390 号和 392 号聚齐，
留下一帧平静中见波澜的定格。

　　“风暴眼”北蔡，正在“结

硬寨、打硬仗”

　　记者何欣荣讲述：在上海本轮疫
情中，位于浦东新区的北蔡镇是一个

“风暴眼”。这个镇不仅面积大、人口多
（30 万左右）、情况复杂（既有城市社区
又有城中村），而且早在 3 月 13 日，就
发现了第一例阳性感染者。“北蔡胜则
浦东胜，浦东胜则上海胜”，我和同事从
4 月下旬开始深入北蔡，关注这座人口
大镇在清零攻坚阶段发生的故事。
　　走在北蔡的街上，时不时有快递
骑手与“大白”疾驰而过。密密匝匝的
店家、高低错落的住宅，虽然大门紧
闭，却能看出这个镇疫情前浓浓的烟火
气。从 3 月中旬开始，随着疫情一步步蔓
延，感染人数激增，整个北蔡在短时间内
陷入了“休克”状态。在一段广为流传的
电话录音中，一名疲惫不堪的居委会书
记面对居民为何不及时转运阳性患者
的质问泣不成声，成为当时北蔡抗疫的
一个缩影。
　　在上海市区两级的集中支援和
北蔡干部群众的积极自救中，目前北
蔡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从一
张数据统计表可以看到，在 4 月 12
日达到峰值后，北蔡镇的阳性感染者
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特别是北蔡的
城中村正在力争尽快实现社会面清
零。疫情防控中形成的“北蔡方案”，也
在浦东全区推广。
　　从慌乱到有序，从拔点到清面，北蔡
扭转被动局面的背后，有这三重因素：
　　一是依靠党组织的力量“结硬
寨”。北蔡的疫情发展超出了一个镇的
承受极限。关键时刻，上海市委派驻浦
东疫情防控督导组成立北蔡清零攻坚
工作专班，上海市委组织部、市级机关
工作党委、国资委党委向北蔡派出了
一支 100 人左右的上海抗疫党员突击
队，浦东新区区委也派出工作指导组
进驻北蔡，后又升级为“攻坚行动临时
党委”。各个社区的党员也站了出来，
在抗疫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
　　市区两级集中人力、物力支援，使得
北蔡的清零攻坚得以雷厉风行地展开。
　　二是瞄准城中村这个薄弱环节

“攻堡垒”。北蔡的特点在于，除了繁华
的城市社区，还有 9 个城中村。这些城
中村居住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居住环
境和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给疫情防控

带来了挑战。
　　瞄准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上
海市区两级把北蔡城中村的清零攻
坚作为主攻方向，要求既守好“村
门”，防止病毒外溢，又守好“宅门”，
防止社区传播。为斩断病毒传播链，
在疫情较为严重的联勤村，还开展
了分批次转运撤离和环境消杀行
动。目前，北蔡已经有几个村基本实
现社会面清零。
　　三是发动广大干部群众一起

“打硬仗”。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
争，尽管来自市区两级的支援很重
要，但要让拥有 30 万人口的北蔡尽
快回归正常，居民的自救十分关键。
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北蔡很多社区
的党员、志愿者站了出来。在居委会
和社区临时党支部的带领下，从运
物资、测核酸到代配药，让封控中的
小区平稳运转。这种团结一致、守望
相助的精神状态，也是北蔡走出疫
情泥沼的关键力量。
　　如何加快社会面清零，如何把
城中村改造好、治理好，让北蔡尽快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经历了“暴风
雨”的北蔡，仍在咬牙坚持中。曙光，
就在前面不远处。

  集装箱“堆积如山”？现

场采访回应关切

　　记者贾远琨讲述：码头、火车站、
机场、厂房、车间……这是我日常报道
最常去的地方，而疫情发生以来，这里
几乎成为我最难抵达的采访现场。
　　上海是国际航运中心、国内国
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心节点，上海的

“海铁空”交通枢纽是物资供应、生产
运行的基础保障，也是防输入防扩
散的前沿关口，必须保证其在防疫
安全的前提下平稳运行，这不仅关
系到城市的正常运转，也是保通保
畅稳链的需要。
　　事实上，即使在疫情防控最困难
的情况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仍
然持续稳定发挥。4 月份，上海港集装
箱吞吐量日均仍超过 10 万标准箱。
上 海 两 大 空 港 入 境 航 班 执 行 率
78.7%；浦东机场共保障货运航班 2309
架次，日均约 100 架次；进出港货量
8 万余吨，日均货量 3500 吨左右。
　　正是因为上海作为全球供应链
产业链的中心节点备受国内外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上海港船舶严重
拥堵、货物“堆积如山”的信息一直在
网络流传。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
定，4 月 27 日，也就是上海港封控作
业一个月后，我终于来到了上海港港
区现场实地采访，看一看上海港真实
的作业状态，回应公众关切。
　　我采访报道的地方是洋山深水
港自动化码头。现场，一艘大型远洋
货轮停靠在洋山深水港自动化码
头，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将
集装箱从船上抓取到岸上，再由无
人驾驶小车陆续转运至堆场……上
海港船舶通行和作业正常，港口未
出现拥堵。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总经理助
理周勇介绍，外界最为关注的码头
冷链货物、危险货物的装卸和堆放
积压的情况已明显改善。截至 4 月
25 日，上海港冷链货物集装箱的堆
场利用率已从 4 月 9 日的最高峰
78.9% 下降至 52.9% ，危险货物集
装箱的堆场利用率已从 4 月 13 日
的最高峰 91.8% 下降至 62.3%。
　　其实，大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
是常态，关键是有进有出、箱子们在
动。繁忙而有序的码头作业画面才是
人们最希望看到的。随着复工复产的
企业陆续增多，货运需求将呈现上升
趋势，无论生产、外贸、物流企业都希
望能够尽快恢复到如常状态。
　　疫情之下，看这些高耸挺立、整
齐列阵的桥吊，犹如在时空之门作
业不停的“钢铁战士”。尽管疫情考验
异常严峻，但凭借这份韧性和倔强，
相信上海能够冲破疫情阴霾，重拾
发展动力。
　　最近几天，好消息越来越多了。
4 月 25 日，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
限公司正式复工复产，3400 余名员
工回到工作岗位，焊花四溅的造船
厂又热火朝天起来。中国商飞、宝武
钢铁、上海振华重工等重点企业咬
紧牙关，始终保持着科研、生产平稳
运行状态，向市场传递出了信心。
　　五月已经到来。那些散布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街角花园、城市绿地
和郊野公园里，布谷鸟在鸣唱，火红
的杜鹃已然盛放。上海是一座有着
光荣历史的城市，是一座经历过一
次次惊涛骇浪的城市，没有什么可
以压弯压折她。这一次，同样地，历
经艰难困苦，上海正在浴火重生。
  （统筹：杨金志；采写：潘旭、
杨有宗、王辰阳、金立旺、李海伟、
周琳、何欣荣、贾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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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稳中向好，不松劲才能夺取最终胜利
　　 30 日，
上海市通报
显示，29 日

新增的感染者均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疫情防控当前还处在
关键阶段，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仍要强
化社会面管控。
　　当前，上海疫情形势总体稳中向
好，清零攻坚效果日益显现，从数据看
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阳性感染者在 4
月 12 日达到单日峰值后，近两周总体
呈现波动下降；封控区人口数下降至
400 多万人……
　　面对出现的积极信号，既要坚定信

心，更要保持警醒、咬紧牙关。目前，疫
情防控的基础仍不牢固，处于不进则退
的关键阶段，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动摇，围绕巩固现有的清零阵地、
扩大防疫成果再坚持再加力，紧盯重点
点位，千方百计查漏补缺，切断疫情传
播链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此刻决不能松劲。要继续用好核酸
筛查和抗原检测，及时做好流调排查、转
运入舱、集中隔离工作，以快制快，严防疫
情反弹；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还
需要做好拔点攻坚，全面环境消杀，不断
扩大清零攻坚成果；下沉干部要直插一
线，驻守社区，担当作为，哪里有需要就要

勇挑重担，哪里有困难就要挺身而出。
　　对于老龄化率居前的上海而言，老
年、重症患者救治仍然是重中之重。要
坚持“一人一策”，多学科合作、精细化诊
疗，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护佑每一条生
命。必须尽快实现“动态清零”，控制感
染人群基数，做好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工作，让上海尽早恢复往日的平静。
　　对于每一位市民而言，还需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不松懈、不聚集、减少流
动，严格按“三区”划分，尤其是防范区也
不能“放飞”，一起巩固这来之不易的防
控成果。   （记者周琳、龚雯）
     新华社上海 4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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