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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记者徐鹏航、李恒)国家卫健
委信息显示，截至 5 月 16 日
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
确诊病例 5359 例，其中重症
病例 343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 211557 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
动态清零，因时因势不断调整
防控措施。近日，我国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
续下降，但有的地方本土传播
尚未完全阻断，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重症救治是抗疫攻坚战中
难啃的硬骨头。本轮疫情在重
症救治上有哪些变化？如何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记者
采访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两位重症救治专家——— 北
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和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马晓春。

　　重症救治，必须啃

下的硬骨头

　　记者：疫情开始以来，重症
救治专家们一直战斗在抗疫第
一线。当前救治压力如何？在
重症救治工作中如何挽救生
命，与病毒赛跑？
　　马晓春：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全力以赴救治重症患
者、千方百计降低死亡率是重
中之重。为了挽救每一个生
命，我们真正做到了不惜一切
代价。对于重症患者，我们组
建专家团队，“一人一策”，十多
个医护人员围着一个病人转是
常事。
　　从武汉到上海，我已经参
加了十多场疫情救治工作。作
为重症医学科的医务工作者，

我们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生命的守门人。所有的医
生和护士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决不放弃。这是我们重
症团队日常养成的工作作风，也是国家抗疫精神的体现。
　　杜斌：在战“疫”中，我们始终冲在最前线，力争把病人
从死亡线上“抢”回来。在救治过程中，对有重症风险的患
者进行早期识别、早期治疗至关重要。在方舱，我们的医务
人员需要尽早识别，将有病情恶化趋势的病人尽快转运到
条件更好的定点医院。在一些定点医院，有经验的重症医
生组成小组，每天到普通病房进行排查，将有恶化苗头的病
人及时转移到重症医学科，并尽早制定治疗计划。
　　方舱和定点医院这样的筛查机制，能够让病人在病情
恶化的初期就得到治疗。我们更希望能够在早期把病情控
制住，而不是等发展到重症再进行救治。只有关口前移，才
能更好地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

分类救治，兼顾基础病治疗

　　记者：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应对奥密克戎病毒变异
株流行新阶段，请问奥密克戎疫情的救治工作与此前相比
有哪些新变化和新挑战？
　　马晓春：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奥密克戎传染性
强，造成的整体感染人数明显增加，虽然对于没有基础病的
年轻人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影
响依然很大。肺部影像学表现在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
中占比较高，一些患者表现为比较重的肺部阴影。
　　过去两年多来，我们对新冠病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
积累了很多救治经验。面对大量的感染者，分类救治非常
重要。对于接种过疫苗的年轻病例采取以隔离为主的措
施，阻断传染源；对于有高危因素的病例，如老年人和基础
病患者，集中在定点医院接受治疗。这对于减少死亡是非
常必要的。
　　杜斌：本轮疫情相关病例中，高龄或合并基础疾病病例
较多。与此前主要治疗新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不同，现在
需要具备多种专科诊疗能力的医生参与到救治中来，满足有
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肾脏疾病等基础病患者的救治需求。
　　我们也注意到，在重症患者中，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比例
很高。接种新冠疫苗对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依然有效，是
重要的屏障和保障。我们也呼吁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及时
接种新冠疫苗。

一旦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

　　记者：治疗和防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老年人
等易感人群，如何做好对他们的保护？
　　杜斌：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量特别是 ICU 总量不足，一旦放松防控势必造
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从多地应对奥
密克戎疫情的经验来看，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防控，即使医疗
资源丰富也难以应对。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病毒还
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远没有
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对于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和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要加大
防控力度，把关注重点放到“防”上。严格的防控措施，保护
的是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
　　马晓春：我们必须坚持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把疫情控制
在较小的范围内，减少大规模集中暴发的疫情。实践证明，我
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
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此轮上海疫情中，全国大量医务人员、保障团队驰援上
海，这也是我们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从武汉保卫战至今，
变的是不断细化精准的诊疗方案、防治举措，从未改变的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同心抗疫的理念。
　　我们相信，面对疫情，只要坚持到底，就能取得胜利。

本报记者杨金志、兰天鸣

　　上海郊区，一个 9000 余人的城中村
里，确诊病例超过 1200 例，单日新增最高
时达到 106 例。
　　这个村就是嘉定区江桥镇五四村。大名
鼎鼎的江桥蔬菜批发市场近在咫尺，附近工
厂企业密布，外来人口众多、人员流动频繁。
　　当记者近日来到五四村时，这里已经度
过了疫情的“最艰难时刻”，实现了连续 7 日
新增病例数为零。疫情风暴，渐渐远去。

一个城中村的艰难时刻

　　“4 月 18 日 19 时左右，我接到镇党
委书记甘永康同志电话，让我紧急驰援五
四村。”53 岁的嘉定区江桥镇总工会主席、
五四村下沉干部组组长张国民回忆说。
  半个小时以后，张国民和四名同事赶到
五四村组成工作组。4 月 18 日，五四村正面
临“艰难时刻”：当天新增病例 106 个，密接
人员超过 200 个。
　　五四村是嘉定区最大的城中村。村党
总支书记顾华杰说，留居村中的本地人多
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和孩子大多已经搬去
商品房小区；绝大多数在附近工厂打工的
外来人员租住村宅或者公寓房。
  5 月 14 日，记者在五四村看到，这里
道路街巷密如蛛网，小巷只容两人擦肩而
过，不少巷子走到底就是个死胡同。如果没
有熟悉的人带路，很容易迷路。街边时常可
见“小卖部”“浴室”“厕所”这样的招牌。这
些招牌里，蕴含着五四村大多数人的生活
方式。据介绍，村里 80% 的人家没有厕所，
公共厕所一共 5 个。
　　这个近万人的城中村，村两委干部一
共 5 人，加上工作人员也只有 12 人。抗疫
吃紧的时候，人手不足成为最大的难题。
村委会副主任朱怡文说：“我们每天忙到
凌晨 3 点睡觉，清晨 5 点就要准备新一轮
核酸检测。”朱怡文自己，做的是转运密接
工作。
　　随后的几天里，在工作组的统筹协调

下，村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增加到 93 人。
　　工作组的第一件事排摸全村情况，并
将防疫人员分为 11 个工作组，包括指挥
组、生活保障组、核酸检测组、物资保障组、
后勤保障组等。作为点位指挥长，张国民还
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保证固定的工作
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保存有生力量。
　　张国民自己睡眠不好，平时要靠安眠药
入睡。疫情期间，每天的药量从两粒增加到
三粒，白头发多了不少，人也瘦了十几斤。

越是艰难时刻，越不能乱

　　城中村里道路错综复杂，门洞密密麻
麻。尽管要求“足不出户”，但村民不可避免
地需要进出。
　　张国民渐渐摸清了村民们出行的规
律：清晨有的老年人会出门散步、白天居民
不 太 出 门 、晚 上 排 队 进 公 厕 的 人 比 较
多……张国民给每个村组分配了 5 名特
保人员，每天负责巡查，劝阻随意出门的行

为。如果村民们有相关需求，巡查人员也会
第一时间反馈。
　　同时，工作组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厕所使
用的防疫方案。最终，工作组选择“最严格”
的公厕管理方式。“村内每个公厕安排两人
24 小时看守，并要求每次只能进出一人，另
外再安排 4 个保洁员随时清洁卫生。”
　　记者在村中街巷行走时，看到一辆电
动三轮车在弄堂里缓缓移动，消杀人员手
拿消杀喷杆，向两旁不停地流动消杀。弄堂
很狭窄，三轮车甚至不能调头，开至弄堂尽
头就手推着倒退出来。
　　为了提升效率，村里还采购了十几辆
电瓶车，三四个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坐在改
造过的三轮车上，挨家挨户上门做核酸。
　　工作组成员遇到误解和困难时，张国
民总会说：“我们再做一次群众工作；我们
再打电话劝一劝；我们再给想想办法，做到
问心无愧……”
　　“越是艰难时刻，越不能打乱仗。”在这
些天的坚守里，五四村每天的新增病例数

经历了一个“下楼梯”的过程：100 多例、
60 多例、20 多例……到 5 月 7 日，新增感
染者数字降到了“0”。
  目前，这个数字再未变过，阳性感染者
人数被暂时锁定在 1257 人。
  5 月 14 日，五四村从封控区调整成为
管控区。

最对不起的人，是八旬老母亲

　　夜深人静的时候，张国民会记录当天
的战“疫”经历。这些经历多与人有关：
　　最对不起的人是感染新冠病毒的 86
岁的老母亲。张国民家里兄弟姐妹 5 人，
他是老小。父亲去世后，老母曾跟兄弟姐妹
们一起生活过，但最后还是习惯独自生活
在老村老宅里。
　　平时每周六，张国民都要回老宅为母
亲做一顿饭。“抗疫期间，我每天路过老宅
门口，只能匆匆往家里看一眼老母亲。耳背
的母亲每次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去
看她，我眼泪只能在眼眶里转。她染病后，
是其他工作人员转运走的；她出舱后，我在
五四村工作，也不能去看她照顾她。”
　　最需要表达歉意的人是几位下沉干
部。一位下沉干部的亲叔叔去世了，上午在
村里做核酸检测，下午去殡仪馆为老人送
行，晚上就回来给村民发菜；另一位爷爷去
世了，去医院看了老人最后一眼，之后也回
到了村里继续工作。
　　最感谢的人是村民。“村民在家里待了
近两个月，但绝大部分没有埋怨，没有牢
骚，而是积极支持、配合、理解，已经为抗疫
大局付出了最大努力。”
　　张国民总喜欢用马拉松来比喻五四村的
战“疫”历程。张国民在全国各地跑过 51 场全
程马拉松，这次抗疫是他的“第 52 场马拉
松”。
  在村子里，张国民不断告诉团队成员：

“我们就好像在跑一场全程马拉松。现在已
经到了马拉松最艰难时候了，后面就是胜
利的冲线，再顶一顶，再坚持坚持就到终
点。”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罗鑫）
在 17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王小娥介绍，北京本
轮疫情病例平均年龄 43.5 岁，最大 91 岁、
最小 28 天。截至 5 月 17 日 15 时，已有
541 例患者治愈出院或解除隔离。
　　王小娥介绍，北京市所有病例均在北
京地坛医院和小汤山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两家医院均在独立区域实行闭环管理，医
疗废物和生活垃圾实行全流程全闭环收
集、转运和消杀。
　　王小娥说，针对本轮疫情病例特点，根
据病例流行病学史，实行分区收治，对于共
同生活和同一环境的病例同室收治，不同
流行区域或尚未确定流行病学归类的病例
单间收治，不同毒株的病例分区收治。针
对高龄患者存在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

尿病、肿瘤等情况，由专科医疗团队加强基
础疾病诊治。
　　截至 5 月 17 日 15 时，两家医院共收
治新冠肺炎感染者 1186 例（含小汤山方
舱医院转地坛医院 17 例），已有 541 例患
者治愈出院或解除隔离。目前，在院新冠
肺炎病例 645 例。在院患者除 1 例合并
多种基础病为重型外，其余病情平稳，无危
重型病例。近两日，两家医院出院病例

110 例、入院病例 113 例，出入院病例接近
1 ：1。较前几日相比，出院病例数量明显
增加。
　　“医院注重隔离治疗人员心理情绪疏
导，及时协调解决病人困难，减少病人焦
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北京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严格落实防控
措施，规范诊治方案，体现人文关怀，确保
患者早日康复。”王小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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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郊，一个城中村战“疫”的日子

北京已有 541 例患者治愈出院或解除隔离

▲张国民（右）在检查发放给村民的物资。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吉
宁、侠克）北京市疾控
中 心 1 7 日 发 布 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流行期间农产品批发
市场疫情防控指引》，
该防控指引由北京市
商务局制定。防控指
引要求北京市的农产
品 批 发 市 场 工 作 人
员、商户经营人员等
每 24 小时做 1 次核
酸检测，纳入“白名
单”管理的每天增加
1 次抗原检测。
　　根据防控指引，进
入批发市场人员（除外
埠货运司机外）要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外埠货运司机
进场需持 48 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进
场后要立即做抗原检
测，抗原检测结果未出
时，禁止下车。
　　防控指引提出，
有条件的市场应安排
工作人员、商户经营
人员集中居住，实行
闭环管理；按照《集体宿舍日常防疫指引》，
建立集体宿舍防疫管理制度，落实各项防疫
措施。批发市场工作人员、商户经营人员佩
戴 N95（或 KN95）口罩，人员接触要保持 1
米距离，人员密集、封闭场所要派专门人员
进行管理，做好疏通，防止扎堆聚焦。
　　在日常管理方面，防控指引提出批发
市场区域内禁止零售交易，禁止场内货物
场外交易。对不同区域的经营人员要采取
分区管理，商户经营人员除经营需要外，严
禁到其他区域流动，各区域人员要尽量少
交叉或不交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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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记者罗鑫）
在 17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5 月 16
日 15 时至 5 月 17 日 15 时，北京新增本
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56 例，管控人员
47 例、社会面筛查 9 例，其中 44 例与近期
发生的聚集性疫情有关。
　　庞星火介绍，近期北京市发生 4 起聚集
性疫情，分别是：岳各庄市场相关聚集性疫情
累计报告感染者 50 例，其中工作人员 27 例、

关联人员 23 例；房山区韵达快递长阳分部相
关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 45 例；534 路
公交场站乘务人员及中铁十一局三公司两起
相关聚集性疫情各新增感染者 2 例。
　　庞星火说，4 月 22 日至 5 月 17 日 15
时，北京市累计报告 1169 例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涉及 15 个区。当前北京市零星
散发病例与聚集性疫情交织，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要严防死守，科学精准，以快
制快，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截至 5 月 16 日 24 时，经北京市疾控

中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分级标准》，通州区 1 地、房山区 5 地，调
整风险等级。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高风险
地区 17 个，中风险地区 29 个。
　　庞星火说：“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持续，
封控区内人员要理解、支持、配合各项防控
措施，做到足不出户；管控区内人员原则上
非必要不出门，严禁聚集性活动；解除封控
管控的小区（村）按照防控要求做好人员管
理、核酸检测、抗原自测和健康监测等各项
工作。”

北京：零星散发病例与聚集性疫情交织

亮码乘车

   5 月 1 7
日，北京公交集团
的工作人员在地铁
北苑路北站提示乘
客乘车需查验健
康码。
  根据北京市疫
情防控需要，为做
好精细精准防控，
自 2022 年 5 月 1 7
日首班车起，北京
市疫情防控封控
区、管控区周边的
1 90 条地面公交线
路重点车站和 54
座地铁车站，查验
乘客健康码上车。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