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一老一小”

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要求各级
民政部门要对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 目前无

法返院的老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社会散
居孤儿、困境儿童等特殊服务对象摸底、走访

探视和帮助。 民政部的这个要求非常及时。

年迈的老人和弱小的孩子无疑是防疫人群

中的“短板”，需要对此引起重视、加以关心的不

仅仅是民政部门。 好在，申城这座城市通过广
泛动员基层的力量，实施了联防联控。

对独居老人，各区各街镇，都采取了各种各
样的措施。 嘉定安亭一位独居老人的来电，引

出了对 312位老人的上门走访； 有一个名字让
上海老人温暖，叫“关爱员”；有的街镇推出“居

家安防 5件套”：门磁、无线烟感、红外识别、无
线可燃气体监测器、智能床脚垫，把老人的安全

健康全面管起来；老人如何吃饭？ “为老配膳中
心”复工，送上了热腾腾的饭菜。

由于特殊情况， 孩子被单独留在家中，生

活、学习、安全等问题怎么办？让父母放心的是，

爱心餐有临时“姆妈”上岗；连心屏让母爱不掉

线。 宝山区顾村镇海尚菊苑有居民家父母在留
观，15岁男孩痊愈回家以为会“空荡荡”，谁知

门口等着阿姨姐姐，还有社区干部，一桌一椅一
毯，就在门口为孩子守住了安全。

抗疫一线每天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 但各

条战线上的抗疫力量携手合作，使出浑身解数,

用尽十八般武艺，都在一一化解。像普陀区有位

老人就是不戴口罩，居委干部细揣其心，拿出自

己的口罩送上门，一番说词就解开“抠门”老人

的心结；家住庙行的 16岁女孩因与父母发生矛
盾离家出走，民警连夜将她找回……

申城抗疫已坚持月余，基层工作者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 越是这个时候，各级政府各个组织越

是要想办法补短板，守护住“一老一小”的平安和
健康。

是逆行者更是坚守者

    本报讯 2月 26日下午，上海市疾

控中心值班室收到了一份来自宁夏自
治区疾控中心的协查函，请求协助开展

宁夏中卫市 1 例境外输入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包括旅客及工作人员在内的

密切接触者信息协查。这些看似繁琐的
工作，仅仅花了 12 小时就被完全理顺，

形成了一份完整的 63 人名单，并落实

集中隔离管理。
疾控应急处副处长黄晓燕介绍，早在

上海启动一级响应之前，上海市疾控中心
就和本市公安、海关、交通等部门建立了

信息互通机制，还与浙江、江苏、安徽省疾
控中心开展防控信息的互联互通，并在国

家联防联控机制下与其他各省市及时互
相协助开展密接追踪工作。由于追查人数

庞大，应急处招募中心的志愿者，专门成

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追踪办”，24名成员

分 3组 24小时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进行联络，1个多月来已累计

追查了近万名密切接触者。

对于疾控中心各工作组来说，这次
的协查和以往并没什么不同，只是人数

较广、涉及场所较多而已，大家早已对
工作流程了然于胸，各项工作立即同步

启动。与海关、交通等部门联系获取与
病例同航班人员的信息、会同浦东和静

安疾控复盘病例在沪活动路径；请公安

部门提供密切接触者人员信息，逐一联
系这些人员，并协调属地进行隔离医学

观察⋯⋯12小时，63人，顺利启动集中
隔离管理。但这还只是开始，如果经过 14

天的医学观察，没有出现发热和呼吸道
症状，那么才算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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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护“一老一小” 补防疫短板
秦 丹

高效追踪伊朗输入病例密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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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的方舱医院有了‘床等人’的现

象，这是一个好信号。来自上海的机器人也已
进舱开展工作。”

“我们医疗队利用远程会诊和后方互动，
昨天收治了一名新冠肺炎合并白血病患者。”

下午 1时，是上海援鄂医疗队各领队的
“云相聚”时间。上海援鄂医疗队前方工作协

调组组长赵丹丹边听边记录，“在开展医疗救

治的同时，要关心我们队员的身心健康，同时
做好党员发展的工作。”他总结道。

这项每日视频会议制度，正是上海援鄂医
疗队前方工作协调组带来的积极变化。2月 15

日，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
赵丹丹受命带队前往武汉，与前方先期工作人

员一起，统筹前方工作。半个月来，工作协调组
成员奔波于医院和队员驻地间，调研上海医疗

队员在抗疫“主战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来到前方工作协调组驻地，记者和工作
协调组组长赵丹丹谈起了来到武汉后的工作

生活。他说，上海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们，不仅
是逆行者，更是坚守者。

新民晚报： 从上海抗疫一线来到疫情最
为激烈的“主战场”，感觉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赵丹丹：无论是上海还是武汉，都有共同
的使命和一样的目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 16个字是医务工作
者的使命；我们的目的，都是想打赢这场抗疫

“阻击战”。在上海的工作，我认为主要是“四
防”“四重”和“四强”。

“四防”>>>

● 防输入 在上海的防疫工作中，我们
对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中，从蛛丝马迹中

都能找到与重点地区的关联。可见，防输入十
分重要，关键在于进沪各个通道，无论是公路道

口还是机场、火车站，除了测量体温，我们还会
录入个人信息，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及时追溯。

● 防蔓延 就是要控制传染源，切断传

播途径，集中隔离和居家医学观察，加强全社
会联防联控和环境整治。

● 防失衡 有些人没有被感染，但也有
求医需求，上海要在普通病人的诊治和新冠

肺炎患者的防治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诊治有
重点，但不能过度失衡，保持正常的医疗秩

序，还是要做到不断、不乱、不散。
● 防松懈 尽管上海的总体防控形势就目

前而言还是比较理想的，但这样容易引起各方思
想麻痹，千万不能有松懈，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四重”>>>

● 重早发现 无论是道口、社区还是医
院发热门诊，都要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

度，牢牢守住早发现这道关。

● 重救治 上海有两家新冠肺炎患者定

点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上海
市儿科医院，集中了上海各领域的专家参与

会诊治疗。
● 重院感 高度重视院内感染。医务人员

一旦感染，不仅会造成非战斗性减员，还很有可
能会传染给患者和同事，后果不堪设想。

● 重科研 新冠肺炎病毒我们对它很陌

生，上海专门成立了科研攻关组，全力攻关，
力求破题。

“四强”>>>

● 强预防 要做好疫情分析与研判，加
强科普宣传，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

防护措施。
● 强引导 时刻关注舆情变化，及时、公

开、透明的信息发布，消除社会不安和过度紧
张情绪。

● 强保障 挖掘潜力、开动马力，保障医

用物资、个人防护物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
应，提振社会抗击疫情的信息。

● 强监督 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才能保
证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为这场战

“疫”工作的胜利实现提供保证。
至于在武汉“主战场”的工作，我个人总

结有———
“九个重”>>>

● 重组织协调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是
大年夜出发的，后面陆续有医疗队驰援武汉。

由于各医疗队支援医院不同，驻地不同，彼此
之间缺乏联系，难以发挥整体合力作用———

比如医用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供应上，一开
始是零零散散地向后方求援。现在前方工作

协调组统筹起来，物资保障问题已成为过去。

还比如像视频会议，让大家可以互通信息，彼

此分享心得。
● 重沟通交流 这包含两方面：一方面

加强了与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以及当
地政府的沟通、联系和协调；另一方面加强各

医疗队之间沟通交流与合作。
● 重医疗救治 上海各医疗队内和彼此

之间都形成了多学科诊疗模式（MDT），针对

这一种引发传染病的疾病，共同探索，在临床
实践中形成我们的上海方案。

● 重感染控制 院内感染放在重中之重
的地位，这是我们安全地把每位医疗队员带

回家的前提条件，还在上海各医疗队的驻地，
也建立并遵守防控传染的制度和措施。

● 重临床创新 上海医疗队参与了很多
重症患者的救治，这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我

们要通过临床创新，回馈这份信任。
● 重力量整合 各援鄂医疗队中，有重

症医学科、呼吸科、感染科，还有心内科、血液
科等各科室的专家，新冠肺炎本身导致的死

亡率不高，但合并基础性疾病，就有很大风
险，多学科的力量整合在这里非常关键。

● 重物资保障 一类是生活物资，一类
是医用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上海很多爱心

企业、组织、个人都默默地支持我们，我们铭
记在心，心怀感恩；医用物资和个人防护用

品上，我们有上海大后方强有力的保障，每
隔 3天，就会有一车皮的防护物资从上海运

到武汉。
● 重心理疏导 除了对病人的心理干

预，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心
理压力也会慢慢增大，需要我们及时疏导。

● 重典型宣传 在援鄂医疗救治过程

中，我们涌现了许多先进典型，那些人、那些

事，平实而真挚，却又很醇厚。
新民晚报：到达武汉后，前方工作协调组

的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

赵丹丹：三个字：快、稳、实。首先我们要

快速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到一线和他们交
流。协调组高度扁平化管理，发现问题要快速

决策、快速解决———前线是等不及的。“稳”就

是说忙中不能乱，要稳得住。“实”就是实事求
是，了解掌握情况要实，解决问题也要实。比

如我们协调组在锦江集团和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通过多方努力，目前每个队员都能住上了

单间，让队员能休息好，也防止了交叉感染。
新民晚报：在日常工作中，上海援鄂医疗

队遇到的挑战有哪些？

赵丹丹： 在这种形势下，有挑战是必然

的。就武汉这座城市而言，它承受的压力是巨
大的，任务是超负荷的。武汉人民所付出的牺

牲和他们不屈的意志，值得我们尊敬。
● 第一是设备设施不充分的挑战，比如

呼吸机、监护仪、氧气供应等 我们的医护人
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值得自豪的是，上海

医疗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医疗救治工作走
入正常的轨道。

● 第二是临床个性化方案制定的挑战
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变化快，个体条件又各不

相同，医生们对这新发传染病的诊治有不同
的认识和见解，这也是一份挑战。

● 第三是高强度工作负荷的挑战 医护
人员往往需要在隔离病房里工作 4至 6个小

时。前期物资紧缺的时候，他们进病房前都不
吃不喝，不舍得因为上厕所浪费一件防护服。

我们的护士除了日常护理外，还要照顾病人

的日常起居，承担以往护工和勤杂人员的工
作，负担增加了不少。

● 第四是巨大心理压力的挑战 医疗队
不少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时常面对

病人的心理的绝望甚至死亡，自己也极为压
抑，回到宾馆后也缺少大范围交流、倾诉和陪

伴，也就是说没有释放压力的途径。
虽然面对多重挑战，但他们提得最多的

还是医疗救治，是医用物资，没有一句生活方
面不足的抱怨。他们让我们为之骄傲。

新民晚报： 上海市领导和市民非常牵挂
在前线的医疗队员们，如何回应这份关心？

赵丹丹：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不辜负！李
强书记三次连线前方，带来了上海市民的期

望。很多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也通过各
种方式支持我们，相信医护人员不会辜负这

份信任。

国家中医医疗队（上海）队员 记者 郜阳

———本报记者专访前方工作协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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