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年春节，对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

结合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吴祎来说，特别值得
纪念。半个月前，他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中医

专家，进驻有着“上海堡垒”之称的公卫中心，参与临床
救治工作，至今仍在与病毒战斗。

吴祎的老家在湖北，去年疫情最吃紧的时候，他主
动请缨支援家乡，并在 2月 15日随第四批国家中医医

疗队（上海）驰援武汉，在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七病区

坚守了 44天。在那儿，他和队员们一起发挥中医药和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得到了患者和同行的一致好评。

“现在，公卫中心的患者大多数是境外输入病例。
有同事已经战斗近 50天了，特别是中医同行，人少活

多。”吴祎告诉记者，他希望自己的到来能帮大家多分
担一点。

刚刚过去的鼠年，是吴祎参加工作以来最忙碌的
一年。一整年，他都没时间回家看看，倒是家人来上海

探望过他。这个春节，吴祎响应号召，做个“原年人”。
“等疫情稳定下来，再找时间回家好好看看。”

对他来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了。“妈妈一直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谈起家
人，吴祎还是哽咽了。“如果说医生最大的幸福感来自治

病救人，可我们又能给家人带去什么幸福感呢？”作为白
衣战士，逢年过节值班是大概率事件，吴妈妈一直都很

理解儿子。吴祎两次在抗击病毒的最前线战斗，作为母
亲，说不担心是假的，但为了让儿子没有后顾之忧，她总

是默默承担了很多琐事。吴妈妈还不忘叮嘱儿子：“过年

值班，坚守在抗疫一线的人很多，警察、高铁职工、快递
小哥等等。所有人都休息的话，那岂不是要乱套了，妈妈

都懂。”这也使吴祎下定决心，发扬援鄂精神，分享岳阳
经验，用小我的一点贡献，换来大我的健康平安。

过年让吴祎的心情轻松了不少。他和记者打趣说，
在“上海堡垒”，医护和患者都是被新冠病毒困住的人，

不过前者的活动范围更大些。当牛年的钟声敲响，吴祎
默默许下了新年的愿望，去年支援武汉，自己和全国各地的援鄂战

士一起守来了春天；这几天上海天气变暖了，也希望公卫中心的春
天早点儿到来！“还有就是，大家都打上疫苗，新冠病毒快快消失！”

而在吴祎的“大后方”岳阳医院，也为就地过年的医学生、基建
工人提供春节期间的免费餐饮，让每一个“原年人”都吃上温馨的

年夜饭，感受到家的温暖。

    95后女孩胡雨茜掰着手指算了算，这是

自己连续四年没回江苏连云港老家过年了。
她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急诊

抢救室的护士。和她一样，科室里的同事基本
上都留在上海过年，“原年人”们早早吃了顿

团圆饭。在自己的岗位上迎接新年，小胡许下
了心愿：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自己能回家和父

母、亲友好好聚聚。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工作近五年的她来
说，真是实“鼠”不易。去年春节，在一片欢乐祥

和中，新冠病毒这个恶魔悄然袭来，胡雨茜和

同事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当
看到护士长在微信群里发出支援武汉的通知，
她立即报了名。“我是党员，肯定要以身作则。

再说我一个人在上海，也没啥后顾之忧。”

2020年 2月 19日，上海市第八批援鄂
医疗队开拔出征武汉，胡雨茜也成为 513名

逆行者之一。“战场”在雷神山医院，作为一名
急诊护士，胡雨茜承担起病情较重患者的护

理工作。“自己收获还挺多的。”回想起当时的
经历，她感慨。打针对于护士来说就像吃饭喝

水那般平常，可戴着两三层手套，隔着护目镜

和面屏，事情就变得不再容易；在雷神山，小
胡也“解锁”了诸如留置胃管护理这些曾经的

“弱项”技能……身边的小伙伴也让她学到了
不少，重症病人脾气很急，把一名医疗队员惹

哭了，泪水模糊了护目镜。大家安慰她出“红
区”平复心情，可坚强的白衣战士选择站好自

己这班岗。“每位医护人员最开心的事就是病
人痊愈。工作中肯定会遇到患者的不理解，对

负面情绪自己要学着消化。”
在胡雨茜眼中，医院的春节和平时没什

么两样，甚至更加忙碌。过年时大家高兴，难

免多喝几杯，这几年春节，急诊抢救室接收了
多位醉酒病人；因饮食无度造成的胃出血或肠梗阻，也会

让胡雨茜和同事们忙上好一阵。“我们都习惯了，职业特
性就是这样，所以不会觉得有什么辛苦。”

去年，爸爸妈妈倒是来上海看过女儿，可因为疫情
的反复和自己工作繁忙，并没有久住。“还好，因为工作

需要没法回家，家人们都挺理解，只是关照我别忘了照
顾好自己。”胡雨茜长舒一口气。“经历这不平常的抗疫

之年，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和身边人能健健康康。”

    你若问，过年不回家会不会委屈？他们干脆的回答出奇一致：习惯了，我不值班也要有人来值。可
每当新春佳节来临，最难的事情变成了拨通电话，艰难地吐出那句“妈，今年我又不能回来了”。

为了让更多人能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申城广大医务工作者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坚守工
作岗位，履行着白衣天使的职责。 他们说，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得有点牺牲精神，就得背负起责任和
患者的信任。

白衣天使更能理解“就地过年”的意义。 很多医务工作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百姓的健康保
驾护航。 对他们而言，这份“年味”一样很甜。

    这个春节，上海市疾控中心的 90后姑娘仇

静没回江苏扬州老家过年。春节前的一波疫情
尽管已被控制，但疫情常态化防控不可松懈，她

和大部分同事一样，自觉留守上海过年，随时等
待召唤。除夕那天，她和几个没回家的同事吃了

一顿火锅，许下过年心愿，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牛年红红火火。

仇静去年也没有回家过年。那时新冠肺炎

疫情突然暴发，她被编入流调第一梯队，过年时

候也需要备班。她还记得，市疾控中心去年大年
初二成立了追踪办，作为切断传播途径关键的

一个部门，她又积极响应号召，前去支援，并随
后加入疫情分析组参与实验室报告的整理汇总

和疫情监测分析。
“去年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

心里还是有点想家的。”不过，她还是得到了父

母的支持和理解。电话中，爸爸妈妈也鼓励她，
作为上海几千名公卫战士中的一员，此刻就应

该发挥作用。忙碌的工作很快就冲淡了思乡之
情，仇静说，自己的本科和硕士都是预防医学专

业，与疾控工作更是专业对口，在前辈们的带领
下，忙碌中油然而生了一份使命感与责任感。

今年，她很早就有了不能回家过年的思想
准备。仇静说，传统新春佳节，大家都喜欢走亲

访友，越是热闹的时候，防疫越是不能放松，疫
情防控人员更是要时刻备战。前阵子，上海启动

了重点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仇静作为免
疫规划所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和各单位对接，

联络接种疫苗的相关事项。“协调工作并不是打
几个电话、安排几个时间那么简单，其中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仇静说，每当可以顺利解决

遇到的每个难题，想到可以为更多人提供疫苗

接种服务时，便会感到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去年，仇静和男朋友结束了爱情长跑，领证结婚了，新婚

丈夫也是一名疾控人，在江苏工作。因为疫情尚未结束，两人
的工作又都很忙，本来，双方父母都盼着今年过年两个小家

可以变成一个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但如今，这个心愿也要
再等等了。仇静说，特殊时期，虽然“原地过年”，但年味不能

落下，她也和家人“云团聚”“云吃饭”，还发了微信红包。
疾控人是疫情防控的幕后英雄。春节期间，市疾控中

心要求综合协调、疫情监测、现场流调、实验室检测、密接

追踪等重点岗位安排专人值班，加上后勤保障、信息保障
等辅助岗位，每天都有 40余人值守。此外，中心还组建了

一支 50 人的流调核心队伍。他们是各个岗位的中坚力
量，要求 24小时备班，一旦疫情有需要，必须 1 小时内抵

达中心。
目前，市疾控中心职工无一返乡。在 100多名 28?以

下年轻员工中，有 86%的职工的父母不在身边。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在去年春节就没有返乡，或回乡仅一天就被紧急

召回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忙忙碌碌一年，坚守岗位早已成
了习惯。

    “妈，今年我又不能回来了。 ” 为了让更多的人度过
欢乐祥和的春节，白衣天使选择了放弃，也选择了坚守

坚守岗位，这份“年味”一样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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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郜阳 左妍

■ 对于仇静（右）来说，坚守岗位早已成了习惯

■ 吴祎过年坚守在抗击病毒的最前线

■ 胡雨茜除夕在岗工作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