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晓青>>>
   大半年感情都在疫苗上

52岁的姜晓青医生是静安区彭浦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免疫科负责人，工

作 30年、进入退休倒计时的她，怎么也没
想到，和年轻人比体力，自己竟“一点也没输”。

去年 11月至今，姜晓青有了个新名字———接苗
人。不论多晚，只要新一批新冠疫苗到货，她总要从

家里出发到冷链室门口迎接。接种点每天用剩的疫
苗，也要清点摆放，做好报表。“我这大半年的感情，

都在疫苗上了。”姜晓青笑说。
疫苗需全程冷链管理，存储、运输每一道环节，

要求都非常严格。各接种点新冠疫苗由全市统一配

送，为确保第二天早上顺利开打不断苗，“接苗”多在
晚上和凌晨。姜晓青说，今年 4月全市接种疫苗进入

高峰期，连续几天凌晨一两点钟被通知“接苗”，简直
让人崩溃。晚上睡觉都要保持警觉，睡眠被分割得支

离破碎，但姜晓青坚持下来了。“说不累是假的，但我
们都知道这事关系到接种者身体健康。我工龄有 30

年，家又离接种点近，对疫苗管理很熟悉，这工作我
来做最合适了。”

姜晓青摸索出一套很好的接苗流程，除了按不
同厂家、批号分门别类摆放清点，还要密切关注冷链

冰箱温度———必须严格控制在 2~8℃。
“六月初那会儿也特别忙，临时接种点多，进进

出出的苗多，批号也多，工作强度大，每天全部理完
已八九点钟，回家几乎倒头就睡。”平时还有各种问

题需要姜晓青处理，如疫苗上的码扫不出，或者接种
者的码扫不出等，都要第一时间协调处置。

最近的头等大事，是刚开始的学生群体疫苗接种
工作。“新来的一些苗，包装和以前不一样，更要仔细分

类，千万不能出错。”姜晓青说，尽管已有丰富经验，但
她丝毫不敢懈怠。工作这些年，印象中有过几次特别紧

张忙碌的阶段，比如十多年前麻疹疫苗加强接种、甲流
暴发时驻扎在出租车公司为司机接种……但最忙的，

绝对是新冠疫苗接种。“我们的工作也许没有那么轰
轰烈烈，但为了守护市民生命健康、共筑防

疫铜墙铁壁，大家一直努

力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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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逆向而行，选择与病毒生死相搏，一袭白衣下，仁爱济世的
初心始终跳动。

你们一丝不苟，病床旁始终全神贯注，攀登医学高峰，只为点亮
生命中的那盏灯。
近期出现的多点散发疫情，牵动人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

特殊战“疫”中，你们是百姓心中最信任、最可爱的人。一身密不透风
的防护服、一副雾气弥漫的护目镜，虽然看不清模样，但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你们义无反顾的身影分外动人。
2021 年 8月 19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谢谢依旧奋战在一

线的你们，是你们筑起了护佑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也请你们照顾好
自己，记得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今天，向生命致敬，向医者致敬！

张炜>>>
 中医药让外籍患者称奇

张炜一直记得，一年前走进上
海公卫中心会诊室那一刻响起的掌

声。当时他愣了一下，随即开心地笑
了。原来，那个高烧十天的新冠肺炎

患者在服用中药后退烧了。“那会
儿，所有的治疗手段都用过了，眼看

病人即将转为重症，情况紧急。”张

炜说。查房后经过“头脑风暴”，大家
决定介入中药治疗，运用“肺与大肠

相表里”的理论，达到通腑泻热的效果。调
整药物剂量给患者服用当晚，就有了不错

的疗效，隔天查房时，患者已开始退烧，两
三天后病情趋稳，最终顺利出院。

张炜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肺病科主任，也是国家和上海市新冠肺炎

中医药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新冠肺炎

救治市级专家组成员。在曙光医院，以中医
为主、中西医结合诊治呼吸系统疾病已成

为特色，肺科室也是国家重点专科。“中医
药在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中大有用武之地。”

张炜告诉记者，在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治疗
方面，中医学有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呼吸慢

病治疗和未病防治，也是中医学的特色与
优势所在。

在公卫中心，很多外籍患者在亲眼目
睹中医药显著疗效后，纷纷“路转粉”，主动

要求喝中药，还直呼“神奇”。“所有的经验
和成功，都离不开团队每个人对中医处方

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张炜说。
2003年非典肆虐时，张炜还是个“小

医生”，主要参与发热门诊工作。后来，通过
甲流、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历练，他逐

渐成长，如今已是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在
新冠疫情中带领科室全体成员冲在一线。

“现在，应对突发性流行传染病，我们有不
断完善的机制。”张炜直言，“去年新冠疫情

暴发后，上海第一时间成立了专家组，中西
医救治组共同抗击病毒。”

在国家支持下，曙光医院于去年 11

月牵头组建了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和

疫病防治基地。张炜说，面对新的发展机

遇，需要营造“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兼
容并包、博采众长，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

学融合，凭借临床疗效向世界展示中医药
的智慧与价值。

王中王>>>
   一场场流调练出真本事

普陀区疾控中心流调队的王中王，最
近因本报一篇报道在队里“火”了一把。虽

然昵称“铁人王中王”，但她坦陈：“这一年
多，人是真累，可也成长了。”

“我平时的工作主要是跟慢性病随
访管理数据打交道，疫情来了会让我去

现场排密接、做流调，想都不敢想。”来自

慢性病防治科的王中王说，这一年半，她

充分感受到，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还有一
个良好运作团队的重要性。

1992年出生的王中王，还是第一次

经历这么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处置。他
们这群年轻的队员没有流调经验怎么

办？处置过 H7N9和 H1N1的综合办主任
郑亦慧和急传科科长崔燕就手把手地

带。“谁没有被叫过去一对一修改过流调
报告啊？一次不行就两次，返工多了就熟

悉了呗。”王中王和通知群里的 72 名应
急队员一样，都从一场场流调中锻炼出

了真本事。
王中王还有个特殊技能———日语，因

此，她承担了普陀区入境人员的小语种流
调任务。“第一次做日语流调心里紧张啊，

高考后快十年没用过日语了，加上有很多
专业名词，我得查字典。一共做过两个日语

流调，还挺顺利的。”
7月起，国内防控形势趋紧，确诊

病例密接流调要求越来越严格，上海

协查工作量剧增，原先负责场所现场
调查的急传科人手捉襟见肘。“我第一

次看探头是跟着急传科的蒋潇丽老师
去的。那是个大型商场，需要按照流调

获取的信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核对
并判定密接和次密。看了一下午加一

晚上，我都快瞎了。”这还不是王中王

看过最漫长的一次监控，“最难忘的是
跟监测科科长龚华一起在酒店看监

控，整整三天的视频，我们看了两天一
夜。”回忆起这段经历，她说：“我已经

记不清判了多少次密了，只记得我们
一直在给后方发送核查名单，可能有

百来个吧。”密接和次密的判定很严
谨，少判会有疫情外溢风险，多判则会

影响太多人正常生活，压力很大，更考
验公卫医生的专业水平。

严谨、无私、互助，和王中王一
样，通过轮训和实战，普陀区疾控中

心的应急处置队伍中每一位队员都
具备了熟练的流调、现场排查、采样

等技能，男队员还能随时随地支援现
场消毒处置。

本报记者 左妍 郜阳 实习生 吴昊 赵艺婷

徐园>>>
   守好发热门诊这道防线

从学校毕业算起，徐园在医学路上已经
走了 18年。她是仁济医院（东院）感染科的医

生，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工作虽辛苦，但作为疫情防线的‘守门员’，

哪里需要我，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常驻发热
门诊的徐园说。

最近一段时间，仁济医院发热门诊病人

数量日均超过 100人次，最高达 130-140人。
“基本上看完一个就要看下一个，节奏很快。”

徐园说。在发热门诊，医生必须“全副武装”，
N95口罩和防护面屏都很闷，医生和患者沟

通时不得不提高音量。她说：“说话多了，脑袋

都嗡嗡的，感觉咽喉炎一直好不了了。”
不过，那些闷热、劳累、难以言说的艰辛，

也会在某些瞬间化为巨大的成就感。徐园一直

记得今年初接诊过的一个病人。2021年 1月，
仁济西院因防控要求突然进入闭环管理。此

时，一名刚做完泌尿科手术出院的肾结石患
者，在家中突发高烧，不知是术后并发症，还

是存在感染风险，想要马上来医院检查。经紧
急协调，病人被转送到仁济东院。

“患者病情比较重，而且除了高热，病人
的心理状况也不太稳定。他一紧张，全身的炎

症反应就会加重。所以治疗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安抚，让他逐渐放松下

来。”徐园回忆。病人康复后，家属感激地送来
了锦旗。那一瞬间，徐园和同伴觉得，自己的

工作特别有价值。
面对疫情反复，守好发热门诊这道防线，

成了徐园和同事当下最重要的事。她坚定地
说：“发热门诊比较特殊，作为一名医生，再苦

再累也是应该的。希望能够为上海的防疫贡

献力量，保护好上海的市民！”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谢谢奋战在一线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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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记者 徐程 孙中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