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贼王、机器猫、圣斗士星矢、兔

八哥⋯⋯浦东机场长宁区驻点工作
人员的“手绘防护服”背面，这些萌萌

的卡通形象，让经过的旅客眼前一
亮。署名为“Madam M”和“Q表妹”的

画作都是出自“大白”毛磊之手。
1988年出生的毛磊，是上海市

公安局长宁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目前在浦东机场担任分局出
入境民警驻点工作组负责人，主要负

责护照的登记、核验。谈起画画的初

衷，她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家只是用
记号笔在防护服上写上单位和姓名

以便区分。后来发现机场有很多小朋
友在陌生的环境中会害怕哭闹，于是

就会画一些简单的卡通人物逗孩子，
没想到效果很好，能很快缓解他们紧

张的情绪，“有时虽然语言不通，但画

画一看就理解，能起安抚情绪作用”。
于是毛磊和会画画的小伙伴一

起画，大家感到很有动力，给他人打

气，也给自己加油。很多旅客看到后会停
下来拍照称赞，还引起了其他驻点工

作人员的约画，大家很有成就感。
经过长时间飞行和严格的防疫流

程，一些成年人也会出现焦虑状况。3

月中旬，在 T1航站楼长宁区驻点入境

人员信息登记处，一位德国姑娘在排
队登记时，突然哭喊“我要回家”，毛磊

和她解释为什么她暂时还不能回家的
疑问，并试着跟她拉拉家常。慢慢地姑

娘放松了，理解了机场的防控流程。

看到有困难的旅客，毛磊总是尽

力帮助。3月 13日中午，一旅客正手
拿护照在询问工作人员，她看到后主

动上去了解情况。原来，这是一名外
籍华裔旅客，疫情发生前，她每次入

境后都能按法律规定前往住地派出
所申报住宿登记，这次入境遭遇疫

情，她担心如不能按时完成申报会不

会承担法律责任。毛磊打开手机，显
示出预先存好的“境外人员住宿登记网

上自助申报”二维码，耐心教会旅客如何
在手机上快速地完成网上申报。这名旅

客感叹上海的警务信息化建设如此到
位，对着她连连竖起了大拇指：“你们

想得真周到！” 本报记者 屠瑜

手绘防护服安抚情绪收获点赞
浦东机场“大白”画手毛磊：给他人打气为自己加油

上海新闻6
本版编辑 /唐 戟 视觉设计 /黄 娟2020 年 4月 5日 /星期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与病毒赛跑 守防控底线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讲述疫情防控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左

妍）4月 4日 0-24时，通
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

报告 2例境外输入性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

治愈出院 8例，其中来
自英国 2例，来自法国 2

例，来自美国 2例，来自

瑞士 2例。
2例境外输入性确

诊病例均已转至定点医
疗机构救治，已追踪同

航班的密切接触者 10

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

观察。
4月 4日 0-24时，无新增

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4月 4日 24时，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192

例，治愈出院 29例，在院治疗

163例（其中 1例危重）。现有
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24例。

截至 4月 4日 24时，累计
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39例，治

愈出院 327例，死亡 6例，在院

治疗 6例（其中 5例危重）。现
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0例。

截至 4月 4日 24时，尚在医
学观察中的无症状感染者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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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疾控部门“灵魂”

去年 12月，湖北武汉“不明原
因肺炎”的消息传来，孙晓冬就高度

警惕，这个病会不会来上海？我们应
该怎么做？他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后，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疫情动态，很快
就出了风险评估报告和应对预案。

疫情初期，他带领团队制定形

成了 20多个符合上海实际的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具体方案，为落实全

市整体防控策略提供有力支持。随
着疫情变化，团队又连续推出了五

版上海防控方案，并在全国率先推
出院内感染控制、特定人群防护、各

类现场消毒指南、小区单位针对性
防控指引等，指导基层切实落实防

控措施，使疫情尽可能被控制在最
小范围。

医疗是处理存量，疾控则是控
制增量。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是传染

病防控的最为重要工作之一，小年
夜开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开始

快速增加，虽有流调梯队，但人手还
是紧张。孙晓冬统筹市区两级人员

组建 550人的流调队伍，后扩充到
700多人，24小时轮班制，做到 24

小时内快速查明感染来源；对少数
“疑难”病例，他加强派兵遣将力度，

细细排摸、逐一击破。
比如，1月 26日和 29日，黄浦

区和宝山区分别发生聚集性疫情，5
个病例都没有疫区暴露史，感染来

源不明。黄浦的 2例病例说，曾和几

个朋友聚餐，其中的朋友恰好在宝
山确诊了。进一步排摸发现，宝山的

3例病例在 1月上旬曾去过安徽蚌
埠，有 2例在蚌埠逗留期间曾多次

到某健身房。后来，安徽蚌埠宣布，
当地已确诊 5例病例和这个健身房

有关。

为第一时间排摸密切接触者，
落实密接管理，孙晓冬筹划组建了

“密接追踪办”。很多密切接触者通
过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环节就可找

到，但对于病例的同乘人员，如飞
机、列车、汽车、轮船这些交通工具

上的密切接触者，就需要“追踪办”

来协调查找，及早排查确认并落实
防控措施。

2月 26日，市疾控中心收到宁
夏中卫的一封协查函，告知一确诊

病例曾从莫斯科飞往浦东机场，要
求开展协查。确诊病例 2月 20日飞

离莫斯科，但 22日才从上海离开，
其间去过的场所相当关键。由于确

诊病例在上海逗留期间的记忆并不
清晰，这增加了工作难度。追踪办通

过周密排查后锁定，该患者在上海
的密切接触者共有 86人，找到全部

人只花了不到 2天时间。至今，这样
一个临时成立的部门已完成近两万

人次的追踪，收到和发出协查函
1300 多份，其中工作量最多的一

天，光协查函就发了 140多份。此
外，追踪办累计从密切接触者中发

现确诊病例 120余例，有效避免这
些病例成为新的传染源。

他带领团队守国门
3月初，当国内疫情防控趋好

时，上海又迎来新挑战。随着输入性

病例风险增加，上海的浦东和虹桥
两大机场已成疫情防控的关键场

所。孙晓冬果断派出首批 3名业务

骨干进驻机场，和海关、边检、机场
运营指挥中心（AOC）通力合作，形

成防控大闸的“四道齿轮”，强化机
场疫情防控专业力量，为国“守门”。

此前，市疾控中心从未参与过
这样的任务，没有可参考的经验，孙

晓冬带领大家摸索工作方案，提出
专业思路和建议，把疾控工作顺利

地接入到现场处置体系里。孙晓冬
介绍，最多时曾派出 40人轮流进驻

机场，对旅客流调、申报健康云、症
状筛查、采样、送医、隔离及出关后

分流转运（如集中隔离、转机等）的
全过程信息进行梳理、汇总和报告，

使得后方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诊治”。

因国外疫情发展很快，在机场
的管理措施也跟着动态变化。每一个

新指令下来，要迅速切换、完成新操
作，需要多方协调。孙晓冬说，这个驻

点使卫健委和疾控后方工作组能更

及时得到重点对象信息和现场工作

流程变化信息，迅速采取行动，也在
海关、边检、机场等和 120急救体系、

定点医院、各区临时集中留验点、集

中隔离点等之间架起桥梁，相当于
给闭环的每个节点再加上一把锁。

聚光灯后隐形卫士
经历疫情防控的两个阶段，前

后过去了 3个月，孙晓冬说，自己主

要在做协调整合和统筹全市疾控资
源的工作，具体事情都由疾控中心

所有兄弟姐妹配合完成，包括开展
疫情防控综合协调、疫情流行病学

调查处置、密切接触者管理、重点场
所消毒、健康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

没有大家的辛苦付出，就没有现在
的成绩。

记者曾在疾控中心多次采访孙

晓冬，印象深刻的是他办公桌上堆
积如山的泡面。他笑说，这是大家为

他准备的“能量”，疫情初期，他和同
事以单位为家，常常几十个小时不

回家，那是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
“上海启动一级响应后，工作量激

增，但那时我们对病毒还知之甚少，
说实在的，心里也没有很大把握，只

能不断在探索中调整作战模式。”

“孙主任对我们年轻人很关心，

看到我们加班，常请我们喝咖啡。”
市疾控中心新冠防控综合协调组密

接追踪办公室负责人张放说，孙晓冬
惦记着每一个他派出去工作的员工。

有一次，一位年轻员工因火气太重流
鼻血，这件“小事”让孙晓冬紧张不

已，多次询问，“有没有其他症状？要

不要去医院看看？”事后，有员工“嘲
笑”他，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他

却说，很多员工为了上海的防控工
作，一直没好好休息，他心里愧疚，所

以要把每一个人关心好。但其实他自
己也无暇顾及家人，周末和节假日他

一直坚守岗位，父母只能从媒体采
访报道中看到他的身影。

孙晓冬战斗在疾病预防控制领
域 30多年，他以卫生防疫专业知识

和丰富经验，多次参与公共卫生领
域重要事件。比如，曾先后参与

2003 年 SARS、2006 年上海首例
H5N1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疫情、2008 年的手足口病疫情、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疫情、

2011 年的新疆输入性脊髓灰质炎
野病毒疫情的处置；成功组织应对

了 2008年初发生的冰冻雨雪灾害、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抗震救灾等工

作和多次疫苗安全事件。
对比 2003年 SARS疫情处置，

孙晓冬感觉到，现在我们的经验更
丰富了，防控设施更先进了，与其他

部门的协作交流也更顺畅了。上海

市疾控中心建成 20多年，一次次成
功对抗传染病的经验，为上海市民

构筑了一道牢固的防疫屏障。打个
比方，马路上有个钉子，划伤了不少

人，医生为他们包扎、治疗；但也有
人，默默地想办法将钉子拔掉，从此

不再有人受伤。做这项工作的，就是
聚光灯背后的隐形卫士———默默守

护城市健康防线的疾控人。

首席记者 左妍

    很多人见过新闻报道里的实验
室检测病毒或参与流行病学调查的
疾控战士，但在隔离服背后，却很少
有人真正了解疾控人的艰辛。1月
20日，市卫健委通报上海首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后，正式打响了上海防
控疫情的全民战役。在上海，最早启
动“战时模式”的就是疾控部门的“隐
形卫士”。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
带领团队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上海防控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
节，都有疾控人洒下的汗水、留下的
智慧。

    上午 11时，嘉定区第五集中隔

离点真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程燕

正在核对接收的各项环节。
下午 3时 45分，群里的指令来

了。估算了一下时间，周建红在防护
服外套上雨衣，站到了转运大巴停车

点。她是引导员，负责和各楼层交流，

决定入住顺序。第一批隔离人员晚上
6时才到达。和跟车的机场工作人员

确认人数后，周建红安排隔离人员下
车，保证一人或一户分批办入住，先

扫码确认到达，再安排楼层。

“我从美国回来，整个旅途约 40

个小时。”历经 3次转机的战歌有些
疲惫，我们帮她把箱子提到 6楼，“回

到祖国真好。”王睿思和男友一同回
来，两人住同一层，但 14天内不能见

面：“为了安全，我们约好 14天后再

见。”川妹子青丹一是

大巴上最后一个下车
的：“和父母报平安了，

他们很放心。”晚上 8时 10分，第一
批 15人全部入住完毕，送餐等生活

保障工作随即启动。视频摄影部

直击隔离点的日与夜

新时代 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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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的卡通形象叫人眼前一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