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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集团“云复工”

凝聚抗疫力量
担当防疫先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泳均
今天你复工了吗？百度地图迁
徙大数据平台数据显示，全国热
门迁入地仍主要集中于一线城
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当前，疫情
防控进入最关键的阶段。随着
企业复工，人员陆续返城，近距
离密切接触几率加大。如何保
护好员工？如何承担起企业的
社会责任？不仅考验着城市的
疫情防控能力，更能观察出企业
管理能力和人文主义。

借助科技手段
打通物流商流信息流

90后的复星集团员工张天
（化名）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钉
钉群里进行健康打卡，向公司汇
报自己的健康状况。随后，打开
复星通软件，进行打卡，阅读在
线文档，然后翻阅下群聊消息、
智能报表和日程管理。根据当
日安排，有时会准备语音或视频
会议。

“远程办公会通过各类软
件，保证办公的效率。如izCon-
VC会畅融合视频会议系统、全时
电话会议系统、OA办公审批系统
等先进工具实现无障碍在线办
公。”复星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各部门确保每日现场办公
出勤率控制在40%-50%。返岗员
工需要在入口处完成测量体温，
体温≥37.3摄氏度的人员不可入
楼。此外，位于上海BFC外滩金
融中心的复星集团总部办公点
采用电脑测温设备，每位进入办
公楼的员工必须经过电脑测温
后进入闸机。

统筹医护资源
逆行到疫情一线抗疫

1月23日当晚，复星医疗团
队紧急召开电话会议，召集旗下
医院对医护人员所需物资进行
统筹。“复星会尽全力为医护人
员提供最好的物资保障，只有你
们安全了，才能救助更多患者，
你们是我们最核心的力量。”1月
24日，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说
道。而这，与2015年联合国提出
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负责任的生产与消费”不谋而
合。

济和医院是复星医疗集团
旗下的一家民营二级综合医
院。“作为一名医生，我不想成为
什么英雄，只是觉得治病救人是
本职工作。”济和医院内二科主
任助理、住院医师孙梦冰说。孙
梦冰的肺部曾经做过手术，左肺
下叶切除了。妻子特别担心万
一他感染了，抵抗力会不如常
人。和同事们一样，他觉得苦和
累都不算什么，患者得不到治疗
才让人揪心。随着物资和医护
人员支援陆续到位，医院工作从
忙乱走向平稳，他心里也越来越
踏实。

从一床难求
到有空着的床位了

疫情发生后，武汉市金银潭
医院是集中收治新冠肺炎危重
病人最多的医院之一，这里病人
的状况格外牵动人心。而除夕
夜出发的上海第一批医疗队进
入武汉后，直奔金银潭医院，接
管北二楼和北三楼两个病区，这
里可以同时收治60余位重症患
者。

周新是上海首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中最年长、最先报名，也
最先抵达武汉的上海呼吸科专
家。自1月24日除夕夜出征至
今，他已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度过
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选择逆行，没有丝毫犹豫。
周新坦言，在到武汉之前已经有
了一些心理准备，但抵达之后发
现情况还是比大家想象的更加
严重一些。“重症病人太多，一床
难求，最多时我们一个晚上就要
收治12位病人，只能紧急安排加
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

跟多数网上求助的医院一
样，刚开始这里物资紧缺，手术
隔离服和防护服都不够用。今
天用了，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很
多队员进入病房工作后，选择尽
量不吃东西不喝水，为的就是节
省防护资源。

一个月过去了，所有的一切
都在好转。每天送进来的重症
病人明显减少了，最近连续几
天，两个病区每天仅收治一到两
位病人。治愈患者出院后，病区
内有的床位空了出来，等着收治
下一位病人。而防护物资，也不
再那么紧缺。

“目前，武汉已经建成了多家
方舱医院，更多的方舱医院还在
筹建中，到时候床位将达3万张；

加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都
在共同努力，这让大家明显感觉
到，整个疫情正在有效地得到控
制。”周新说。

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正在积累更多的经验

截至目前，周新所在的上海
首批医疗队已经在金银潭医院
救治了100多位危重症患者，30
多名患者治愈出院。每一位患
者的出院，都会给医疗队员带来
更多的信心。

谈及在治疗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的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
时，周新告诉记者，这个疾病发
展进程非常快，少数病人确诊
后，会迅速演变成为重症或危重
症的情况，也有的可能前一个星
期还好，症状不严重，但后面一
周甚至十来天迅速演变成为重
症或危重症。

“在救治上，目前都按照国
家颁布的诊治指南。患者发展
到危重症时，不是靠一个药物就
能解决问题的。”周新称，在目前
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对于重症
和危重症患者，他们一方面注重
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另一方面
依据患者不同的症状使用气管
插管、呼吸机等呼吸支持治疗措
施。例如，重症患者用鼻导管氧
疗不能纠正低氧血症时改用高
流量氧疗，无创或有创呼吸机治
疗。

周新告诉记者，连续一个月
的奋战，确实让大家积累了相当
多的治疗经验，他们每天都会分
析所有的临床资料，来决定治疗
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治疗流程
也变得更加规范。在病区3楼办
公室的墙壁上，张贴了多张这些
天总结出来的操作流程单，这是
上海医疗队精细化管理的体现。

坚守，除了责任
也是一种情怀

在金银潭医院，面对的都是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每一位医疗
队员的工作量都特别大，其中包
括这支年轻的护理团队。

因为病房内没有护工和工
勤人员，护士除了做医疗护理工
作以外，还要为病人做生活照顾
和心理安抚工作，一些日常事务
诸如喂饭、处理大小便等都是护
士在做。护士们穿上防护服进
入病房之后，不能喝水、不能吃
饭，往往要连续工作4小时到6
小时，长时间戴口罩把鼻部皮肤
都压破了。

有一次，一位护士给病情较
重的老人喂早饭，一小碗稀饭加
一个包子，喂完用了一个半小
时。吃饭要拿开面罩，一拿开，血
氧饱和度数值就往下掉，吃一口
饭要戴一会儿面罩，但是这位护
士一直在坚持，喂完饭的那一刻，
老人哭了。周新说，这些年轻人
身上的这种精神，常常让他感动。

“当一些重症病人死亡以
后，因为没有家属在身边，我们
的护士会仔细将遗体擦干净，用
两层床单将遗体包裹好，让他有
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周
新给记者讲了一个画面，这个画
面让所有医疗队员为之动容。2
月15日，一位重症患者经抢救无
效后离开。护士们给离世的患
者终末护理，遗体消完毒，送出
病房。从病房到走廊楼梯口，50
米，但护士们推行病床时走得很
慢，平时几十秒的路程，足足走
了8分钟。

“慢的原因，就是尽量不能让
他的头碰到任何东西，要让他走
得顺顺利利。”走廊里摆着治疗
柜，护士们行进要小心翼翼。行

进的过程中，每位护士都会喊
着：“老先生，一路走好！”整个场
面庄重而悲伤。没有家属送别，
这是一场安静的告别。

患者也在感动着我们
温暖无处不在

在付出的同时，医疗队员也
在每天感受着温暖。

每一位可以走出病区的病人
都想向医疗队员表达感激之情，
他们不能踏入隔离区，于是便将
感谢的话写在纸上，贴在窗户上，
隔着玻璃给大家看，给队员加油，
也给病友加油。周新说，每当队
员们看到这样的字条，都会很高
兴、感动，然后忍住激动的泪水，
继续治疗下一个病人。

“上海医疗队的叔叔阿姨，听
闻医疗物资匮乏，我和爸爸妈妈
将八套防护服全部捐出，期盼你
们早日归来。”2月21日，周新收
到了来自上外黄浦一名小学生
的“礼物”。周新在回信中这样
写道：“感谢你的小小捐赠，这给
了我们全体队员极大的信心和
精神鼓舞。在国家遇到困难之
时，你热情伸出援助之手，说明
你从小怀有一颗爱国之心，有爱
民之情，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少年
而感到骄傲。”

此次收到小学生的来信与礼
物，周新感到十分温暖。“在这一个
月的救治过程中，有非常多的普通
人给了我们帮助和支持，包括患者
也在不断感动着我们。”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来武
汉满月了。在武汉，从刺骨的冬天
进入了温暖的春天。而上海第一
批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从陌生到熟
悉，已经成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随着春暖花开，距离我们返回
的日子应该也不远了。”接受记者
采访时，周新显得很有信心。

在付出的同时，医疗队员也在每天感受着温暖。 受访者供图

昨天，当记者连线
上海首批支援武汉医疗
队医师组组长、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周新时，他给
大家带来了好消息，上
海医疗队所在的病区已
从最初的一床难求，到
如今已有床位空出来，
这让大家明显感觉到，
整个疫情正有效地得到
了控制。“随着春暖花
开，距离我们返回的日
子应该也不远了。”周新
说。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记者连线上海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医师组组长周新

从人等床到床“等”人，春天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