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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冲在抗疫第一线、轮番出击。1991 年出生的俞晓所在的上海市

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急性传染病防治科，更是这次抗疫过程

中的主力军。

急传科除了组织全市流调队伍第一时间完成所有确诊病例

和疑似病例的流调工作，累计出动流调近 2 万人次，为应对新

冠疫情，她的科室新增了 30 多项工作；一年多以来，紧绷的弦

一直没松过，对“苦和累”早就习以为常。

2021 年初，科室里与俞晓同龄的几名同事刚刚结束对上海

两会的保障，从集中住宿宾馆回单位的出租车上，接到了黄浦

疫情的消息，他们立即让司机掉头直接去了新任务现场。“他

们真的很不容易……但面对抗疫任务，又没有丝毫犹豫。”谈

到同事们的辛苦，俞晓不禁湿了眼眶。

年轻的疾控人在抗疫的锤炼中收获满满。“看到疾控人是

如何切实地守护城市和市民，我感到这份职业太有意义了。”

俞晓感慨。

“经过这次抗疫，我看到了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样子。”齐

辰说：在抗疫斗争中，疾控人被看见、被认可；而其中的年轻

人也证明了自己的责任心和家国情怀。

善沟通、能吃苦

抗疫期间，上海市疾控中心密切接触者追踪办因为“高效

到没朋友”的信息处理效率，成为网友交口称赞的“网红”。

这个机构的主力人员中也有很多年轻人。

“我应该算是年轻人里的‘老人’了。”1986年出生的张

放在应急管理处里确实是年资较长的一位。2020年年初二追踪

何况，有时一晚上还要出动好几次。

“其实，就算待命的时候，夜里也睡不好，因为心里想着

可能随时要起来。”齐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样的状态

一直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从长宁疾控回到市疾控，齐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只上了一

天班，“时差”还没来得及倒回来，她又接到了去浦东新区疾

控中心支援的任务。

这次的流调对象变成了入境后在酒店集中隔离的人士，她

很多时候是通过电话做流调，常常需要用英语沟通。遇上英语

口音比较重的流调对象，她需要在电话问询结束后再反复仔细

听录音，直到了解清楚每一个必需的细节。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齐辰自己动手总结了一张流调常用术

语的中英文对照表，写满了三页纸。她把对照表共享给了流调

组里的同事，大家都方便了许多。

从浦东归来，齐辰接手援鄂医疗队员返沪隔离点消毒管理

任务。这项任务结束后的第二天，她又奔赴进口冷链食品调查

处置工作的现场。

这项工作要求是“天天有采样，周周有重点，月月全覆盖”，

齐辰又回到了几个月前在长宁疾控的作息状态：总是凌晨出动。

盛夏，室外气温 30 多摄氏度；而冷库里只有零下 18 摄氏度，

真正是“冰火两重天”。

每一次调查，齐辰至少要在冷库里待上半小时，呼出的气

在睫毛上凝结成霜，她笑称自己成了“冰雪公主”。因为要穿

防护服，身上的衣服没法穿太多，冰库里待久了冻得直哆嗦。

冷库工作人员送来棉大衣给她裹上，上半身才感觉好一点，但

腿脚冰冷只能继续忍着。橡胶防护手套远远不能抵御寒冷，即

使手指快冻僵了，她还是坚持规范完成每次采样或记录。

疫情期间，上海市疾控中心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像齐辰一样

齐辰在冷库采样。

急传科流调员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共同查看车站录像（左二：孔德川、左三：俞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