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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隐瞒病史逃避隔离
构成失信将上“黑名单”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决定》上午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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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后，申城各科研院
所、高校和科技企业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广大
科研工作者放弃休息、埋头奋战，争分夺秒探

明传播致病机理，着力突破病毒快速检测与
防护难题，争分夺秒全力开展疫苗研制与药
品筛选研发。原本停机的上海光源开辟了绿
色通道，上汽大通抓紧生产负压救护车、人工

智能企业推出拳头产品用于疫情防控⋯⋯战
胜疫病需要科技支撑，越来越多科学理性的
声音出现，也让我们对这次疫情“阻击战”有
了更多信心。

科技加持“大黄蜂”硬核开路 战疫必胜“长生剑”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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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73岁的王老先

生笑眯眯地捧着鲜花，走
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病房，

入院到出院，花了两周多。媒体记者一
拥而上，为同一批出院的 10个病友拍

了“集体照”。
王老先生刚到家，就在手机上看到

了自己戴口罩挥手道别的照片。“除了最
大那个 88岁的阿姨，接下来

就是我了。”电话中，他中气十
足，思路清晰，有点小激动地

把自己的经历完完整整讲了
一遍。

不知道人传人
否则肯定不敢聚
王老先生是上海人，和老

伴长期居住在武汉，小辈在上

海生活。他和老伴 1月 17日
坐火车回上海。他是仁济医院

马雄教授的病人，在那儿看了
三年自身免疫性肝病。

“回来没多久，我就感冒

了，还有点头晕，儿子很紧
张，马上叫我量体温。”王老

先生说，一量体温就是 38℃，
家里人立刻“不淡定”了。那

时，上海还没有公布首例确
诊病例，但武汉的疫情已经

让全国人民有些担心。他仔
细回想，回上海前在武汉和

亲戚吃了一顿饭，在一个大
饭店里，人非常多，可能不小

心感染了。那时候都说“没有
人传人”，所以没当回事。

王老先生到医院看病，拍
了个CT，医生马上就把他“扣”

下。“老先生，你这个肺有点问
题，暂时不能让你回家了。对

了，你去过武汉吗？”于是他把
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讲了一

遍，医生很快让他住进隔离病
房，并通知疾控来采样。

“怕还是有点怕的，但我
已 70多岁，好像也没啥顾虑

了。在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
年纪也算不容易了！”22日确诊，他当

即就开始自我安慰。“要相信上海的医

疗水平！”家人给他发来信息。很快，他
被送往公卫临床中心。

换了几次病房
他的药越吃越少
抵达病房，已是凌晨一两点钟。护

士忙前忙后采样，还教他如何吃药。他

说了一个小插曲，刚入院

时，护士量血压发觉有点
高，医生准备给他开药。他说，“我没有

高血压史，只是有点紧张，让我平复一
下。”接下来的几天，他很快就调整好了

自己的情绪。印象中换了三次病房，但
和病友聊聊天，也不觉得无聊。

起初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换病房，后
来自己找到了“答案”：药，越吃越

少；病房，越来越简单。再看自己
的状态：症状越来越少、精神越

来越好、胃口越来越大⋯⋯这
不就是康复的标志吗？

王老先生有自身免疫性肝

病，入住隔离病房时还带了药。
至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药，他说自己不清楚，也没有问
过。“医生护士让吃的，总没错。”

但这次进院，唯一放心不
下的是家里人。“还好，疾控、社

区包括方方面面，早就把后续
事情都安排妥当了。用上海话

说，这叫‘稳’。”原来，他确诊的
当天，全家人即作为密切接触

者被隔离。他得知隔离生活并

非想象中那般“不堪”后，释然
了。“大家都被照顾得很好，这

也给了我战胜病魔的信心。”

告诉老年朋友
注意防护莫恐慌
病区里有几个病人，情绪

一直比较低落，郁郁寡欢，觉得

自己生病连累了家人，陷入深
深的自责。王老先生说，“我一

直觉得要想开点，既然进来了，
就不要牵挂外面了。我们只有

把自己照顾好，才不会给小辈

添麻烦！”
亲戚朋友每天打电话来问

候他，他也总是长话短说，“别
多问，我这里一切都很好。”他

说，自己很注意调节情绪，后来
血压一直没有出现过波动。因

为精神放松、心态好，这一切都
对康复很有帮助。

专家组认定他达到出院标准后，他

于昨天出院回家。电话中，王老先生再

三表达了对上海市政府、医疗团队的感
谢，并提醒广大老年朋友，要注意防护，

但也不要过分恐慌；要相信医生，保持
乐观的心态，这样有利于痊愈。“我 70

多岁，还有慢性肝病，我顺利出院，你们
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呀！”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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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从今天起你们也许就联系不到
我了，因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

———李文亮2012年12月21日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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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因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去世的消息，令人悲从中来。昨
夜，有多少人彻夜不眠，等待奇迹的出现；

今晨，又有多少人流着眼泪，点亮送别的蜡
烛。 去年 12月底，这位眼科医生凭借专业

素养和职业敏感， 在疫情初期就及时向外
界发出了防护预警，被誉为疫情“吹哨人”。

之后，他坚守岗位，在为患者诊疗过程中不

幸被感染，为抗击疫情献出了生命。

昨天，我们还听到另一个消息。 湖北省决

定给予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张定宇、张
继先记大功奖励。 张继先是湖北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关于她的表彰决定是
这样写的：“以超强的专业敏感意识， 最早判

断并坚持上报新冠肺炎疫情， 第一个为疫情
防控工作拉响警报。”拉响警报的意义与作用，

不在一线抗疫者之下，终于获得人们的认可。

当初李文亮的“吹哨”，没能吹醒某些

“梦中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暴露了
我们工作中不能忽视的不足和短板。

“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
境内外关切。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把加

强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为安定民心、增强信心注入强大正能量。

在疫情依然肆虐、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的当下，信息的及时公开是何等重要。 加强

对信息的鉴别， 不放过任何有用的预警，也
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体系。连日

来，国家卫健委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每天

都公布病例数量，召开新闻发布会。前天，国
家卫健委发布会升级为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海每天两次发布新增
病例和疑似病例数量，并且从 1月 26日起

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防控举措、病例
救治、物资保障、健康防护等信息。 疫情信

息正在更加迅速更加准确地为公众获知。

只有确保疫情和相关信息的公开透
明，才能遏制谣言的传播，才能恢复公

众的信心，才能科学地施策，才能

告慰李文亮医生的在天之灵。

让信息公开透明的

阳光， 刺破病毒

的雾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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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

让公开透明的阳光刺破病毒雾瘴
邵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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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上海科技同时间赛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