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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医院的大上海保卫战

护服、垃圾清理、样本转运、点位及物资整理等工作，来不及

做丝毫休整，就要立即乘转运车，更换采样点，重新穿上防护服。

那天的全员核酸采样工作从傍晚 5 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

天凌晨一两点，13 名队员毫无怨言，咬牙坚持完成了大筛查。

沈叶丹和她的队员们，一直在交大采样到 5 月 31 日，直到

6 月 1 日另一家医院的采样队接过接力棒。

6 月 1 日，仁济医院采样队驻守交大的第 61 天，上海交通

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慰问仁济医院驻校医疗队时表示，此次支

援学校的仁济采样队全部由 80 后、90 后青年医护人员组成，

队员们克服了诸多困难，与校内师生志愿者同舟共济，圆满完

成了高强度的核酸采样任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选择交大，

就选择了责任”，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相信经历“大

上海保卫战”的磨砺，大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会得到进一步升华。

支援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不负众望

位于闵行区春申路的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本来计划于2022

年 5月对外运营。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新建的大楼在

2022年3月上旬临时改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

而最早入驻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的医疗队之一，就是来自

仁济医院的 37 名医护人员。

仁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老年医学中心医疗队队长陈小松

对《新民周刊》表示，3 月上旬，按计划，另两家医院的医疗

队先去老年医学中心，仁济排在第三位，仁济和其他两家医院

的医护人员都在培训。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一家医院的医

疗队无法按计划出发，仁济医疗队提前前去支援。

“我们 3 月 8 日上午刚刚培训完，下午就接到通知要进入

闭环。”陈小松当天下午先带着二十多人去了市老年医学中心，

发现负责的 F4、F5 病区内相关配套设备、物资还未齐全。

病区护士长乐叶带领着护士班组迅速整理物品，补充物资、

布置病房、安装各种设备。平时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各

个手脚麻利，肩扛手搬把病区布置好。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毛坯房”迅速被改建为隔离病房。

经过前期的准备，老年医学中心自 3 月 11 日起开始收治无

症状和轻型新冠阳性患者，陈小松和他的团队也扩充到了37人。

刚开始，各部门协调起来还不太顺畅，第一天的收治工作

时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我们一开始收治的都是从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转运过来的病人，第一天从下午两三点开始收，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6 点才结束。”

无症状和轻型新冠阳性患者在治疗上没有太多困难，但病

人的心情可能会有所起伏，所以要格外注意。

陈小松遇到过一位男性患者，一家四口都感染了，妻子和

两个年幼的孩子收治在公卫中心，他被转运到老年医学中心。

因为不能陪在家人身边，这位爸爸很急躁，情绪激动，仁济医

院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耐心劝了他很久才平静下来。

在支援老年医学中心的医疗队队员中，除了 7 名医生和 28

名护士，还有 2 名感控员。所谓“感控”，就是感染控制，而

感控员的工作就是保护医务人员、就诊患者、陪护人员在医院

诊疗期间不发生感染。

仁济医疗队所在的大楼有一周多的时间由于缺少工勤人员，

打扫卫生、收倒垃圾这些活都落在了医疗队员的身上，收一次

垃圾可能就要花上两三个小时。

在此次支援老年医学中心的仁济医疗队中，“90 后”队员

20 人，其中大部分人首次参与隔离救治点援助工作。这就更需

要有经验的队员进行“传帮带”，原上海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

队员戴倩就是其中之一。

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戴倩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

奔赴武汉雷神山医院，并请求进入最危险的 ICU 战疫小分队。

她熟练运用重症护理技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时隔两年，上

支援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的仁济队员为患者制作暖心小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