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郜阳）这两天上海
9个省界公安检查站“逢车必检”，车辆排起了

长队，长时间拥堵，市民关注有没有缓解疏导
的措施？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上海市政府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处处
长尹欣介绍，目前 9个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合

计可用车道共 63根，比较拥堵的有 G40沪苏
站、G60枫泾站、G15朱桥站、G2花桥站、G50

汾湖站。公安、卫生健康、交通部门和属地各区

正在优化流程，尽可能缓解防疫查控工作对高
速道路通行造成的影响。设施设备上，增加设

施设备配置，优化现有查验车道设置，车道做

到应开尽开。人员配置上，根据现场车流情况
动态调节车道设置，增加筛查人员，做到足额

配备，提升查验效率。
此外，市交通委抓紧研究春运返程高峰车

流特点，会同公安、卫生健康部门指导各区做
好高峰时段应急响应、增派人员工作，尽最大

努力减少查验工作对群众节后返沪的影响。

“这几天，市民群众都很配合，希望大家能
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一起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尹欣说。

上海 9个省界公安检查站“逢车必检”

道口增派人员应对返城高峰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郜阳）眼下正值呼
吸道疾病的高发季，有市民担心得了普通感
冒、流感之类的需要就医，或者老年人去配些

常用药，医院还能不能去？在昨天举行的上海
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主任

邬惊雷介绍，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其发热门

诊和其他诊区是隔开的，并且有严格的消毒隔

离制度，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完全可以正常
就诊，就诊时建议佩戴口罩。老年人如有常用药

配药需求，可以到居住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并通过延伸处方药品配送等方式，减少出

门就医频次，降低呼吸道传染病感染风险。

发热门诊和其他诊区是隔开的

生病不用害怕去医院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郜阳）春节临近
尾声，回沪人员渐多，也将给疫情防控带来
新的挑战。以杨浦区为例，仅 1月 28日一天

就收到需要联系核实的人员 3000多个，社
区防控该如何落到实处？在昨天举行的上海

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杨浦区大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辉介绍了社区防

控的“杨浦经验”。

刘辉强调，作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做
好社区防控，一要做到全覆盖精细排查重点

人员，确保不能漏掉重点人员；二要做到全
覆盖规范监测重点人员，确保重点人员都能

够居家隔离或者集中隔离。以 1月 28日为
例，杨浦区接收到需要联系核实的人员

3000多个，家庭医生按照自己管辖的居委，
一一核实具体信息。大桥街道有 29个居委，

一方面，他们通过外来人口登记表，主动联
系湖北籍人员，了解掌握他们的行程、动态、

现在居住地；另一方面建立邻里互助机制，
发动居民、邻居、家属，掌握居民赴重点地区

探亲、旅游、出差的情况。没有返沪的，关心
他们在当地的情况，宣传上海防疫措施，希

望他们安心在当地隔离；若返沪，第一时间
报告给居委或者家庭医生。同时，还发动居

民主动提供线索，加强对各小区内“鄂”牌机

动车的排查力度，逐车进行人员核实和信息
排摸。街道平安办和派出所做好辖区内 32家

宾馆中湖北来沪人员排摸工作。优商办负责
辖区园区企业内湖北返沪或来沪人员排摸。

对符合居家隔离的重点人员，大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了由公共卫生医师和家庭

医生组成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组，接下来，所

有医护人员全员上岗，完成居家隔离的访视
工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为隔离人员

发放口罩、体温计、酒精棉球以及健康宣传资
料。居委会会加强对居家隔离人员的帮扶机

制，每日 2次电话沟通，掌握隔离人员生活
物资是否短缺，并及时给予补给。对居家隔

离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初步消毒后再做处
理。在棚户旧里通风不畅的区域，消毒条线

人员指导居委社工、物业和志愿者对门禁、
电梯按键、扶手、楼道进行消毒。

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强调，本市将继续
加强社区防控排查与隔离观察，对重点地区

来沪人员做好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医务人
员每日进行两次体温测量，持续关注健康。

“无论是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我们
也会做好物资保障的工作。”邬惊雷强调。

杨浦加强社区防控排查与隔离观察

一天核实3000多重点人员

    久违的晴天让昨天午后的隔离病房洒满

阳光。7岁的豆豆（化名）躺在病床上吃零食、
看动画片，跟普通孩子没两样。很快，他发现

门口有人在“偷看”他，豆豆没有害怕，向护士
招了招手。

他住在这里 10天了，是上海首例确诊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儿童，上海籍。连日来，病

区的医生护士和医院领导无时无刻不在关注

他的状况。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
科主任曾玫说，患儿病情已平稳，但还处在排

毒期，尚未达到出院标准。“虽是轻症，我们也
不能掉以轻心！”

“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

1月 19日，豆豆妈妈带着他来就诊。豆豆
爸爸有武汉暴露史，已经被确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孩子又出现了发热、咳嗽症状，濒临
崩溃的妈妈强打起精神，把儿子送来医院。

“我们该怎么办？完了，我怕⋯⋯”妈妈的眼神
里充满了恐惧。

这个家庭，因为这一场名叫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的疾病而改变。“目前孩子情况还好，
请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我们会把孩子的

病看好的！”曾玫已在一线奋战 25年，她的一
席话，让妈妈过度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

曾玫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医院前几天
已进行全员培训，进入应急状态。感染传染科

全体医护就是随时迎战的前线战士。在医院
的协调下，传染病房很早腾出了负压病房，豆

豆顺利住了进去。
这里的门窗紧闭，不能随意进出。虽然对

传染病有着丰富的处置经验，但面对这次的
新型病毒，在还未完全清楚其特性的情况下，

大家仍不敢放松警惕，接触患儿和采集呼吸
道标本必须做好防护。

第一批穿上防护服进入发热诊室和病房
的是曾玫主任和住院总医师林怡翔，还有感

染传染科护士长夏爱梅、护士张莹。来到陌生
环境，又看到 4个“全副武装”的人走进来，豆

豆有些害怕。曾玫需要立即对孩子进行病情
评估和体格检查，还要采集孩子的呼吸道标

本进行病毒检测。孩子需抽血化验，但看到抽

血针头就大哭了起来。“别怕，这里很安全！我

们是来帮你的！”听到医生护士这样说，孩子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此时他突然认出，眼前的

一位护士阿姨，就住在他同一个小区，两家的
男孩还是玩伴。有了熟悉的护士阿姨在身边，

豆豆放松了一些，破涕为笑：“阿姨好！”
“孩子入院时没有肺炎，处于疾病早期的

轻症阶段，治疗以对症为主，但需要警惕未来

一周病情加重的可能性。”曾玫说，专家组医
疗团队决定先给孩子口服药物，暂时不需要

静脉注射用药，再根据疾病进展调整方案。
不过度治疗，是曾玫多年管理患儿的工

作原则。入院 24小时以后，孩子体温就趋于
正常，咳嗽没有加重。“在这例患儿身上，密切

观察就是最好的办法。”曾玫是有底气的，源
于她带的这支队伍非常“能打”，经历过手足

口病、人感染 H7N9禽流感、2009年流感大流
行的考验，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传染性疾病

的规律，即便是面对新发传染病，也有信心处
理好眼前的患儿。

哄孩子，也要安抚家长
密切观察，可并不是眼睛“看”那么简单。

每天的值班医生护士，都对这个小患儿格外

关注。“哪怕不进门，也要在玻璃窗外悄悄观

察一下，除了治疗，还要关注安全。”护士长夏
爱梅说。他们趁每次穿隔离服进病房喂药的

机会，给豆豆送去饼干、糖果，还有 iPad，豆豆
也可以在里面看电视。后来几天，全副武装的

“小白人”进入房间成了他每天最期待的时
刻。叔叔阿姨们又来陪他了！

孩子可以哄，难的是消除家长的恐惧。最

初几天，豆豆妈妈每天提心吊胆。夏爱梅回忆
道，妈妈曾趴在她的肩头大哭，医生护士安慰

了三天，她才调整好情绪，第一次露出笑容。
曾玫做儿科医生这么多年，她深知家长的

心理。“沟通技巧很重要，同样是家属谈话，先说
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效果大不同。”她不喜欢

直接把“最坏的结果”告诉家长，而是婉转告知；
同时想办法先说好的一面，给家长看到希望。

“我们可以理解家长的恐惧。我家人也担
心我，不过我是专业人员，要相信我！”夏爱梅

说，护士们每半小时都要去看孩子一眼，穿隔
离服进去的次数每天至少也要四五次。赢得

了信任后，孩子很配合治疗，且乖巧听话。
入院一周，孩子的情况比较稳定，心跳呼

吸和肺部影像均没有异常。但鼻拭子标本病
毒检测依然呈阳性，还需要隔离。曾玫对治疗

效果有信心，她也知道，上海家长密切关注这

名孩子的感染和治疗情况，治愈出院将会是
一颗重磅“定心丸”。

“家长不在，我们就是妈妈”

在豆豆的隔壁，住着 11岁的女孩，她也
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儿，她的姐姐从武

汉回沪，不幸中招，28日已治愈出院。
在负压病房，患儿的生活让人没少操心。

洗澡、换衣，甚至买零食，护士们都尽量满足。
“家长不在，我们就是妈妈！”夏爱梅已在这里

工作 12年，对照顾传染病孩子得心应手，特

别体谅家长的心情和孩子的需求。
她早早地打电话给营养科，“能不能给我

们这里开开小灶？增加点营养，也增加点花
样？”非常时期，也要给孩子们特殊的关怀。很

快，饭菜翻起了花样，品种也更齐全了。过年
期间，感染传染科的医护天天坚守岗位。医院

相关部门发来了酸奶、饼干、蛋糕给他们加
餐，可护士却转身送给了小朋友。

这几天，曾玫和同事们异常忙碌。除了治
疗，还要和院领导以及各个相关部门协商与

沟通，确保负压病房的合理使用和运转，实时
汇报患儿情况并进行随访。尽管每年过年都

要坚守岗位，但今年显得特别“不一样”———
整个医院举全院之力，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他们更是奋战在最前线。
现在，病区还有一些疑似病例等待排除。

这部分病人最少要在医院住 3天，等二次复
核病毒核酸阴性才能走。不久前，有个婴儿呼

吸道感染，因家中好几个长辈均有类似症状，
外婆又刚从武汉回来，同样也出现了咳嗽发

烧。曾玫高度警惕，很快就把孩子收进来。经
检测，孩子流感抗体检测呈阳性，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呈阴性，两次复核后，被排除了。
曾玫松了一口气，“虽然目前来看，孩子

的感染率明显低于成人，但我们依然承担重

大的责任，不能漏掉疑似病例，也不能过度诊
疗，否则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患者的心

理压力，更会引起社会恐慌。”新发传染病，有
许多未知的因素，在她看来，不轻视、不畏惧，

科学对待，才能打赢这场仗。
记者走出病区的时候，这里依然静悄悄

的，但那些平静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忙
碌。两例患儿的病情牵动人心，大家都在心里盼

着这里尽快传来好消息。 本报记者 左妍

医生：“孩子别怕，这里很安全！”
本报记者独家探访两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儿负压病房

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同同舟舟共共济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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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护人员进入病房前“全副武装”，没有一丝马虎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