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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清晰可查。

就这样，5 家黄浦区内通勤酒店与院内后勤、医护、行政

人员共成立 8 个临时党支部，与综合组、医疗组、护理组、院

感组、疾控组等 8 个专项工作小组形成了条块结合的工作模式。

闭环管理中的仁济西院，拉起了一张纵横联合、不留死角的全

覆盖大网。

“后来进来两名记者，一共是 2600 人。”夏强说，“楼长

制”最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制定的。

经历过西院这场硬仗，早在今年 3 月 2 日，仁济医院防控

工作小组就启动了例会制度；3 月 10 日，启动“楼长制”和“督

察队”。

楼长由一名院领导担任，无论是出入口管理、院感防控、

就医流程、医疗救治，还是环境卫生、安全消防、服务质量、

物资保障等，楼长全权负责，确保每件事情有人管理，每个环

节有人督导，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管理。

每晚 7 时，仁济医院所有院领导、职能部门、疫情防控工

作组成员通过线上会议方式，召开疫情防控联席会议。会上，

各“楼长”通报每日所辖楼栋的防疫情况。

“别说普通老百姓，就算是医护人员，如果信息不对称，

也很有可能造成麻痹大意或过度紧张。”夏强说，这时候楼长

就起到了很大的“上传下达”的作用。

楼长的压力可想而知。以仁济医院东院区（以下简称“仁

济东院”）外科大楼为例，就算人员最少的时候，整幢大楼也

有 540 多人。患者、家属、医生、护士，还有第三方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

“对于关键数字，楼长必须要门清，医院的指令也必须坚

决贯彻，不行就换人。”夏强那本第一次例会开始用的笔记本

已经快写满了。上面记录了这段时期以来大小会议的工作纪要，

还有不同时期每幢楼楼长的名字，“仁济从来没有慌乱过，即

便是楼栋内出现了阳性感染者。尤其在后期，我们已经形成了

一套快速、成熟的处理机制”。

实行“楼长制”后，责任被“扛起来”，疫情传播风险“降

下来”，重点人群行动轨迹“稳下来”，各项制度执行“严

起来”。

“自始至终，我们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位来到医院的病人。”

夏强告诉记者。但也正因为此，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东院急诊、

发热门诊等加起来一天会有超过 100 个阳性感染者就诊，能转

到收治点的可能连 10 个都不到。

“如果封闭管理，把病人都转走再进行消杀，是比较好操

作的，但我们不能关。既要避免感染扩散又要接待就诊者，这

对医护带来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夏强回忆起那段通宵达

旦的日子，“急诊的工作人员也要闭环管理不能回家，我们把

急诊楼上的楼层连夜改造，让他们搬上去住。”

后来病人越来越多，急诊的护士们至少搬了四五次住处。

再后来，东院实在住不下，酒店也一时找不到，夏强找闵行区

借了一家还未运营的医院，临时放置了最简单的行军床，改建

成了住宿地，再找大巴作为班车每天接送医护人员。

“有次我给急诊开会，有位护士长哭了，问我为什么又要

搬宿舍。我知道，她是心疼手下的护士们，工作非常辛苦，还

要频繁搬宿舍，休息得不到保障。”夏强想要安慰，但只能如

实相告：“必须执行，这件事没办法商量。”

疫情期间，除了在 3 月份应上级防控要求两次闭环管理外，

仁济东院始终敞开大门——自 3 月 23 日起，急诊科就再没停过；

普通门诊自 3 月 28 日后也从未停过，专家门诊应开尽开，涵盖

仁济医院院长夏强巡查楼宇疫情防控情况。

急诊门口停满120救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