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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 武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1.3万多张床位全部空床。

这标志着湖北、武汉的疫情防控，已经

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 3月初开始， 武汉的十几家方舱医

院陆续休舱，伴随着的，是武汉新增确诊病
例日渐减少，治愈患者越来越多。 昨天，湖

北新增确诊病例 13例（武汉 13例），新增

治愈出院病例 1471例（武汉 1212例）。

方舱医院的诞生， 是因为病床供需矛

盾大。 方舱医院使大量患者在短期内得到
收治，大大扭转了前期“一床难求”的情况，

对防止疫情扩散也起到了关键作用。2月 5

日， 武汉投用首家方舱医院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到昨天全部休舱，35天时间，收治患
者 1.2万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

方舱医院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有的
患者病中仍不忘阅读，有的患者在医护人员

带领下跳起广场舞、打起太极拳……这些场
景，通过互联网传播了出去，令观者动容：病

毒的威胁并没有让人放弃思考和希望。即使
是旁观者，也可从中获得信心和勇气。

方舱医院的有效运转，让人看到携手抗
疫的力量。 比如，作为“开放床位最多、累计

收治病人最多、累计出院人数最多的方舱医
院”， 江汉方舱医院由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进行日常管理， 先后有 20支外省支
援湖北医疗队、武汉市 5家医院与协和医院医护团队

共同合作。 又如，有人在武汉打工、因“封城”不得不滞

留，选择到方舱医院做起了志愿者，“我家里曾是贫困

户，一直以来受到国家的照顾。 既然我家老一辈人有
享受到国家的福利， 而我现在能为抗击疫情出一份

力，最起码老人受到的帮助，我能够去回报。 ”

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武
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方舱医院全部休

舱，印证着武汉的疫情已有了明显好转，也给全国人
民以极大的鼓舞。平时我们说“开门大吉”，这次却要

说“关门大吉”。 我们将牢记方舱医院在抗疫中的关
键作用，也希望它们不再有重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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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浦东金杨新村街道香山三居委收

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一位 98岁高龄的
老人，想当志愿者被婉拒，引出了背后不为

人知的故事⋯⋯
香山三居委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封特殊

的“信件”来自 98岁高龄的王海曙。他曾是
邮电电话局的职工，喜欢旅游，练就了一副

好身板。退休后还考取了导游证，到老年旅

游团里当起了导游。周围的人评价他：为人

和善，家庭和睦，常常教育子女要心怀感恩。
如今 98岁高龄的他，依然心系社区。在

此次抗击疫情期间，他一直想着，能为社区
做点什么呢？便主动提出想当志愿者。他说，

自己平时喜欢锻炼身体，95岁时还爬山，平
时经常参加社区健康跑、健步走、骑车。尽管

如此，朋友家人、社区干部出于慎重考虑，毕

竟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还是应该安全第一。

多方劝说，他只好打消了做志愿者的念头。
看着居委干部天天忙碌到深夜，党员、

志愿者为小区奔波劳碌，王老伯还是不甘心。
于是，他写了一封特殊的“书信”，还在信封里

塞入 1000元现金，捐给社区抗击疫情。
他说，自己从 1982年就居住在德平路

的小区。18年来，作为一名独居老人，一直受

到街道、社区、邻居们的关照。“每周一，护理

部派来人员，帮我打扫房间；每天早晨，有专
人将新鲜牛奶送到我家；每月，可以到银行

领取交通补贴⋯⋯”
更让王老伯难以忘怀的是：“今年 1月，

我独自在家烧菜后，忘了关煤气。幸好去年
政府部门为我家里安装了燃气报警器，警报

器发出警报，燃气公司马上打电话来提醒

我，让我逃过一劫！”
劫后余生的他表示，对于这些关爱一直

心怀感激。“在这次社区抗疫中，没能出上
力，但这点心意还请组织收下！谨以此表达

对社区抗击疫情的‘战士’们的敬意。”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针对全球疫情日益严峻的形势，申城第

一时间升级防控举措，对入境人员采取闭环
式管理。在普陀区万里街道，一名从意大利

返沪的留学生小颖，一路上感受到上海在防
疫工作上的严谨细致、周到温馨：“这是我

走过的最艰难也是最温暖的回家路，到‘家’
的感觉真好！”

宁愿白做也不错过
“喂，是居委会吗？我是几号几室的，我

女朋友可能这两天要从意大利回来。”3月4

日上午，万里街道中浩云居委接到一通简短
的居民来电。当前，上海正处于严防输入的

关键期，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苏华军一听是重
点国家返沪，赶紧回拨电话，想要了解详情，

但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随后，苏华军和居委干部一起上门。“白

天去了，没有人。当天晚上，我们又去了，可
还是没人开门。”电话无人接听，多次上门又

没人在，这让苏华军开始担心起电话内容会

不会有误。但是本着宁愿多做白做也不能放
过提前防范最佳时机的想法，他当即拜托隔

壁居民帮忙留意该住户情况。查询前期排摸
材料，发现这户是出租房，居委干部开始尝

试联系房东。

开启实时联系模式
第二天一早，苏华军和万里派出所民警

再次上门，依旧没能见到租客。而另一路，居

委干部终于通过房东，与租客陈先生取得了
联系。从陈先生那里，苏华军了解到，其女友

小颖已经买好了机票，将于3月7日返回上

海。苏华军第一时间向街道防疫工作领导小

组报告了相关情况。街道防疫工作领导小组
高度重视，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工作要求，指

导居民区持续跟进。此刻开始，苏华军与小
颖开启了实时联系模式，了解其行程动向。

电话短信一路不断
原来，小颖正在意大利求学。由于意大

利疫情蔓延加剧，防疫情势趋紧，小颖的学

校从2月底开始停课。“一个人呆在国外，父
母和男朋友也不放心，所以我决定回国。”

受疫情影响，意大利直飞上海航班已经
停飞，她花了整整两天，转两次机，才回到上

海。在意大利的机场，小颖发现戴口罩的人

很少，心里非常忐忑。“上了飞机，我们都不
敢摘口罩。到了第一个转机点，发现戴口罩

的人多了，心里才踏实一点。”

一路上，小颖的手机异常忙碌，每隔一
段时间就会接到同一个号码的电话和短信，

而这个号码的另一端正是苏华军。“从上飞
机开始，到阿布扎比转机，再到北京转机，最

后落地上海，我每隔一段时间跟她联系一
下，问一下情况，提醒她注意避开人群聚集

的地方。”苏华军表示。

而另一头，虽然是周末，但苏华军依旧
在居委忙碌着，随时向街道报告小颖的动

向。在苏华军的引导下，小颖只用了1个半小
时，就办理好了入境手续，并与驻点人员对

接，乘坐统一的车辆到集中观察点。小颖告
诉记者，虽然这次回国之路比较辛苦，但回

家了，就安心了。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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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老人想当志愿者被婉拒

不甘心的他写了封特殊“书信”

瑞金医院护士杜颖———

对孩子“食言”：妈妈还要多留10天

抗抗疫疫 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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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的 A3 重症病房
支援十多天了，尽管已经
到了按照规定结束应急任
务的时候，但来自瑞金医
院重症医学科的护士杜颖
却没有要马上离开这里的
意思。她整理了一下情绪，
打电话给一年级的女儿，
“妈妈还要多留 10 天，照
顾这里的爷爷奶奶，暂时
不能回来陪你，你在家上
课认真一点噢！”

第一次做如此高级别防护

杜颖今年 36岁，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重
症医学科护士。2月 22日早上，她接到任

务，“马上去公卫中心重症病房！”给她的准
备时间只有 2小时。

“你能别去吗？”8岁的女儿虽然不舍，
但她也明白妈妈是一名白衣天使，多少次

想念妈妈的时候，她却不能在身边，只因有

“更需要我妈妈的人”。女儿含着泪帮妈妈
一起收拾好行李，又送妈妈到楼梯口，这一

刻，杜颖的眼泪也止不住了。她答应女儿，
完成 10天的应急任务后就回来陪她。

一系列身体检查后，穿过一道门进入

缓冲区，花了约 20分钟穿戴防护服，杜颖
一遍遍检查自己有没有防护到位。曾经历

过禽流感 H7N9 和甲流 H1N1 的考验，但
如此高级别的防护，在杜颖的职业生涯中

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和那么多外院姐妹合作

进入那道门后，她所面对的就是滴答
作响的仪器和气管插管的病人。“打个动脉

针！这个病人右手不行，快点试试另一只
手！”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杜颖很快就

进入了角色。

在病房，每个危重患者由 2名护士来

照料，一切护理都要由护士来完成。肺部感
染严重的患者无法自主排痰，上了 ECMO

的病人同时采用抗凝治疗，怕出血，所以都
需要通过手动拍背，帮助痰液引流。帮患者

翻身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常常要好几名护
士合力才能完成。“别看 ICU里大多数都

是女护士，可我们力气都很大。”杜颖说，她

还经常“串门”到隔壁去帮忙。“护士来自上
海的各医院，大家互相帮助，我是第一次和

那么多不同医院的护士一起奋斗。”

第一次对孩子“食言”

病房里很忙，日子过得极快。杜颖说，
女儿每天打来电话跟她聊天，是最放松的

时刻。女儿问她，“你照顾的爷爷奶奶有没
有好起来？”“你哪一天回来？”一天天倒计

时，很快就到了即将出病房去进行 14天医
学观察的日子。

但是，她却第一次对女儿“食言”了。杜

颖告诉记者，在这里参加救治重症患者的
护士，工作强度非常高，所以根据规定“每

十天一轮换”。但做满 10天临走时，她却想
起瞿洪平主任在治疗过程中多次对她强调

的话，“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大家的目标只
有一个，全力救治病人！你要发挥你的专业

优势，带好这支护理队伍，保障打赢这场战
役！”为此，杜颖果断决定留下来，继续担任

带队任务，再做一个周期再走。
到今天，杜颖已经在病房里第 19天

了。乖巧懂事的女儿也早已不再追问妈妈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她说：“妈妈，我给你做

了巧克力，还刻了名字，也给其他的阿姨刻
了名字，我寄给你，希望你们照顾的病人都

能好起来！”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