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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缨担纲隔离点负责人
———记嘉定区徐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顾月红

或许，在嘉定某处集中隔离点待过
的人们都还记得，前台有一位声音沙哑
的工作人员，虽然看不清模样，但她的
温柔耐心让人如沐春风。她就是嘉定区
徐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顾
月红，曾任一处集中隔离点负责人。
“这里只有客人，没有病人；只有客

房，没有病房。”在隔离点，顾月红是医
生、是心理师、是总指挥，同时也当起了
搬运工、送餐工、清洁工。这位“90 后”
身兼数职，用细心为隔离点“护航”。

    “这里曾经形势异常严峻。一周

过去，防控力度在升级，新增病人速
度在放缓。”第二批中国赴意大利医

疗专家组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裘云庆，再度来

到疫情“震中”伦巴第大区贝加莫
市。他所描述的，是当地情况最严重

的一家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

位于贝加莫的一个医学中心。
自3月18日出发，专家组抵达意

大利已有10天。这段时间，裘云庆的
团队每到一个医院，都得到院方领

导和专家的热情迎接，病房楼上的
医务人员甚至病人也会透过窗户向

他们鼓掌欢迎致敬。

本次前往意大利，专家组的主
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给意大利

政府及卫生管理部门、医疗机构提
供防控救治新冠肺炎的经验；二则

是为当地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中资
机构甚至领事馆的中国人，提供防

控科普知识以及医疗咨询等帮助。

疫情防控
要做到四个“早”

“刚到达意大利，数量众多的轻
症病人不能全部住院，且还有很多

病人未能得到检测。但不管如何，疫

情防控应当从源头上控制。如果不

把水龙头关紧，光靠用拖把拖地板，
那么地板永远拖不干。”裘云庆说。

此前，裘云庆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他对当地提出的建议主

要有三个。第一个要做到四个“早”，
即早发现、早检测、早隔离、早期治

疗。第二个是建议像中国一样建方

舱医院。如果把病人在家中隔离，他
还是有可能会作为传染源继续传

播。第三个是希望他们把重症病人
集中在某家或某几家医院进行治

疗，集中抢救力量之后，抢救成功率
就会提高。

“意大利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路
上已经看不到很多行人和车辆了。”

裘云庆说。当地医疗水平不弱，但与
病人数量相比，医疗资源显得相对有

限，完全达到四个“早”还任重道远。
“他们很希望我们到病房直接给病人

医疗救治，和当地的医疗机构交流

时，专家组就呼吸机、激素等救治的
细节作了深入探讨。”裘云庆表示。

尽管各国已经在逐步建立方舱
医院，但裘云庆表示，意大利当地的

方舱医院建设还在进行中。相当一
部分的轻症病人还是不能得到集中

的治疗，只能居家隔离。因此，为这

部分人提供科学的居家隔离指导，
就显得相当重要。

科学宅家
还需专家指导
裘云庆看来，现居意大利的中

国留学生大部分表示配合，愿意主

动留在家中。“我们告诉他们，好好
在家里，你是不会被传染上的。即使

对窗的邻居是新冠肺炎患者，你不
出门与他接触，对面飘来的空气也

并不会使你感染。居家隔离很重要，

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如果一定要

出去，就要记得戴好口罩，一回到家
就要洗手。”他提醒在意大利的华

人，每次出门回家一定要勤洗手，如
能配合使用消毒液更好，特别是在

公交车、电梯等公共场合触摸过相

关设施和物品后，到家后应注意把
外套挂在外部的通风处，洗手前不

要用手触摸鼻子、眼睛、嘴巴等部
位。即使偶尔出门，也并没有这么容

易被传染，因此不必过度焦虑。
专家团队还通过网站、媒体、微

信群，传播防控知识。专家组录制的
部分居家隔离操作的短视频，被放

到网站上供人参考。在视频中，专家
们详细录制了怎样戴口罩、怎样洗

手、居家隔离的具体操作等。通过微
信群，华人华侨的一些头痛脑热、是

否感染新冠肺炎的问题，能够得到
基本的咨询服务。定期组织的线下

宣讲会上，专家组会派发一些中成

药和宣传材料。
在意大利，不少华人感到焦虑。

“他们想要早点回国，然而买不到机
票走不了。部分来意大利打工的华

人，英语能力有限，没办法和当地医
务人员沟通。因此他们感到很紧

张。”裘云庆表示。中国医生的到来，

给了他们一个说话和咨询的地方。
心定了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回国

的念头。

本次前往意大利，专家组带了
呼吸机、检测剂、防护服等医疗和防

控方面的设备。此外，还有前期在中
国经过使用验证的一些中成药。“这

些药物，主要适用于新冠肺炎轻症，
他们吃了以后觉得有比较明显的效

果。目前已有400多名经咨询后的病
人接收到了我们派发的中成药。”裘

云庆说。 见习记者 张泽茜

    疫情期间，老年人尽量

“宅”在家里不出门。然而，
那些需要定期治疗，每隔一

段时间要去医院配药的慢性
病人，特别是孤寡或需要特

殊照顾的老人怎么办？
今天，记者从浦东张江

镇获悉，该镇老龄办、居村

委、“老伙伴”志愿者、卫生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

了一支“关爱宅家老人”小
分队，为老人们排忧解难，

帮助他们解决“宅家生活”
中出现的意外和困难。

每天“爱心Call”

张江镇现有 60岁以上

常住户籍老人 1万多人，平
常往往喜欢去公园、菜场、

活动中心等。疫情期间，号
召老人们尽量不出门、少出

门，他们每天过得怎样，是
否会碰到什么困难？

为此，张江镇老年协会
每天由 3位志愿者、拨打

200多个“爱心 Call”，给辖
区内需要重点关爱的老人，

和他们聊聊天、解解闷，送
去问候和关怀。

考虑到大部分老人要
午休，志愿者就分上、下午

两个时间段打电话。有时连
着打电话都没有联系到老人，志愿

者们就会和老人的子女联系。如果
子女不方便前往，他们会马上联系

居村委，居村委的“老伙伴”志愿
者，第一时间上门探望、了解，并及

时将信息反馈到老年协会。

居委有求必应
疫情发生不久，丹桂路居委收

到一位 80 岁尿毒症居民老陆的

“求援短信”，说他一周有 3天要去
医院做血透，但买不到口罩，居委

登记时可否优先考虑。居委书记了
解老陆家的情况后，主动和他联系

说：“口罩登记还没开始，居委会想

办法帮你；如果实在着急，

我可以先把我自己的口罩
匀给你几个。”放下电话，居

民区书记马上到镇相关部
门申请，口罩拿到后，第一

时间把口罩给老陆送上门。
几天后，居委又接到老

陆的第二次求助，原来老陆

的几个子女轮流送他去医
院做血透，每次不同的车辆

和人员进出小区不方便。居
委详细了解每次接送人员

健康情况后，为他们单独做
了一个特别通行证，方便接

送老人看病。

医生默默守护
疫情期间，社区卫生中

心的医生都是 24小时不关

机，随时接受签约病人和家
属咨询；哪怕凌晨接到电话

也同样耐心，默默守护着老
人们的安全。

一天早上，张江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钱秀红医生
接到求助电话，东方花园有

两位 90多岁卧床的脑瘫老
人，儿子常年在国外，女儿

家住得比较远，不方便前来
探望，只有一个保姆照看，

老人长期服用的药物快要
吃完，家人不方便去医院配

药。钱秀红接到求助后，利用午间

休息时间，到医院药房配了药，门
诊工作结束下班后，把药送到小

区，解了老人的燃眉之急。
另一次，钱秀红在和社区里两

位老人沟通时，凭着专业知识认为
是心脏疾病的前兆，需及时治疗。她

马上跟两位老人和家属说明情况，

建议老人赶快去医院治疗。两位老
人及时去医院接受了治疗，并安装

了心脏支架，避免了生命危险。
疫情总会过去，生活终将继续。

一群普通人默默付出，让老人们走
过寒冬，迎来春意融融。

首席记者 宋宁华

“不把水龙头关紧，地板永远拖不干”

    中国赴意医疗专家组组长裘云庆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提出疫情防控要从源头控制

■ 顾月红在徐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照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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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主动请缨
2月 8日凌晨 3时，正在朱桥收

费站道口执勤的顾月红得知，徐行要

开设集中隔离点，需要紧急抽调 9名
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让我去吧！”

还拿着额温枪的她二话不说，主动报
名。这一天是元宵节，而第二天，就是

她的生日。

回到家中，顾月红简单和家人说
了这件事，母亲沉默了，过了会儿说：

“你去吧，妈妈不会拖你后腿的。”
当天上午赶到隔离点，顾月红

忙着查看清洁区、污染区、消防通道，
接受疾控培训，确认流程⋯⋯这是她

第一次学习穿脱二级防护服。严格繁
琐的消杀步骤，前所未有的经历，顾

月红心里难免有些许紧张。
中午回家，简单拿了两身换洗衣

物和日常用品，顾月红独自一人开车
来到隔离点，半路上忍不住偷偷哭了。

“报名时候没太多想法，只想着防疫需
要我就应该去。作为责任人，除了自己

的安全外，还要对隔离对象、对工作人
员负责，当时压力很大。”然而，负面情

绪只是一瞬，紧接而来的高强度工作，
让她立刻进入角色，心情反而平静下

来。连行李箱都没打开，顾月红已经
投身于忙碌的工作。

有需求我们帮你
这处隔离点，从协调筹备到

正式启用，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组建当晚，就入住了 32名隔离
对象。消毒、信息统计、健康宣

教、心理疏导、后勤保障⋯⋯方
方面面都需要操心，顾月红常常

亲自上阵。

第一天入住的隔离对象中，
年龄最小的 3 岁，而最大的 70

岁，这位老人还患胰腺炎，需要细
心照护，辅以半流质等特殊饮食。

“胰腺炎就是需要控制饮食，
让胰腺休息一下，再慢慢恢复功

能。你在家未必能严格做到，请放
心，在这里我会帮助你控制病情

的。等隔离期结束了，回家的时候，
你的胰腺炎说不定也好了。”担心

老人产生逆反情绪，顾月红每天至
少会与患胰腺炎的隔离者进行两

次以上的电话交流。
虽然每天 24小时宾馆前台

都有志愿者，但顾月红还是会与
隔离人员打电话，了解他们的身

体精神状态及睡眠情况，给予精

神鼓励。“你安心在这住着，其他
的需求我们帮你。”这是顾月红对

隔离人员最常说的一句话。

记住了你们的温暖
和居家隔离条件不一样，隔离

点的消毒防护要求更专业、更规范、

更细致。由于消毒剂过敏，顾月红进
入隔离点的第二天，面部、身上就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红色皮疹，声音也
沙哑了。考虑到吃抗过敏药白天会

出现困倦、嗜睡，为了不影响工作效

率与状态，她强忍着皮肤瘙痒，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每天都要忙到凌晨 0

时以后，守着交接班工作人员穿戴
好防护服、护目镜、医用手套和口

罩，她才肯进房间休息一会儿。而到
了第二天清晨 5时半，顾月红忙碌

的身影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2月 24日，顾月红清楚地记得，

这一天阳光明媚。最后一位观察者
姜阿姨解除隔离。“虽然你们穿着防

护服，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我记住了你
们的温暖。”姜阿姨特意打前台电话给

顾月红，对她和医务人员表示感谢。至
此，顾月红负责的隔离点一共接收 47

名观察者，圆满完成任务。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如果重

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出这个选择。”
前不久，单位正在招募第二批应急

队员，以备不时之需，顾月红又报了
名。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