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首席记者 左妍）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广大护士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英勇无畏
地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收治

确诊患者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将 A3重症
病区大楼作为起点，B1新冠医务人员住宿楼作为

终点，铺就一条“抗疫大道”，回顾护士在疫情防控
的重要时间节点所做的贡献，致敬仍在奋战的抗

疫一线护理人员。

活动中，市护理学会宣布关于成立上海市
红十字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队公共卫生应

急分队的决定，并将上海市红十字南丁格尔志
愿护理服务队公共卫生应急分队的旗帜授予

小分队。
1月 20日，市公卫中心应急工作正式启动，

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由此，公卫中心战时状态
正式拉开。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公卫中

心始终坚持科学组织、科学防控、科学救治，按照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

原则，集全市优势医疗资源抗击疫情。

来自中山、华山、瑞金等上海医疗系统最
强的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心理科等专

家 24 小时驻点公卫中心，实行“一人一策”诊
疗服务。此外，来自仁济、瑞金、市一、市六、市

十医院重症学科负责人带队，直接深入应急病
房一线救治重症患者。全市 27 家医院纷纷派

出护理骨干支援公卫中心，最终形成了一套立

体救治模式。
战役打响，多家医院的多学科专家入驻公卫

中心协同作战，如何进行多家医院、多学科、多人
次的护理人员科学管理合作？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护理部主任张林创新地使用“压茬式”人力资
源管理方法。“压茬”，源自夏季早晚稻抢收抢种

的“双抢”。农业耕作最讲究农时不能误，压茬种
地更是时不我待，一茬连着一茬不得空。这种“压

茬式”管理并不是单纯的人力资源更迭，包含了
多学科团队人力资源配比恰当，医护人员顺利交

接，保证抢救成功率但同时防止因医护人员在同
一空间密度过高增加的感控风险。

截至昨天，来自全市 27家医院的 227名护
士、公卫中心 226名护士进入应急病房工作。全上

海医护团队共同努力，前赴后继，为疫情防控筑起
了一道牢固的生命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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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战袍 24小时一线候机
守国门 胆大心细检病毒

———派驻浦东国际机场采样的海关护士的故事

    “妈妈，我自己不怕生病，生病
了就能到妈妈这里来了。 ”这是上
海市中医医院 ICU主管护师蔡俊
的女儿在其离开上海支援武汉时
说的一句话。虽然蔡俊已圆满完成
援鄂任务，目前已回到本职工作岗
位上，但每次看到这段视频，眼泪
总是禁不住流下。 在她看来，既然
选择护士这份职业，就意味着无私
和奉献，无论在哪里，只要是服务

病人，就一定会尽全力。

2020年 5月 12日， 注定是
一个特殊的护士节。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 广大护士义无反顾、

逆行出征， 冲在了疫情防控第一
线，用自己的坚守和初心，积极践
行着南丁格尔精神。在 4.26万名
援鄂医疗队员中， 护士达到了
2.86 万人。 在上海援鄂医疗队
1649 名队员中 ， 护士占到了
1041名。

“或许我记不住你的名字，但
我记住了你温暖的双手。 ”在阻止

疫情扩散的战斗中， 护士们用努
力和爱心参与到拯救生命的战斗
中。在日常的工作中，护士们也不
再仅仅是“打针发药”，而是用更
多的专业护理来治愈病人。 世卫
组织关于全球护理状况的首份报
告———《2020年世界护理状况报
告》 中特别强调， 要促进“tech鄄

nology” 即技术在护理关键领域
的应用。

护士们用自己的爱心、 耐心、

细心和责任心守护着病患的健康，

但面对着疾病的顽固，有些病患以

及他们的家属会不理解护士们的
工作。世卫组织前任总干事陈冯富
珍博士曾在国际护士大会上表示，

护士往往工作时间长、 报酬低，而
且人们通常认识不到护士工作的
重要性。

护士工作的辛苦和繁忙，是很
多人难以想象的。一名护士的日常
生活，往往伴随着不为人知的困难
和艰辛， 而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

则是救死扶伤的信仰。如果不是因
为疫情，60岁的静安区闸北中心
医院内科总护士长徐靖应该已退

休在家了， 在护理一线工作的 40

年里，她最大的感触就是护士工作
需要有坚强的支持，无论是来自家
庭，还是社会。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

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
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南丁格尔的誓言激励着白衣天使
在每一天、 每一次的护理中燃烧
自己,点燃生命之光。对于全社会
来说， 要营造理解和支持护士的
浓厚氛围， 这也是给护士最好的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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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支持，给护士最好的“礼物”

■ 今天上午，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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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在浦东国际

机场，有一群来自上海国际旅行卫生
保健中心（上海海关口岸门诊部）的

海关护士小姐姐，一有国际入境航班
到达，她们就披上笨重闷热的战袍变

身“大白”候机，在停机坪的大巴上为
入境人员采集鼻咽拭子。24小时守候

在第一线最高危岗位的她们，曾在一

个航班上采到最终被确诊数十例的
阳性样本。“害怕过吗？”“说一点没是

不可能的，但更多的是自信和自豪，
自信是对防护措施有底气，自豪是我

们无愧于所学，无愧于这份职业！”上
海海关保健中心采样小分队领队周

智慧这样回答记者。

为刚满月婴儿采样
智慧温柔

周智慧是上海海关保健中心派
驻浦东机场专职采样的 9位护士之

一，3月初就主动请缨来到一线。毕
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她，一毕业

就到上海工作、安家。已过而立之年
的她，原本已有备孕打算，但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计划赶不上变化。“我

先生十分支持我的工作；家里老人
开始只知道我是派驻浦东机场工作，

具体做什么并不清楚。”4月 10日重
点航班确诊数十例病患后，小周主动

申请在机场附近酒店自我隔离 14天，
也让老人感到了其中的不寻常，但他

们没说什么，只是让小周放心家里，
注意休息。家住嘉定丰庄，小周每次

开车去机场，单程就要 60公里！
作为采样组经验最丰富的老

将，小周几乎为所有年龄段的入境
人员采集过鼻咽拭子样本，其中，难

度最高的莫过于为孩子采样。成年
人采样前，都会收到护士小姐姐“可

能会有些许不适”和“大概需要 1分
钟”的告知，大都能配合；对于哭闹

不停的低龄幼儿，则需要柔声耐心
哄至安静；而对于婴儿，更是难以下

手。前不久，有个满月不久的婴儿创
了近期入境人员最低年龄纪录，给

宝宝采样的棘手任务自然交到组长
周智慧手上。

看到正在妈妈怀中熟睡的胖嘟
嘟软乎乎的小宝宝，小周柔情顿生：

一定要安全地为宝宝采样，姐可不

是白叫“智慧”的！她灵机一动，先取
出较长的一根鼻拭子采集专用的软

细毛棉签，轻轻伸入宝宝一侧鼻腔

深处停留几秒，趁宝宝还没完全反
应过来，又取一根棉签深入另一侧

鼻腔采集。这次宝宝可反应过来了，
感觉痒得难受，张嘴就哭。这下咽喉

部位充分暴露，正中小周下怀，她手

疾眼快赶紧将另 2根咽拭子棉签同
时探入宝宝嘴里，直达咽后壁，刮取

力度尽量温柔。整个采样过程一气
呵成，不到一分钟。之后宝宝象征性

哭了几声，在妈妈的安抚下很快继
续入睡。宝宝妈妈一再道谢，连一向

豪爽的小周都觉得不好意思呢。

刺激扁桃体取咽液
娴熟老练

“下一个航班还有 1个小时到
达，我们抓紧喝水，上厕所，擦把

汗。”周智慧的搭档、“90后”陆佳怡
招呼着同伴，然后再一次检查专用

箱内的装备：鼻拭子棉签、咽拭子棉
签、压舌板、需更换的面屏和手套、

消毒剂⋯⋯

隔离帽、N95口罩、防护服、鞋

套、两层手套、护目镜、反穿衣、面
屏⋯⋯对于全套的最高等级防护装

备的繁复穿戴顺序，小陆早已烂熟
于心。她告诉记者，到了正式采样

时，还要戴第三层手套，而且每采样
一位入境人员，就要更换一副手套，

遇到对方咳嗽或打喷嚏，还要立即

更换面屏；脱防护装备更是复杂，每
脱一件就要进行一次手消毒。正是

这一套严格的防护规范，使得上海
海关一线“战士”没有一例感染。

“碰到重点航班，从穿好防护服

到完成采样，需要五六个小时。你说

喝水和上厕所？根本都忙到想不到！

男朋友？还没有，一般人也不敢吧，
哈哈!”小陆告诉记者，九姐妹中最小

的 24岁，最大的 43岁，有的家里孩
子还很小，像护士张华倩家里孩子

才 2岁。但是，大家都克服了各种困
难，已经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平时

互相打气互相帮忙感情十分好。
说起自己的采样心得，小陆告

诉记者，一些经长时间飞行入境的
旅客，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一路上

几乎不太喝水，因此咽部十分干燥，
难以顺利采样。她会用压舌板打开

口腔，刺激对方双侧扁桃体使其分
泌咽液，等 2个棉签头部全部浸湿，

再依次在左腭扁桃体和右腭扁桃体
擦拭，再在咽后壁擦拭，擦拭过程把

握力度，尽量多而快地刮取到分泌
物，减少对方的不适感。

停机坪的每辆大巴上，几张采
样桌前，密闭防护服下的护士小姐

姐们汗如雨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下，
平时娇滴滴的姑娘们，上了采样“战

场”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上海海关保健中心副主任周启

明告诉记者，保健中心派驻浦东机
场的 9位采样护士，由上海海关提

供全面防护用品和专业培训。为加
强联防联控力量，各区、各医院护士

轮流增援机场，目前浦东机场每天
采样量在 1500-2000例。每个人一

上岗就是 24小时，非常辛苦，“姑娘

们脸上都是口罩勒痕，每次脱下防
护服里面衣服都是湿透的。”

本报记者 郭剑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