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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清晨 6时，瑞金医院结束闭环

管理，滞留医院的医护、患者和家属陆
续撤离。两轮核酸检测阴性后，瑞金成

为这一波疫情中率先结束闭环的医院。
短短两天，医院暂停了门急诊服务，但

医护人员的工作却始终在线。他们用
自己的热量温暖着留院的病患们，他

们自己也被社会各界的爱温暖着。

出生 9天由临时妈妈照料

在瑞金医院儿科的蓝光箱里，出
生 9天的小圆圆睁着好奇的大眼睛，

安静地看着几个叔叔阿姨忙前忙
后———喂奶，换尿布，抚触……5天

前，因为新生儿溶血，小圆圆被送进了
瑞金医院儿科进行蓝光治疗。由于恢

复情况良好，医生告知小圆圆父母，可

以接孩子回家了。然而，掰着手指数着
日子期待团聚的爸爸妈妈，怎么也不

会想到，才出生 9天的小圆圆，要经历
医院的闭环管理了！

25日下午，医院实施闭环管理，
“闭环”也就意味着人员的限制流动，

对于儿科这样的病区，护理人员的配置
是一大考验。小圆圆这样的小婴儿，更

是得到了医生叔叔阿姨的“VIP”照
顾———“临时爸妈”争相上岗了。他们个

个动作娴熟，耐心温柔。还有医生阿姨
甚至在暖箱旁支了个简易床，当起了

“临时妈妈”，让这段不平凡的日子充满了温情。

宝宝被幼儿园老师带回家了

“我和爱人被突然隔离，我们唯一担心的是
我儿子，因为从他出生到现在从来没离开过我

们，每天晚上都是我或他妈妈陪他睡……”令瑞
金医院外科医生毕任达没想到的是，思南路幼

儿园特地安排孩子到老师家里住由他熟悉的幼
儿园老师照料，令这对医生夫妻心中的大石头

落了地。

毕任达，瑞金医院普外科医生，是个尼泊尔
人，他的夫人王群是瑞金医院妇产科医生，儿子

王梵熙，今年还不到六岁，是思南路幼儿园大一
班小朋友。随着瑞金医院闭环管理启动，他俩都

被留在了医院，又没有老人帮忙照顾，家里的孩
子怎么办？思南路幼儿园在得知家长的情况后，

立刻由幼儿园党支部和班级的三位保教人员组
成工作小组，商量如何给孩子最安心、最适合的

陪伴。
最终，两位老师在其他孩子离园后与王梵熙

共同游戏，照料孩子近三年的生活老师仇阿姨晚
上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陪他睡觉，周末还将他的

生活用品及时带回家进行洗晒。有了三位保教人
员的陪伴与付出，解除了爸爸妈妈的后顾之忧。

“这次的经历让我真心感觉到在中国，确实是一
方有困难，多方出力，”毕任达说，“我们为社会、

为病患服务，社会也在为我们服务。”
今天，瑞金医院给市民朋友发了一封“感谢

信”，信中表示：刚刚过去的 48小时，正是医患
和所有参与闭环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

自豪地说，闭环管理平稳有序。这既是一场实战
演练，更是一次疫情管控下的友爱展示。

本报记者 左妍

    上海多家医院昨天关闭门急诊服务，引

起网络的广泛关注，民众担心疫情已经扩散。
对此，张文宏教授深夜发声：“其实只是按照

标准流程对于次密接进行排查。动态清零，精
准防控，但是不能有疏漏，这是防控原则，并

非疫情不可掌控。”

张文宏表示，上海并不存在院内感染现
象，间隔 24小时查两次核酸检测，如果全部

为阴性，预计从 11月 27日晨即会陆续开放
相关医院门急诊。

他还谈到，自己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总院并没有关闭，急诊井然有序，为兄
弟医院多值一个夜班。目前来看，上海的医疗

资源充沛，没有发生“挤兑”。他强调，上海此
次疫情没有失控，得益于患者的及时就诊，得

益于防疫一线兄弟们连夜奔跑，得益于实验

室成功完成溯源，相信这次疫情的控制是及
时有效的。中国动态清零，免除当前新一轮疫

情暴发的策略是可靠和可持续的。

 本报记者 左妍

多家医院闭环是防控流程,并非疫情不可控

    这两天， 因疫情防
控需要， 上海数家医院
停诊，部分小区封闭，个
别校园停摆， 在里面居
住生活或工作学习的他
们可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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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宝两个，100W转换插头”“一次性

牙膏牙刷 20套”“大学普通物理教材”……受
疫情影响，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前天进入闭环

管理，有的同学不能回家，常用的生活用品怎
么办？很快，一份暖心“互助文档”迅速刷屏。

无法出校的同学在文档上写下自己的需求，
还有的则写出自己能提供的物品。在这个共

享文档里，传递着互助关爱。

除了普通的生活用品，还有“特供”：
“有羽毛球拍”“我在煮红酒，有人喝吗？冬

天超级好喝”“家住上海，自己有车，可以提
供服务”……

昨天下午 1点多，法学院 2019级本科
生戴桁宇就建立了第一个“江湾群”。随后，

他和法学院的几个同学一共建了 4个互助
群，用来交换物资需求，同时更新着一个名

叫《江湾物资需求及信息问答》的在线表格。
戴桁宇介绍说，4个微信互助群里共有

1500余人，需求各种各样，卫生用品、药物、

暖宝宝、眼罩、袜子、拖鞋等等，比较多的是

床和被子、牙刷，第一天，就有 250多条被
子的需求。建立在线互助文档的想法，是受

到之前郑州暴雨洪水在线文档的启发。
现在，在这份不断“长大”的表格里，写

着满满的“我能提供的物品”，还有一份问
答———“在教学楼怎么吃饭”“在办公室的

同学晚上睡在哪里”“外卖应该送到哪个

门”等等。尽管闭环很突然，但复旦江湾校
园内的生活依旧，有条不紊。每一位师生都

愿意用自己的所有换来身边人的安心。眼
下，教授们仍在授课，同学们仍在学习。

通过朋友圈，复旦“互助文档”中的温
暖在放大。“下午发了一个通知，说被子不

一定到位，我就准备裹着午休的毯子混一
两宿。结果，我接到了附近的朋友、老师，还

有之前我这里毕业的学生，说要给我送被
子、送生活用品。我都谢绝了，但还是非常

感动。”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斌说。

4个互助群的功能已不限于物品交换、

供给。戴桁宇说，他们同时帮助复旦团委的

青年志愿者组织在群里招募志愿者，短短两
小时，就招募了 200多名志愿者。这几天，这

批志愿者身穿“蓝马甲”，奔波在江湾校区的
每一个角度。他们运送餐食、维持秩序、协助

登记，成为抗疫的一员。暂无住处的同学们
依托院系，与滞留在教室、实验室、办公室的

老师们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学习，每当看

到“蓝马甲”，大家都无比亲切。隔离是临时
的，但这里也成了一个“家”。

戴桁宇告诉记者，班里的党员服务队发
挥了重要作用。紧急时刻，大家都体现了复

旦“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有同学专门负
责应急药品的管理和调度；有同学负责各宿

舍本科生的需求。现在看来，互助群和在线
文档的做法在突发情况下非常有效。

在线文档里设有一个“祝福”栏，每时
每刻，都有来自各地的复旦人为母校加油。

戴桁宇和他的伙伴们也收到同学的鼓励。
戴桁宇说得很实在：“能帮助到很多同学，

我们很高兴。”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一份互助文档传递“家”的温情

    “叮咚———您有一张卡片待查收。”昨

天，中风险地区青浦西郊锦庐小区的居民
收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面写道：您好！

感谢您的配合和理解，为了更好地为您（或
您的家人）提供居家隔离期间的服务，保障

好您（或您的家人）的生活，为您发放特殊
需求咨询卡。“有困难随时找我们！”发放卡

片的志愿者离开前不忘叮嘱道。

西郊锦庐小区拥有 1206户居民，如何
在筑牢疫情防控网的情况下，切实保障好

居民的生活需求？赵巷镇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小组办公室想到一个好法子：通过发放

特殊需求咨询卡，了解居民居家隔离期间
面临的困难，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我们的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发放这
样一张特殊需求咨询卡。居民有什么要求

可以写在卡片上，最后社区安排解决。”赵

巷镇佳煌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盛毅告诉记
者，目前已收到 30多张填写好的卡片，多

数是老人配药、孩子生病、孕妇产检等医护
需求。“小区里老人比较多，很多都有配药

的需求，一些非处方药在社区里可能配不
到。居民填写好需求卡以后，我们居委协调

组织，动员力量,在旁边的医院配好药后，再

交到居民手上。”
“救护车到了以后，你们再带家长和小

孩出门，稍微等一下。”小区封闭管理后，赵
巷镇人口办副主任杨志光忙得团团转。昨

天上午，小区里有个 3岁的小孩因为鼻窦

炎发作引起发烧，肚子疼得在家里哭闹，家
长非常着急。小区内外的防疫保障工作人

员通力合作，帮助其对接指定医院。护送小

孩的志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西郊锦庐小

区 25日已完成第一轮核酸检测，这位小朋
友和其家人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送医

的过程中，小朋友及家人的相关流调信息
均被上传到医院和青浦疾控部门。在这个

闭环管理小区，各项保障工作继续平稳开
展。“目前小朋友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

此外，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门口已经

搭建起临时的快递放置点，有很多外卖小
哥正在配送居民购买的生活用品。张女士

的家人在小区里隔离，昨天她拉着小推车
来送生活物资，上面堆满了衣服、被子、食

品，一趟装不下又回去拿了一趟，把物品放
置在指定存放点后，隔着远远的距离，跟家

人比了个手势，便离开了。“我们眼神交流
了一下，报完平安，心里就踏实了。社区工

作人员、志愿者都会帮忙解决生活上遇到
的问题。一切挺好的，他让我不用担心。”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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