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时筛出高危患者
1月上旬，为了应对境外输入患者收治高

峰，公卫中心结核科主动请缨，最终除1人进

修、2人坚守门诊外，其余医生悉数进入新冠

病房抗击疫情，并承包了一整栋病区的收治

工作。“大家都是同事，配合起来有默契，而且

我们平均年龄才38岁，绝大多数在疫情常态

化时担任过楼长，有统筹临床一线救治的经

验，可以应对任何挑战。”来自结核科的刘萍

目前担任所在病区救治组组长，对于当前救

治力量充满信心。

1月8日，刘萍正式进入闭环开启了第四

轮新冠救治，“白天管患者，晚上填表格”也成

为她每天的工作常态。刘萍清楚地记得，最

忙碌的时候，一天收治了将近40例患者，其中

一位70多岁的老年患者让她印象深刻。该患

者入院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且免

疫指标低下，属于“高危人群”，若处置不当，

患者病情会有加重的风险。于是，刘萍和床

位医生一起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并给予对症

治疗，等结束工作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我

们这里也是遵循事不过夜的做法，哪怕收治

患者数量再多，当天必须全部‘过堂’审核一

遍，把高危人群及时筛选出来，心里也会觉得

非常踏实。”

抗疫至今，刘萍已经连续三个春节没有

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而最近一次陪伴

家人，还是去年上半年陪同父亲在上海看

病。“每次和父母视频，他们总是报喜不报

忧，让我安心工作。其实，我早就知道父亲

的病时好时坏，只是在视频里大家心照不

宣。”除了父母的健康，最让刘萍牵挂的人还

是刚刚读初中的儿子。让她欣慰的是，在缺

少母亲陪伴的时候，儿子自己学会了做菜烧

饭。“过去我总以为儿子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没想到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也能整个四菜一

汤，当他爸和我说儿子长大独立了，我心里总

觉得酸酸的。”这个春节，刘萍依然要坚守岗

位，不能回家陪伴家人，但是她已经悄悄网购

了儿子最爱的模型玩具，决定之后当面给孩

子一个补偿。

“完美”错过纪念日
1月24日中午，正在逛超市采购年货的

护士石英群收到护理部短信，通知她2月1日

进舱开展新冠护理工作。自2020年大年初一

开启首轮新冠护理任务以来，石英群即将再

次于大年初一“出征”。于是，她的年货清单

又多了几种由洗漱用品和泡面零食组成的

“抗疫物资”。

石英群回忆，2020年春节的年初一上午，

正在父母家拜年时接到下午进舱的紧急电

话。匆匆告别父母和家人，简单收拾了一些

衣物，仅2小时后，她就出现在了自己的岗位

上。“当时对疾病还不了解，第一次进病房心

理还是很紧张的，明天即将是我第6轮进舱，

虽然心态平稳，但是绷紧院感防控弦一刻也

不敢松。”时隔两年，石英群更加从容了。

今天吃好年夜饭，石英群即将进入隔离

病房。她早早就问同事要来了最新版的感控

培训视频，有空就把整个流程过一遍。虽然

对她来说，穿脱防护服、手卫生消毒等流程已

经历了成百上千遍，但是院感防控无小事，她

希望提前让自己的精神“预热”起来。石英群

告诉记者，家人们今天很早就开始准备自己

爱吃的菜肴。“大家都说我也是上‘战场’，是

没有硝烟的战场，必须要喝酒壮行，并祝福我

凯旋。”

2月14日不仅是西方情人节，还是石英

群的结婚纪念日，因为抗疫又即将“完美”错

过。“已经和爱人约好到时候通过手机视频隔

空庆祝纪念日。”抗疫至今，多次和家人错过重

要节庆日、纪念日的石英群已经习以为常，但

最“亏欠”的还是刚满6岁的儿子。“其实在1月

上旬，我答应儿子要过年带他去电影院看动画

电影，看来这个心愿只能年后再弥补啦。”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范忭忭

昨天上午，金山石化街道海立方、如家

隔离点驻点工作组组长顾建华和同

事晃动着手中的福字，挥了挥

手，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月的

留观人员告别。“谢谢你们，

敬爱的防疫英雄们……祝你

们新春快乐……”这时，口袋

里的手机突然振动了一下，

一条来自隔离观察人员的感

谢微信，让他既欣慰又激动。

前几天，一对父女从塞

尔维亚回国在如家酒店隔离。

由于女儿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送

往其他酒店隔离，但是却将手机等

随身行李遗忘在了如家酒店，家属联系

不上非常着急。而根据防疫政策相关规定，

该人员的行李不能通过寄送快递的形式送

达。顾建华知道后紧急联系石化街道，街道

派遣转运车辆将手机等行李送往该隔离酒

店，使家属成功地联系上了该留观人员。

石化街道辖区内共有5个集中隔离点，

目前已安全运营3年，可用于健康监测的房

间总数为632间，截至1月16日，已累计接收

留观人员26203人，占全区总接受留观人员

总数的54.36%。“对我们而言，坚守是这个春

节最好的仪式。”顾建华介绍，5个隔离点内

的街道机关干部、公安、医护人员、保洁、保

安等323名工作人员选择在岗位上，与“客

人”们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农历新年。

锦江之星隔离点的保安王瑞博，是第一

个主动提出要在隔离点驻守过年的工作人

员。老家远在河南的他，2021年新春也因为

疫情没能回家过年，“我们倒是没啥，就是有

点心疼家里的老人。”在海立方国际酒店值

守的陈汐远，已经在隔离点工作半年，视频

通话成了他与家人最常用的“见面”的方式，

虽然妈妈说着“不用回去”，但思念之情，早

就顺着电话线“传”了过来。第一年踏上工

作岗位的孙超凡说：“多亏有家人的理解和

支持，我才能在隔离点安心工作。”

为了让留观人员感受到温暖，工作组建

立了一个临时微信群，每日进行日常询问、

提供服务，尽量满足留观人员的需求。“我手

机充电线忘带了，能否帮我买一条？”“米饭

能不能多送点，我饭量大。”……就是在这样

紧张的环境下，一幕幕暖心故事不断发生。

临近春节，隔离点内的工作也越发忙

碌，除了用餐的短短10分钟，一刻都没有休

息，每一个细节都耐心细致，确保整个过程没

有疏漏。即使如何忙碌，但对留观人员的新

春关怀，他们却牢记在心。“希望我们的心意能

让这些回不了家的人感到温暖。”锦江之星隔

离酒店的工作人员王瑞祥介绍，目前，隔离点

内春节氛围渐浓，大厅和房间门都贴上了福

字，“我们正抓紧写春联，过年的时候隔着门

向他们拜年，送上新春的美好祝福”。

通讯员 裴元欢 本报记者 屠瑜

春节临近，在外拼搏的游子

们，从五湖四海启程踏上返乡之

旅。有那么一群人，虽置身于春

运人潮中，却并不是归乡人，他

们默默坚守岗位，为万千家庭的

团圆之旅保驾护航——他们就

是担负春运执勤任务的武警上

海总队执勤一支队官兵。

1月28日10时许，铁路上海

虹桥站候车大厅内人潮涌动，到

处是拎着大包小包匆忙的身

影。执勤官兵忙碌在安检通道、

检票口、进站口等人流密集区

域，维持秩序、疏导旅客、巡逻警

戒。春运期间，车站发车次数大

幅增加，为了确保旅客安全，执勤

官兵天还没亮就早早出勤，直到

送走最后一批列车才回到营区。

列兵张豫清是刚下连一个

月的新兵，虽然经历了严格的专

勤专训，但真正走上哨位后，他

才发现春运执勤任务比想象中

更具挑战。性格腼腆的他虽然

举止还略显生涩，但也是像模像

样。在他的引导下，人头攒动的

大厅始终保持着良好秩序。能

为万千旅客的归途保驾护航、带

来温暖，他感到格外开心。

“橄榄绿”给旅客送去的不只是平安的

守护，更有暖心的温情。前不久，一对夫妻带

着刚做完手术、躺在担架上的女儿坐火车。

火车站人流密集，两人又要抬担架，又要拎行

李十分不便。上士史浩田经中队领导同意

后，立即和新兵刘来和帮这对夫妻抬起担架，

小心翼翼地将女儿送到上车点。上车前，一

家人拉着史浩田和新兵的手不停道谢。

通讯员 李军学 何晓杰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抗疫一线的他们觉得“亏欠家人”
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医护人员救治患者不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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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名工作人员陪“客人”过年
写春联贴福字，隔门送上新春祝福

今天是除夕，阖家团聚的日子。作为上海战疫堡垒的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新冠病房内，新冠救治工作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2022

年1月以来，突然激增的境外输入患者一度让在院患者人数创了新高，虽
然出现过一波出院高峰，但在院患者人数依然处于高位。为了捍卫上海城
市公共卫生安全，这个春节，依旧有不少医护人员选择坚守岗位，他们告别
家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奋战在抗疫一线。

▲ 刘萍在隔离病房工作

▲

石英群和丈夫的微信对话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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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金山石化街道5个集中隔离点 铁路上海虹桥站

■ 锦江之星隔离点内

春节氛围渐浓 ■ 客人离开后，工作人员在认真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