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

市一医院副院长郑军华上午接受
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武汉金

银潭医院北二楼病区又有 2例病
人经过治疗今日将出院。

“昨天新收 5位病人，多数病

人我们经治疗，已有所好转，仍需
观察一段时间。”郑军华说，“病人

核酸转阴说明病毒减弱，相对也不
具有传染性。”此外，有一例重症病

人转入上海医疗队负责的危重病
房，也有治疗相对稳定的病人转出

危重病房。“我们医务人员正在积

极努力，在每一次交班时讨论危重
病人的救治原则、具体方案，来推

进相关医疗工作。我们强调对病人
精准治疗，特别是在调高免疫力，

增强营养方面做了方案调整。”
郑军华介绍，上海医疗队克服

了很多困难，运转得越来越规范、

有效，整个团队非常团结。昨晚召
开了医疗队全体组长会议，对工作

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找缺陷、补
短板，使队伍更具有战斗力。“我们

对于病房管理、特别是院感管理，
对疾病的了解，对轻型、中型、危重

型、重型这四类病人有了更多临床

经验的累积。团队经过这一段时间
的磨练，护护之间、医护之间、医医

之间的氛围更加协调。”
记者连线第二批上海援鄂医

疗队领队、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

时得知，今天是他们入武汉三院的

第六天，目前接管 3个病区 90名

病人。“原本估计要磨合很长时间，
但现在配合得很不错。病人们很相

信上海医疗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

信心。”昨天在医疗队驻地，6位医

护人员还过了一次难忘的集体生
日。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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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一粒灰， 落在个人头

上，就是一座山。

这些天，这句话很流行。 仔细

咀嚼，有些让人悲从中来。

灾难式的疫情中，有多少人的

家庭被摧毁，又有多少人依然在为
生存挣扎。 不仅是那些患病者，还

有因为疫病而无以为继的小生意

人。 “我和我的公司都撑不住了！ ”

这呼告很真实———客户流失、成本

增加、贷款待还……疫情之下的中
小企业还能熬多久？成为越来越多

人担心的问题。

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经济细

胞。业内一直有一个说法，将中小企
业的作用归结为 “五六七八九”，即

贡献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产品创新，80%以

上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说到底，

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昨天， 上海市政府宣布正式出

台四项企业减负措施： 实施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 推迟调整社保缴

费基数、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实
施培训费补贴政策……在疫情施虐

的当下，这些政策就像是一束光，照

亮了很多人感到昏暗无光的前程。

据测算，对不裁员、少减员、符
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返还单位及其

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总额的 50%，仅此一项，预计今年

就将有约 14万家用人单位受益，

减负约 26亿元。 结合推迟调整社

保缴费基数所减少的 101亿元，预

计本市仅在降费方面就将为企业
减负 127亿元。

真金白银的 127亿元， 对于政
府部门来说并不是一笔小钱。 我们

都还记得，今年上海两会上，市长应

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0.8%，

相比 5%的预期增速， 下降 4.2个百

分点。2020年政府将继续带头过“紧
日子”，各部门一般性财政支出一律

压减 10%以上，部门经费全部取消。

这种背景，会让我们对昨天出

台的政策有更深的认识。而这样的

政策，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断出
台，全国多家地产运营商也纷纷减

免商户租金。 抗击疫情的下半场，

共克时艰不只靠口号和热情，还有

实实在在的帮扶政策。

昨天，武汉火神山医院交付人

民军队医务工作者后，收治首批新
冠肺炎确诊病人。 10天，6000余名

建设者、近千台大型机械建成总建
筑面积 3.39万平方米、 编设床位

1000张的“武汉小汤山”。 非常时
期，非常速度。这样的奇迹，让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感到震撼：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动员。 ”

中国人向来善于创造奇迹。今

天，是中国农历的立春节气，越来
越多的好消息也让我们坚信，万众

一心，定能迎来春回大地。

相信我们定能共克时艰
潘高峰

    “面对严重疫情所产生的焦虑

心理，该怎么缓解？怎样才能强大
自己的内心？”“身体出现了咳

嗽、感冒等症状，担心是否感染，
整天胡思乱想甚至失眠，该怎么

办？”“由于疫情的突然爆发，改
变了自己原先的计划，每天不能出

门，心情愈发焦躁，怎么办？”⋯⋯

开通四天的“抗击新冠疫情心理援
助”网络平台，由华东师范大学心

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专家利用学
科优势全情投入，已成为沪上市民

在抗疫日子里舒缓心理危机的重
要途径。

“当自己无法控制情绪时，建
议拨打心理热线电话，寻求个性

化的心理支持。”从这几日“新冠

疫情心理援助”平台梳理出的问
题来看，焦虑人群分布在各个年

龄段，且各种问题往往又伴随着
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疫情让我们焦虑的吗？看
似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正确？”华东

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张亚说，以往人们有一千种方法逃
避诸如此类的存在焦虑，但如今面

对疫情，我们每个人都被强制拉到
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

前，不得不活生生地面对这些存在
焦虑。不同的个体，看似在面对自

己不同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面对存
在本身的孤独与无意义感。

张亚提出，大多数抗焦虑的心

理处方都会建议人们深呼吸，或是
主动转移注意力，现在不妨走另一

条更彻底的道路，就是从当前疫情
下的焦虑情绪开始，问自己三个问

题：“我在焦虑什么？”“关于死亡，
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如果还有机

会，我想要在无意义中创造怎样的

人生意义？”张亚认为，当人们真的

这样自问时，其实已在进行存在的
反思了。“我们面临的焦虑更多是

想象中的，和武汉地区的同胞或疑
似患者相比，和奋战在一线的医疗

工作者相比，我们如今宅在家里是
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假日生活

了。”她说。 首席记者 王蔚

心理援助平台为市民建“防控屋”

疫情中焦虑和害怕
多源于“无意义”想象

    本报讯 （通讯员 宋琼芳 记

者 左妍）防控疫情，口罩是宝贵的
资源，是个人防护的“标配”，如何

珍惜宝贵资源，合理使用口罩这一
有效防护用品？昨天，上海市健康

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主任医师表
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市民佩

戴口罩可“五戴三不戴”。

口罩宝贵，三种情况可少戴

   截至 2月 3日 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0438例（黑龙江

省核减 2例），现有重症病例 2788例，累计
死亡病例 42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632

例，现有疑似病例 23214例。 据新华社电

    今天 9时 30分，一架民用直

升机降落在武汉新华路体育场，为
武汉带去 20箱疫情急需的医疗物

资，其中还有一箱是由上海胸科医
院托运的，带给上海援鄂医疗队的

治疗试剂。据上海新空直升机有限
公司创始人曹新田介绍，原定 1月

31日晚于杭州萧山起飞，后因天

气原因取消。“昨 17时 50分我们
从上海起飞，20点落地合肥。”曹

新田说，“今 8点从合肥起飞，9点
半抵武汉。今天是立春，我们希望

武汉早日迎来春回大地。”
本报记者 方翔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沪直升机携医疗物资降落武汉

    本报讯 （记者 左妍）3日 0-24时，

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
似病例 74例；新增确诊病例 15例，其中

1例重症，另有 1例 7 月龄，有来自湖北
的确诊病例接触史。确诊病例中，外地来

沪人员 3例，本市常住人口 12例。

截至 3日 24时，上海市已累计排除

疑似病例 523例，发现确诊病例 208例。
确诊病例中，男性 107例，女性 101例；年

龄最大 88岁，最小 7月龄；116例有湖北
居住或旅行史，8例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

或旅行史，84例有相关病例接触史；外地

来沪人员 79例，本市常住人口 129例。

目前183例病情平稳，8例病情危重，6例
重症，10例治愈出院，1例死亡。尚有168例疑

似病例正在排查中。此前通报中曾有“两例
无湖北接触史确诊病”,不过该表述已不见。

市卫健委回应，流行病学调查是个过程，两
例病例此前表示并无接触史，工作人员在

多次流调后获悉，两例病例有湖北接触史。

上海新增 15例 累计确诊 208例全国累计确诊 20438例

赞！又有两患者出院

观察战疫

五种情况必须戴

● 人员密集场所要戴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戴

● 搭乘电梯要戴

● 集中办公和工作的场所要戴
● 到医院就诊要戴

三种情况可不戴或少戴

● 独自在户外人少空旷处可以
不戴，如有来人，请保持一米以上

距离

● 骑车时可以不戴，与其他车辆

保持适当距离
● 独自驾驶车辆时，也可以不戴

口罩

年轻父母的焦虑
疫情还没有全面爆发前，不

少家庭曾举家去过游乐场甚至外

出旅游，因此，做父母的担心会不
会自己就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如果孩子真的出了问题， 自己该
怎么办？ 有做母亲的反映，她们天

天强迫回忆各种与人接触的片

段，根本无法入睡。 还有的父母纠
结， 去超市只戴了口罩而没有戴

防护眼镜， 会不会眼结膜也被感
染，万一回家后又传给了孩子，该

怎么办？

学生族的焦虑
疫情爆发前回到老家的大学

生们， 本来年前都约好了各路好

友吃吃喝喝过大年， 没想到现在
天天宅在家里， 学校不许提前返

校， 只能在家里忍受父母不停地
唠叨 “起床啦”“吃饭啦”“你怎么

还在看手机”“你怎么这么颓废”

“你哪里还像个大学生啊”……真
的感觉疫情没有把自己弄疯，倒

是家人快把自己逼疯了。

职场人士的焦虑
就像个一直高速旋转的陀

螺，现在突然停下来了，真的不

知所措。 职场人士苦恼，长假让
自己变得特别懒散、低落，觉得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心里特别空
虚。

中老年市民的焦虑
没法和亲戚们聚会， 只能窝

在家刷手机。 面对着网上各种纷
繁复杂的小道消息， 有些中老年

朋友没法分辨真假， 直呼自己变

得惊慌失措了。 还有的老人反映，

他们因为要囤积食物而出现了失

眠、烦躁、脾气暴躁等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