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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前移，建立快速反应“别
动队”

从今年春节后赶赴广西百色，再到
直接转战吉林长春，如今又支援上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
丽娜已在“疫”线前沿战斗了好几个
月。作为重症救治的“老兵”，刚来上海
时，张丽娜和团队一起，被派往支援上
海市黄浦区的定点医院——瑞金医院
卢湾分院。

4 月中旬，这家二级医院被征用为
区级定点医院，收治的都是以老年人为
主的高危群体，大多合并基础性疾病，
一旦转为重症救治难度极大。

张丽娜与分院院长陆勇讨论后，从
医疗队中抽出重症医学科专家和呼吸
治疗师各 1 名，建立快速反应团队，负
责全院普通病房患者重症救治的关口
前移。

与此同时，瑞金医院组建了由16个
专科组成的多学科专家团队，由重症医
学科瞿洪平教授牵头，负责专科远程会

诊工作。
96岁的李奶奶（化名）患有高血压、

脑梗，长期卧床。感染新冠4天后，检查
发现双肺感染合并肺水肿。4月 28日，
这支快速反应“别动队”在普通病房主
动筛查时发现，李奶奶意识模糊、呼吸
急促，重症评估需尽早干预，立即指导
病房对其进行高流量治疗。2小时后，
随访发现情况并未改善，可能出现生命
危险，立即将她转入 ICU。

及时进行气管插管，并加强心脏支
持和液体管理，通过严密监测动态调整
治疗方案……2 天后，李奶奶顺利脱机
拔管，目前即将转入高级监护病房进行
康复治疗。

“我们设定了评分表格，把潜在的高
危人群筛出来，第一时间干预，抑制病人
向重症发展的恶性趋势。”张丽娜说。

创新模式，8张ICU床位也能
最大限度周转

老年人插了气管导管以后，转出
病房的时间往往较长；而作为一家区

级定点医院，卢湾分院的重症病房却
只有 8 个床位，存在重症救治资源受
限情况。

摆在两支团队面前的，是如此现实
的矛盾，怎么才能让更多患者及时得到
有效救治？这是一场容不得半点耽搁
的生命保卫战。

数日改造、迅速投用……团队商量
后，改造了一个介于重症病房和普通病
房之间的“中转站”高级监护病房，这一
病房最多可容纳25张床位，专门收治一
些特殊患者，他们可能是每天巡查发现
的潜在重症高危患者，或者是出 ICU但
暂时无法转入普通病房的患者。

陆勇说：“关口前移-高级重症监护
病房-重症救治-重症康复”的阶梯式重
症延伸模式，加快了 ICU重症床位的周
转率，最大化重症医疗资源配置利用
率，进一步落实了分层分类救治原则，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精准救治，大幅提升
重症救治成功率，“随着资源挖潜，这两
天我们增加了15张亚重症床位，新增配
置医疗设备270台套。”

“湘”“沪”携手，转阴平均时间
降至5.5天

制定按楼层包干会诊，覆盖病区专
科远程会诊……如今瑞金专家团队“线
上线下”共同发力，护佑重症患者。

院内“湘”“沪”快速反应团队无缝合
作，每天在各个病区巡查，2天一次现场
指导，筛查潜在的重症高危患者，指导普
通病房医生制定一人一策的中西医结合
治疗方案。通过早期干预，降低老年患
者重症发生率，数位90岁以上的患者成
功脱离呼吸机，并正在顺利康复中。

病毒是共同的敌人，互相合作的宗
旨都是为了改善患者健康。整合瑞金
医院、湘雅重症团队和瑞金卢湾分院的
整体力量，提升了重症监护病房的使用
效率、重症救治成功率，明显降低了死
亡率。

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
光感叹：“从湘雅和全国各地赶来上海
支援的医疗队员身上看到了中国医务
人员的精神——对事业的高责任感和
对生活的低要求，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

“虽然我来过上海很多次，但这次
真的不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上
海，无人行走的外滩、不再喧嚣的新天
地……可是，以后再来上海，身边不仅
有多年的朋友，还多了别样的战友。”张
丽娜说。

据新华社（记者周琳、龚雯、袁全）

不言放弃不负所托
——“湘”“沪”合作攻重症

400多位在院病人，80岁以上的占近一半，还有5位百岁老人；可只有8张ICU病床，如何实
现全力护佑？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三医院重症医
学科的“突击队”，与医院的ICU团队“湘”“沪”合作、不断创新完善阶梯式重症延伸模式，攻克重
症“堡垒”，他们这样和“死神”赛跑——

“五一”期间，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大
润发超市内，货架上的蔬菜、大米、肉、蛋
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供应充足。针对
节日需求和疫情期间销量增长的情况，超
市打足了“提前量”，增加了20%—30%的
肉蛋菜采购订单，以备不时之需。

在近期的福建疫情中，芗城区部分
菜市场曾出现短暂的抢购情况。“我们
第一时间加大了订单采购力度，抢购很
快消失了。”漳州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客服部经理姚国贞说，目前肉蛋菜的供
应充足，价格平稳。

供应充足的底气，源于“田间地头”
的生产能力。记者在辽沪吉闽等地走
访了解到，各地牢牢把住源头，确保货
源充足稳定。在沈阳市，居民日均蔬菜
需求量为2300吨左右，而本市设施农业
生产基地供应充足，包括白菜、大葱、茄
子、黄瓜、西红柿等。

沈阳新民市常年向市区供应蔬菜，
是沈阳本地“菜篮子”之一。新民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李世龙说，疫情期间，新
民市全力做好稳产保供，现在每天生产
蔬菜1480吨，储备充足、供应有力。

在吉林市的东北亚农产品批发市
场，几辆载满新鲜蔬菜的货车停在门
前，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正在卸载来
自沈阳的蔬菜。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吉林市抓住批发市
场，充分发挥市场保供主渠道作用。东北
亚农产品批发市场主动对接沈阳批发市场
和供应商，每日蔬菜进场量可稳定在300
吨以上，有力保障了当地蔬菜的供应。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在超市卖场、
农贸市场、电商平台等渠道组织了一批
生活物资保供企业，为它们开辟绿色通
道，开具“保供企业证明”，这些企业可
凭“车辆通行证”在封控区域正常通行，

确保把群众生活必需品送达千家万户。
吉林市商务局落实蔬菜运输车辆

省际通行“白名单”制度，截至 4月 30日
已发放省级应急车辆运输通行证 786
张、市级车辆通行证 5860张，有效保障
了生活物资车辆运输畅通。

漳州大润发超市的总仓库位于厦
门。为了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感染风险，超
市实行严格闭环管理。司机从厦门上车
直至漳州卸货，全程不离开驾驶室，由各
地收货区员工负责物资搬运。这在确保
防疫安全的前提下，提升了运输效率。

根据农业农村部促进“菜篮子”产
品顺畅流通的要求，各地落实货运物流
保通保畅工作要求，将粮油、蔬菜、水
果、肉蛋奶、水产品等农产品纳入常态
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范围，优先发
放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对司乘人员通
信行程卡绿色带星号且跨省份进出涉

疫地区的农产品运输车辆，在持有通行
证并符合防疫要求的基础上，不得随意
限制通行和擅自劝返。

疫情期间，电商配送成为一些地方
保障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的重要途
径。截至4月30日，盒马在上海有50家
门店线上线下营业，服务 6000 多个小
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岚介绍，截
至 4月底，主要保供电商平台大仓已恢
复运营 56 个，开仓率 80%；电商平台前
置仓已恢复营业862个，开仓率73.3%。

在沈阳、上海的一些封控管理的社
区里，基层干部或志愿者征集群众买菜
需求后统一采购，再分发至每家每户。
这一模式下，居民可提前在线自行选择
所需生鲜，也可直接选择指定的“保供
套餐”，节省了大量人力、物流等成本。

同时，上海从4月22日起实行配送寄
递人员“电子通行证”，只有持有符合要求
的核酸、抗原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
码的“白名单”人员才能生成“电子通行
证”，防止“带疫上岗”。“我们严格要求企业
对检测结果异常的人员不派单、对‘白名
单’以外的配送寄递人员不派单。”周岚说。

此外，政府有关部门还加强了市场
监测，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等行为，并引
导大众理性购物，维持好市场秩序。

截至 4月 29日，吉林省组织市县两
级 541个监测网点，对生活必需品和防
疫相关物资开展市场价格监测，曝光违
法典型案例 11批 72件。上海市场监管
部门动态调整价格监管重点，通过现场
检查、线上监测、投诉举报等渠道，从快
从重从严查处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违
反明码标价规定等三类违法行为；截至
5月 2日，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案件 443
件，移送公安部门 3 件。新华社北京5
月3日电（记者邹明仲、丁非白、吴剑锋、
孟含琪、邵美琦、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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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在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大润发超市内，
各 种 蔬 菜 一 应
俱全。

新华社记者
吴剑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