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春节，注定不平凡。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让原本就坚守岗位的白衣天使们直面
更严峻的挑战。在武汉，上海医疗队在
奋战；在上海，110家发热门诊，正成
为与疫情短兵相接的首发战场。 发热
门诊里的医护人员，24小时身着防护
服工作，为市民守卫第一道防线。

为 医 护 人 员 送 爱 心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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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接诊 10名武汉停留史患者 每天连续工作 15个小时成常态

走基层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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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热门诊他们守护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 （记者 左妍）披萨、烤

翅、意面、饮料⋯⋯从小年夜到大年初
一连续三天的晚间 9时多，瑞金医院

呼吸科病房都能收到神秘的外卖夜
宵。这些订单没有留下姓名，餐品却不

少，每天都能堆满一桌子。单子上只写
着“瑞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辛苦了！新

年快乐！请收下普通市民的一点点心

意！”护士朱聪颖说，“我们太感动了，
一直以为这是只有电视剧里会有的故

事，没想到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呼
吸科主治医师周剑平说，这是感动，也

是激励！“感受到默默的关注和爱护，

我们会更加义无反顾！”

连日来上海的各大医院医生护士

放弃休息，坚守岗位，守护市民的健
康。而来自“普通市民”的这份心意，也

让这个非常时期的农历春节，多了一
丝暖意。

▲六院的医护人员在穿防护服

荨 华东医院医护人员春节期间全力抗击疫情

凌晨
三时光哥夫妇送自制甜点

连续
三天瑞金医院收神秘夜宵

    本报讯（记者 孙云）凌晨 3时许，雨一直

下，夜色深沉，街道空无一人。微信昵称“爆炸头
妞”的市民阴女士和先生“光哥”把一袋袋刚出炉

的面包和点心装上私家车。他们的目的地———第
一人民医院、中山医院、龙华医院的急诊科以及

第十人民医院 120分站。从大年三十深夜的一个
“突发奇想”开始，夫妻俩为了这 150个爱心面包

和 13公斤点心已忙碌一整天。

24日深夜，记者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条微信
“如果您是医生或者为了疫情正在值班，奋斗在

前线，请随时联系我。我们免费无偿提供饼干、

面包、雪花酥等。请不要客气，我一直都在。”(见
上图)瞬间，就获上百点赞和留言。今天 0时 14

分，这条微信有了后续：“因为正值放假，原物料

采购困难，到晚上 9时才凑齐，预计次日凌晨 5

点左右送达！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记者随即联系到“爆炸头妞”，她坦言爱人“光
哥”在中山公园附近经营一家餐厅已 8年，除夕

夜，她在春晚上看到抗击疫情的信息心中一动，向

先生提议说：“光哥，急诊科的医生护士很辛苦，可

能也没时间出去吃饭，很多外卖又停了，不如咱们

在店里做点健康干净的食物送过去？”先生一拍即
合说：“好呀！反正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两人觉

得如果送荤食可能部分医护人员肠胃不适，做些
能让大家心情更好的甜食更佳。所以，很快就定下

了烤制雪花酥、饼干和面包的方案。说干就干，“爆
炸头妞”当即网上订购烘焙面包的黑麦面粉。正好

碰上春节，次日才有卖家回应。为了这包 25公斤

的面粉，他们付了 200多元快递费。昨天 20时 30

分，面粉送到，两人立即冒雨去餐厅烤面包。揉面、

醒发，大厨“光哥”独自忙碌了几

个小时，次日凌晨 2时许烤出了
150只面包。“爆炸头妞”也没闲

着，联系上了医院值夜班的朋友
们，敲定联系人、交接地点等。2

时 30分许，面包差不多晾凉了，
夫妻俩开始一一装袋，再配上昨

天白天赶制的雪花酥和饼干，打
包分装，忙到凌晨 3时许，又马不停蹄装车出

发。收到食物的那一刻，医护人员都很感动，都说
没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寒冷的雨夜收到一份这么温

暖的“外卖”。他们还偶然得知，原来“光哥”大有来
头，就是曾在东方卫视美食真人秀《顶级厨师》第

一季节目中获第二名的名厨顾晓光，更感到惊喜。
“我们和医生护士一样，都是老百姓，没啥

豪言壮语。我们只是觉得，如果他们感受到了自

己被关心着，会更加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挂着黑眼圈的夫妻俩说完，钻进车里，匆匆赶往

下一站，打算把点心送到更多的医院⋯⋯

市六医院
大局面前大家服从安排
庚子年的新春来了，但在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感染科、发热门诊，似乎感受不到什么

年味，病人不断增多，紧张、忙碌冲淡了过年
的喜悦，“注意防护”“保护好自己”代替了“新

年好”“恭喜发财”，成为非常时期的祝福语。
为了让医护人员更好休息，医院不断调整着

布局，划分专门的区域作为医护人员生活区，

让大家可以安心吃口热饭，打个瞌睡。
1994年 4月，六院感染科建科，葛正红护

士长当年 8月加入团队，一干就是 26年。“我
们经历过非典、甲流、乙肝、禽流感⋯⋯要说

怕，你天天可以担惊受怕，但是我们就这么过
来了，只要按规范操作、按流程执行，风险都

是在可控范围内的。”昨天是大年初一，从葛
护士长飞快的语速中就能感受到她的忙碌。

目前这批在发热门诊一线工作的都是 35岁
左右的中坚力量，这些护士有经验、有能力，

心理素质过硬。葛正红坦言，排班很难，确实
考虑了很多。“大家上有老下有小，说自己心

里一点没想法、家属一点没抱怨是假的，但在
大局面前，姐妹们选择了服从安排。”

下午 2时，经历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的
感染科主任臧国庆刚到家，说起非常时期的

工作，臧主任最想说“感谢”。“感谢我们这个
团队，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掉链子，没有人

讨价还价。”270、290、300⋯⋯发热门诊 24小
时开，接诊量居高不下，医生都经受着考验，

连续工作 12个小时、15个小时是常态。陈小
华、余永胜、奚敏⋯⋯臧主任报了一连串的名

字，对每个人都深表感谢。
37岁的赵滟雯是属猪的，除夕，她在发热

门诊度过了本命年的最后一天。面对咳嗽症

状明显却依然不戴口罩的发热病人，小赵心

里也会泛起些许不适。但是，该询问的病史一
样不能少，该做的检查检验都要做，这是职业

所赋予的专业素养。

新华医院
24小时做什么都像打仗
新华医院的发热门诊原是与肠道门诊合

用一栋小楼，当疫情出现后，医院启动紧急预

案，重新调配资源，将肠道门诊另迁他址。整
个小楼均成为发热门诊，一楼是儿童发热门

诊的入口，二楼是成人发热门诊的入口。
除夕，新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王妍

敏来到这里上班。由于医院防护服储备有限，

发热门诊里的所有人，包括保洁阿姨都要省着
用。他们尽量少喝水、少吃饭，因为每一次喝水

吃饭，他们都必须到半污染区脱下防护服，而
防护服一旦脱下，就要作为医疗废弃物丢弃。

这两天病人陆续增多，很多去过或经过
武汉，并有症状的患者从发热预检处引导至

发热门诊。新华医院呼吸科主任郭雪君是院
级专家组的组长，19日起，他已值守 140多个

小时了。最开始的几例发热患者，他都亲自看

过，即便半夜里，发热门诊的医生也会频繁打
电话给他、听取他的意见。

郭雪君、王妍敏都是经历过非典和禽流

感防控的医生，郭雪君说：“我们对发热门诊
的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按规范走就能渡过

去。”王妍敏的丈夫得知妻子除夕值班，两人

在医院对面吃了一顿年夜饭。其间，他并没有

太多的表示，对此王妍敏说：“习惯了呀！”

可护目镜套眼镜的窘况仍不能让王妍敏
习惯。下午，在专家远程会诊的间隙，她闭着

眼睛，想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看病人、看

片子、看报告、看流行病调查的流程⋯⋯眼睛
有点吃不消了！”仅仅一个下午，发热门诊就

接诊了 10位有武汉停留史的患者。
为更大程度保护医护人员，医院信息科

在除夕上午紧急为发热门诊建立了一套远程
会诊系统，专家组成员无需频繁进入诊区，就

能参与会诊。一部分患者还需要 CT摄片，为

了转运他们，新华医院后勤部门的能工巧匠
临时用木箱子做了一个可移动的隔离推车，

尽可能地减少传染。更多的人在为这栋小楼
的运作忙碌不已。而小楼里的人轮替着吃年

夜饭，速度极快，王妍敏说：“我们这 24小时
做什么都像打仗一样。”

儿童医学中心
悉心排除每个疑似患儿
1岁半的男婴小卢 3天前发热、咳嗽和流

涕，而他爷爷近日在武汉转乘高铁，滞留约 5

小时⋯⋯儿中心的发热隔离门诊很快就“收
下”小卢，为他做了一系列排查，常规的病原

学检查均呈阴性后，经两次专家会诊，他的痰
和血标本被送到疾控。

值班医生给了孩子针对肺炎的治疗措

施，并让父母严格隔离。但是孩子的肺炎症状
仍在加重。再次给小卢做了痰病毒检测，呼吸

道合胞病毒变成弱阳性。是否存在新型冠状
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混合感染？这一点

让医生感到困惑。经过二次复核都是阴性，小
卢撕掉了“疑似”标签，解除隔离，确诊为呼吸

道合胞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虽说目前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儿童病例少，但儿中心

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在小卢就诊留观期间，儿

中心的发热隔离门诊先后接诊约 30例筛查

或疑似病例，先后均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小年夜那天，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重症

医学科的主治医师项龙第一天在隔离病房当
班，早早地将 24小时值班手机揣在了白大衣

的口袋里⋯⋯突然，微信来了，“奶奶于安徽
老家病故，得知你是单位里疫情防控主力队

员，勿归勿念，自己保重！”项医生看着手机，

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但他没时间悲伤，迅速调
整了下情绪后，带上急救拷机，投入了另一场

与死神的赛跑⋯⋯

普陀区人民医院
防控路上没有“配角”

普陀区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黎芳因90

多岁公公生病，本打算和丈夫回武汉探望，但

得知工作需要的那刻起，她就立即表态取消
行程。此外，科室里原打算回内蒙古、山东等

地探亲的医生们，也都选择留下来坚守岗位。
急诊科和感染科主任王伟工作 29年了，在他

的职业生涯中，因春节而放弃与家人团聚的

机会印象中就有近十六七次。今年非常时期，
王伟毫无疑问又要留在医院过年。

虽是区级医院，但在抗疫过程中却并不
是跑“龙套”的角色，更要承担为大医院分流发

热病人的任务，避免就诊人数增长过多而导致
交叉感染。据悉，普陀区人民医院有独立的发

热门诊，设有收费、发药、X光摄片、留观室等，
并有明显的标识，方便病人就诊。王伟说，“发

热门诊是医院的第一道防线，医护人员一定要
严阵以待。在关键时刻，更要承担好为人民群

众健康服务的重任！”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