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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
第二波来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查琼芳

医生是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也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

版的援鄂医生亲历的抗疫日记——《查医生援鄂日记》的作者。

在最近一次报告会上，她回忆初到武汉时，武汉街道的冷清带

给援鄂医疗队员们的心疼，抵达金银潭医院时第一次进病房的

紧张，“病人一天天好转了，脱机了，出院进了隔离点，从隔

离点给我们发来了感谢信……一个个好消息，让士气越来越旺

盛，斗志越来越高”。

对于“兵马先行”的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他们面临诸多困

难，粮草不足，人员不足，防护物资匮乏。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新华医院 CCU 副护士长刘立骏作为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后勤

保障组组长，协助医疗队统筹医疗物资和生活物品保障。从临

危受命那天开始，他的手机 24 小时待命，他白天对接各方支援

的物资，梳理需求，夜晚盘点货品，制作出入库表单和接收函，

力求做到精准供应，每天日行 2 万步以上，休息时间则被压缩

到 4 到 5 个小时。刘立骏曾多次因搬运重物而扭伤，但人手不

足他轻伤不下火线，2 月 25 日，他在金银潭医院火线入党，成

为抗疫一线入党的光荣共产党员。“在武汉的 67 个日夜，我们

凝聚成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在金银潭医院充分体现了上海精

神，上海担当。”查琼芳医生感叹。

上海援鄂医疗队的故事只是全国人民共同保卫武汉的一个

缩影。当时，来自全国 29 个省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军队的

346 支医疗队、4.2 万多名医护人员先后驰援湖北，和湖北医务

工作者一起，共同站在对抗病毒的一线，为守护生命众志成城。

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武汉还首次启动方舱医院，为实

现新冠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发挥了关键作用。休舱后，华

山医院方舱队队长张继明教授对《新民周刊》表示：“方舱医

院是在武汉疫情最艰难的时候开出来的。在发病最高的时候，

方舱医院把一万多个病人收进来，也没有出现病人死亡的情况，

并且医务人员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这是很了不起的。”

4 月 26 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数字清零。经过近百天

艰苦努力，湖北重症及危重症病例从最高峰时的超万例实现清

零，成功治愈 3600 余名 80 岁以上患者。谭德塞指出，抗疫需

要政府各部门联动，“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方舱医院的成功经验，后来又被绥芬河市、香港特区等地

借鉴，为稳定当地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青岛对全市

人口进行核酸检测的决定背后，也能看到其中的武汉经验。

5 月 14 日，武汉市发起全民核酸检测大会战，在前期已完

成 300 多万人次核酸检测工作的基础上，对全体市民开展核酸

检测，全面筛查无症状感染者。 6 月 2 日，武汉市通报集中核

酸检测排查结果：武汉 9899828 人接受集中核酸检测，发现确

诊患者为零。除 6 岁以下儿童，武汉核酸检测已实现“全覆盖”,

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仅为 0.303/ 万。正是这次大规模核酸检测，

让人民群众对武汉有了一种“真正放心的感觉”。

发现病例、跟踪密切接触者、动员全社会力量等基础性措施，

正是中国通过实地调查结合专业知识所得出的应对措施，实践

证明，它们能够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泰国呼吸病学专家玛

暖表示，提倡佩戴口罩、迅速建设方舱医院等做法都是中国在

抗击疫情中积累的有益经验，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

底的防控举措，打造了有效的防控体系。

抗击疫情中的青年力量

在抗击疫情的最初两个月里，面对一无所知的全新病毒，

专家们全力以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确定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流行病学特征、防控策略、临床诊治等重要内容。但抗疫，仅

靠专家参与，是不够的。

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

全社会的一次大考。从传统媒体到网络空间，从社区横幅到农

村大喇叭，从“健康码”“云办公”等助力防疫，到落实分区

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抗疫，让全社会紧紧连接在一起。

其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青年人的力量。

何嘉是社会组织大鱼营造的创始人之一，此前他从事建筑

和城市设计行业，在业内已小有名气，大鱼接手的项目大多与

　　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打造了有效的防控
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