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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工作是艰巨的，转移人员空出来

的房间要全部进行消毒，整整 35间，包括单
间，双人间，三人间和套房，真的非常辛苦，小

组全员出动，干了快 1个半小时才消毒了 15

间，防护服、口罩里都是汗水，人一度几乎不
能呼吸。两位女同志顶不住了，消毒进行到 11

间时先行撤退，我在消毒完第 15间时也顶不

住了，再消毒下去感觉要窒息，果断选择先行

撤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当天消毒量
较大的情况下，建议两人同时消毒，为防止万

一一个人顶不住在房间晕倒，另一个人可以
及时呼救！！！”

以上这段文字节选于金山区朱泾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李俊的日记《我在隔离点的

14天》。8月 27日，李俊驻扎集中隔离酒店，开
始为期 14天的隔离人员管护，这本日记，是他

从进入隔离点的第一天开始记录的，直到 9月
10日离开隔离点，他足足记录了 15000多字。

是什么让他在异常艰巨的工作完成后还要日
码 1000多字？写作已成为他的个人习惯，文字

间洋溢着“战友”间的浓浓关怀之情。

记录隔离点苦和乐
“我们穿上隔离服，每天就要完成两次从

上到下 4层楼道、通道的预防性消毒，偶尔碰

到交接还涉及隔离房间的终末消毒，消毒任
务重，有时，光消毒液就要配置上百斤，我们

的女医护大多很瘦小，每回背着这样一个装
满水的大箱子连走几层进行消杀，真的很不

容易。”担心同事在隔离点消杀期间遇到可能

的危险，于是他在日记上写下带着三个惊叹
号的提醒，并在隔离点轮班群中及时转告。

除了总结工作须知，他也会记录下在隔
离点的一些“趣事”，“9月 4日，隔离点来了位

基本用中文无法交流还特别怕疼的法国女
士，当我把核酸检测棒放在她面前示意她抬

头时，明显觉得她有点抗拒，我猜应该是之前
鼻拭子检测给她烙下了‘心理阴影’，我和她

说 believe me（相信我），让她 relax（放松）后，

趁她抬头放松时，迅速棉签入鼻腔，停滞、而
后旋转了几下，收！她难以置信地问我，ok？我

点头说，of course（当然）！她竟然高兴地竖起
大拇指，挤出了三个中文字‘你真棒’，哈哈，

还好没给中国医生丢脸。”

记录一线防控日常
据了解，这位有点耿直、有点幽默的 36

岁社区医生李俊，现任朱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科副科长，自 2019年底以来，为了记
录这场自上而下共同应对的疫情，他便以一

名全程参与了新冠肺炎社区防控医生的第一
视角，开始将工作点滴记录于第一本日记《在

抗疫的日子里》，而《我在隔离点的 14天》已

是他“抗疫系列日记”的第二册。
在《短暂的忙乱》《该来的总归要来》《不

一样的防控装备》等篇章里，还记录了防控持

续升级期间，李俊和他的同事

们做好辖区重点人群居家管
理、应急物资的整理、疫源地

终末消毒、公共场所预防性消
毒、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察、

企业复工指导、培训等的工作
日常。透过文字，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防控在

一线的压力、强大的团队力量以及对家人的
歉意……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这位在高压下工作、仍坚持用心记录防

疫足迹的社区医生还有什么特别？李俊的同

事告诉记者，“历次的大型防疫，如汶川地震
后对都江堰援建，金山区应对 H1N1、H7N9

等，他都冲在最前面。怕旁人担忧，他总说自
己经验丰富，会更注意自身防疫，不容易被感

染。”“党员就应该冲在最前面”，这句话在李

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好陪陪我？”在
日记里，7岁儿子的小心愿，至今未能实现，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李俊依然是儿子眼
中那个会突然消失半个月的爸爸，是同事嘴

里包揽了晚班出勤任务的“我们科长”。《在抗
疫的日子里》的最后一章，李俊写道：“我想找

时间尽快把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

防控要点整理出来，汇编成一个常用的传染
病防治手册下发给我们辖区的民众，以期提

升辖区全人群的传染病防控能力。”
通讯员 殷洁如 本报记者 屠瑜

“口罩里都是汗，几乎不能呼吸”
金山区朱泾镇这位社区“大白”的抗疫系列日记让人泪目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医学上主要用于

治疗矮小症的“增高针”被部分家长奉为“长
高神药”。 对此，儿科专家表示，生长激素不

能乱用，不能因为孩子身高不理想就给孩子
注射。

孩子好像长得不够高？有的家长因此着
急了起来，不仅求医问诊，还有直接要求医

生给孩子“打针”的。 应该说，家长希望孩子

快点长高，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确实有

一些孩子在生长发育方面需要医生和药物

的帮助，对这些孩子，如果家长过于“心大”，

反而可能错过治疗时机。

但任何药物都不能乱用、滥用。 孩子能
长多高，受到遗传、环境、营养等多种因素影

响，医学上判定是否身材矮小、生长迟缓有
严格定义，需要对孩子进行全面、专业的评

估。 医生不可能完全听从家长的要求，如果

生长激素“想打就打”，其实是对孩子不负责

任———随意注射该类激素，不但未必能让孩

子长高，还可能埋下健康隐患。

“增高针”不是缓解身高焦虑的必选项，

营养、运动、睡眠等都可以为孩子长高加一
把力。 家长如果陷入焦虑，除了寻求医生的

专业意见之外，还应调整心态，不要把焦虑
传递给孩子。 当然，家长的身高焦虑也有社

会审美观念的影响， 担心孩子身高偏矮的

话，会受到慢待甚至歧视。这方面，需要进一

步推动审美取向多元化，消除身高歧视。 一

个人的价值，并不由包括身高在内的外表所
决定。

与此同时， 医生和医疗机构也应把好
关，坚守职业道德，防止生长激素被超范围

使用。据新华社报道，一些民营医院打出“身
高 70%靠遗传、30%靠后天， 定制身高不是

梦”之类广告语，还有非正规医疗机构放大、

利用家长不必要的身高焦虑，牟取暴利。 有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医药代表把生长激素吹

捧成“长高神药”，甚至用高额回扣引诱儿科
医生滥开处方。

“增高针”要对症下药。对滥用生长激素
的行为，需要坚决说“不”。

“增高针”不能想打就打
郁晶陶

■ 李俊在隔离点楼道进行消杀 朱泾镇 供图

■ 李俊脱下防护服后满头是汗

▲ 《我在隔离点的

14天》打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