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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明确，如急诊患者需要立即进行紧急
处置，医疗机构应启动应急预案，将患者转移至专门的
隔离缓冲区域，需要急诊手术的，在专用手术室立即开
展手术救治。整个过程中，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为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16 日晚，记者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急诊大
厅外，以志愿者身份引导患者就诊和核酸采样，实地目
击急诊一线患者就医情况。

刚到急诊大厅门口，一位身穿黄色羽绒服，蹲在地
上的女士引起记者的注意。

“医生，她可能突发急性肠胃炎，能不能让我们赶
紧进去看一下。”看着腹部疼痛难忍一直无法站立的妻
子，来自闵行区颛桥镇的向先生额头急出了汗。在值
班“大白”的指导和帮助下，大包小裹的向先生终于掏
出手机，调出了核酸检测报告。

“您这面怎么没有 48小时以内的检测结果？”面对
“大白”的询问，向先生仔细查看手机才发现，中午刚做
完的核酸检测还未出结果。

“您到对面核酸检测窗口做一下，不需要等待结
果，凭检测凭条就能进去看诊了。”向先生带着妻子来
到检测窗口。由于正是检测高峰期，看着长长的检测
队伍，向先生再次慌了神。记者跟排队群众和检测人
员商量：能否让他们“插个队”？

“没事，您先来。”面对焦急的向先生，正在排队的
几位快递小哥主动让出一条通道。“谢谢，谢谢……”向
先生边向等待的人群道谢，边手忙脚乱地掏证件、拿管
子，还要不时地关切妻子：“现在怎么样啊？”

整个过程中，向先生的妻子几乎一直蜷缩着蹲在
地上。勉强直起身做了核酸采样后，在向先生的搀扶
下，她弯着腰通过急诊大厅的闸机。

“你好你好，我们也没有核酸检测报告怎么办？”刚
目送向先生进入急诊，记者又被前来就诊的顾先生和
他的妻子拦住。“我们做过抗原检测，还有居委会开的
通行证，可以进吗？”

“通行证”长什么样？只见顾先生从塑料袋里掏出
医保册，里面夹着一张黄色的纸张，钢笔手写的字迹因
为沾到了汗水已经有些晕染：“顾xx，住xx号xxx室，因
胆囊炎发作，准予放行。”纸张右下角还印有闵行区梅
陇镇某居委会的红色印章。

在得知凭完成检测的凭证即可进入后，顾先生夫
妇俩在记者的帮助和引导下完成采样，进入急诊大厅。

“我母亲 90岁了，走路不方便，能不能麻烦您出来
帮她做一下采样？”在核酸采样窗口，带母亲来急诊就
医的冯先生拿着母亲柏阿婆的医保卡，小心翼翼地询
问采样“大白”。

随后，一位检测人员拿着采样管走出检测室，帮助

坐在长椅上的柏阿婆完成了采样。
冯先生告诉记者，因为母亲腿脚不方便，当天突然

有点发热，就赶紧叫了救护车，“虽然这会儿已经退烧
了，但还是想带她来检查一下——我怕她‘阳’了。”冯
先生说。

柏阿婆做了一个三小时出结果的加急检测，在儿子
的陪同下，在大棚里的长椅上等结果。起风了，柏阿婆
说冷，从随身包裹里掏出一件毛衣，加在抓绒衣里面。

这时，一辆闪烁着蓝色灯光的救护车驶入医院，一
位躺在担架上的老伯被几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抬
下车。在急诊室门口，医护人员迅速连接监测仪器，同
时对老伯进行了抗原检测。老伯眼睛紧闭，鼻子上插着
氧气管，没法说话。天气不算冷，但他依然穿着羽绒裤。

从工作人员与家属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88 岁的
老伯及其陪护的女儿来自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的一个封
控小区，均不持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因此需
要移至缓冲区进行救治和观察。考虑到老伯可能需要
住院，两人均需要进行一次3小时出具结果的核酸快速
筛查和一次常规的核酸检测。

在检测人员的协助下，老伯在担架上完成采样后
便由医护人员通过专用通道推进急诊室。

“入院的过程还是有点繁琐，我一个人要把自己和
父亲两个人核酸检测手续弄好，还要拿着行李排队，但
好在我父亲能提前进入急诊就医。”老伯的女儿说。

在急诊大厅外担任志愿者的这个晚上，记者观察
发现，未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前来就诊的患者
不在少数，且多为行动不便、无法顺畅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

两位在急诊大厅门口值班的“大白”告诉记者，在
每天近8个小时的值班时间里，他们经常面对类似的情
况，既要做好患者的采样引导，也要做好家属安抚工
作。

“我爱人已经完成检查，诊断为胆囊结石，医院安
排下周一进行手术，谢谢您的关心。”深夜，记者拨通了
向先生的手机进行回访。电话里，向先生向记者表示，
刚到急诊时确实心里有些紧张，一方面是担心妻子的
身体状况，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妻子没有核酸检测报告
无法及时就医。

“好在有医护人员和大家的帮助，我们能看上病。
大家说让我们先采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那块‘石头’
一下子落了地……”（记者杨金志、袁全、杨恺）

新华社上海4月17日电

记者目击
上海急诊大厅患者就医情况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李恒）国家卫生健康委、民
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宣传周活动的通
知》。通知要求有效落实“防、治、管、教、建”五字策略，强化党
委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四方责任，进一步增强全
社会职业健康意识，有效提高劳动者健康水平。

据悉，2022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是第 20 个《职业病防治
法》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通知指出，鉴于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今年宣
传周活动采用线上活动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原则上
不举办大规模的线下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可结合防疫
要求，适当开展线下宣传活动。各地要紧密结合实际，围绕

《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贯彻实施《国家职业病防
治规划（2021-2025年）》、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等内容开展宣
传活动。

通知要求，通过广泛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职业病
防治知识，进一步推动落实劳动者、用人单位和政府有关部门
的责任，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职业病防治的浓厚氛围，切实增
强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与健康同行！

五部门发文要求
增强社会职业健康意识 记者 17 日从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空间站建造

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完成空间站
在轨建造以后，初步计划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
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将长期在轨驻留，我国
载人航天将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空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绍，
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将转入为期
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
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要长期
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
间站进行照料和维护。

郝淳表示，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合能力和
技术水平，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
代载人飞船，其中，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
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可以实现重复使用。新一代
载人飞船综合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可以搭载 7
名航天员，另外它的上行和下行载荷能力也得到
大幅度提升。同时，我国正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
扩展舱段，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和为航天

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
此外，空间站这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还将利用空间站舱内安排的科学实验柜和舱外大
型载荷设施，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
技术试验。主要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航天新技
术等众多领域。

郝淳透露，计划明年发射我国首个大型空间
巡天望远镜，开展广域巡天观测，将在宇宙结构
形成和演化、暗物质和暗能量、系外行星与太阳
系天体等方面开展前沿科学研究，有望取得一批
新成果。

“在进行空间站研制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开展
了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华民族千年来嫦娥奔
月、蟾宫折桂的神话梦想将会成为现实。”郝淳说，
中国载人航天将会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空间，进
而迈向深空。（记者宋晨、张泉）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航天员将长期在轨驻留
我国载人航天将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空间

医护人员向家属询问患者病情。新华社记者袁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