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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守守初初心心 大大爱爱逆逆行行
南南京京西西路路街街道道举举办办WWee 课课 VV 讲讲恒恒隆隆广广场场专专场场活活动动

□记者 姚沁艺 整理报道

疫情之下， 南京西路街道涌现出了
一批不忘初心、谱写大爱的“逆行”身影，
正是这些人的努力和坚守， 也让人永远
记住了这段风雨同舟的战“疫”岁月。

5 月 14 日中午， 南京西路街道党工
委牵手 SMG 融媒体中心党委，在恒隆广
场“白领驿家”党群服务站举办“坚守初
心 大爱逆行”———We 课 V 讲恒隆广场
专场活动。 静安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顾
春源，南西街道领导、机关党员、楼宇“两
新”党员参加现场活动。 同时，活动在嘉
里中心白领驿家党群服务站、 华业居民
区“静·邻一家”党群服务站和兴业太古
汇蔚来汽车青年中心设立分会场， 居民
区和楼宇“两新”党员通过在线视频直播
和图文直播， 聆听一线抗疫者的战斗岁
月，学习他们的战“疫”精神。

勇做疫情报道的排头兵

在战“疫”前方情况最紧张的时刻，有这
样一群媒体人，他们拿起话筒、扛起摄像机，
冲到最前线， 充分体现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的
专业性和责任感，用镜头和文字，展现媒体人
的责任与担当。

SMG 融媒体中心采访部时政新闻主管
叶钧是最早前往武汉参与一线报道的上海电
视新闻记者之一。 1 月 23 日，他主动报名跟
随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前往武汉， 和摄像
记者唐晓蒙搭档，组成前方报道组，用最贴近

战“疫”一线的方式记录上海医护人员在武
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故事。

“我的主要任务是跟踪报道上海援鄂医疗
队，为全国观众展现这些来到异地、无私奉献的
白衣天使们的工作日常，并根据疫情情况开展
相关新闻报道”，活动中，叶钧结合自己在武汉
的亲身经历，分享了那些在报道以外的故事。

“大家可能都曾被网络上流传的那张被
口罩压出印痕的脸庞感动过，而在我们身边，
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 不去厕所基本是所有
医护人员的常态，这些以 90 后年轻人为主力
的医务工作者的口罩下， 是一张张布满压创

和疲惫的脸”，叶钧说，镜头记录下的画面让
我们震撼并感动，也在鼓舞、激励着我们，让
我们更加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争做奋战一线的先行者

活动中，5 位南西战“疫”人———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主治医生、 华山医院
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朱磊， 华山医院门诊
部执行副主任、 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
副队长邱智渊，华山医院援鄂护士周与瑾，市
第一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章晓淼和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管主任、 党支部委员陈
雪飞来到现场， 分享了他们奋战在疫情一线
的动人故事。

5位“南西人”分别从出征、与时间赛跑、
同病魔较量、病患的感谢、同事间的鼓励、科
学技术的运用、 社区疫情防控等多个环节讲
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分享结束后，顾春源为
一线战“疫”者送上了慰问包，表达了对这些
医务工作者的敬意。

活动中，与会白领深有感触，多次响起热
烈掌声。 分会场的党员们通过线上视频，连线
6位一线战“疫”者，参与互动。

听这群南西战“疫”者讲述一线的故事
朱磊
华山医院普外科主治医生、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

我是地道的南西孩子， 在这里生活了 28
年。 今年元宵节的晚上，我们医院的普外科主任
打电话给我：“第四批的援鄂医疗队需要一个血
管外科专科医生去，你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 ”

我愣了一秒钟， 但想到我们组里面 7 个
人只有我是党员，就跟主任说：“不用商量了，
我去！ ”当时孩子已经躺床上休息了，我把他
叫起来，说：“爸爸明天要去武汉出差了。 ”孩
子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要去穿那种像太空服
一样的衣服了？”我说是的。孩子继续问：“爸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突然，我嗓子里面仿佛
有东西梗住了。 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

来，但是爸爸保证一定会回来陪你玩。
怀着这种忐忑的心情， 我们冲到了第一

线。 刚到武汉，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 初期防
护物资非常紧张， 我们只能穿好 4 套工作服
到污染区工作。 不少年轻的同事晕倒了、呕吐
了，被同事扛出来稍微休息，休息好了以后再
进去。

一转眼，我在武汉待了 52天。这些天里，
我们所有医务人员都真正懂得了 “不忘初
心” 的含义， 我们不会忘记人民群众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也把初心使命真正落在人民群
众最需要的地方。

邱智渊
华山医院门诊部执行副主任、华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副队长

我们医疗队接手的是武汉同济医院的光
谷院区 ICU 病区的 30 张床位， 主要任务是
收治危重症患者，也就是重症患者中的重症。

我们的队长李圣青教授是位老党员，也
曾是一名军人。 当我们对很多东西还是未知
的时候，她说：“我是党员，大家跟着我一起
进舱”。 在她的带领下，很多年轻医护人员，
特别是一些 90 后，克服了恐惧，跟着她一起
去救治更多的病人。

工作中，大家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呼吸非

常困难，工作也十分劳累。有护士长累到坐着
就睡着，有教授打坐 5 分钟又继续工作，更有
小护士在回宾馆的班车上就睡着了……

随着天气慢慢变热，大家穿上防护服之
后就像洗桑拿一样。 不能开空调、电扇，大家
只能靠摸冰块来降温。 条件虽然艰苦，我们
对病人的爱心却依然火热。 90 后的医护人
员把武汉人民“投喂”的面包泡软了给病人
吃，还把上海寄来的特产分享给病人，去鼓
励他们。

章晓淼
市第一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

我们科室一共有 8名护士援鄂，其中有 5
位是90后、95后。 当我们接到去前线的通知时，离
出发的时间已经很紧张。早上集合之后，我就和大家

说，上了飞机后就什么都不要多想了，赶紧学习和复
习防护知识。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 ICU病区的收治病人工作就开始了。

周与瑾
华山医院援鄂护士

我爱人是护士，疫情期间我跟她商量谁去
武汉。 争执了一段时间，我说服了她。 第一，我
是胸外科医生，也算半个呼吸科医生，可以说
是专业对口。 第二，我“强词夺理”，外科医生
口罩戴得时间长，我不怕闷。第三个理由就是，
她平时管孩子较多。 所以，我去更合适。

我和同事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待了 48 天。
刚到的时候，病区还在建造的冲刺阶段，施工
队一边收尾， 我们一边接收病区、 领医疗物
资。 可以说，我们同施工队的师傅一起完成了
病区的建造。

现在，大家给了医护人员很多荣誉，但其实
我们只是普通人，只是到武汉去完成自己的本职
工作。我们也被很多人、很多事情感动。有一个来
自武汉中南医院的小护士，只有 22岁，一共 90
天没有回过家。 她教我们怎样穿防护服，怎样脱
防护服，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我们的
班车司机，住在驻地的酒店里，不能回家。 凌晨 1
点，他们等着护士下班，凌晨 2点，送我们回到驻
地，风雨无阻。还有病人张阿姨，她每次都热泪盈
眶地讲：“我是一个退伍老兵， 也没什么好感谢
你们的，就给你们敬一个礼。 ”

陈雪飞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管主任、党支部委员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接到任务，需要对
社区开始进行全面排查排摸。为了守住上海的
家门，守住南西的大门，我们第一时间在工作
群里向全部的医护人员发起号召，希望他们能
够回岗。 当时很多人已经回家了，但是他们立
马改签回程票，第一时间回到南西。

年初一， 我们接到了第一批流调排摸名
单。我们和街道工作人员、居委干部、公安人员
三方联动， 上门做好这些人的居家隔离工作。
第一天，我们一直忙到晚上 10点多钟，那天还
下着小雨，工作人员冒着严寒、穿着隔离服一

家家地跑，却没有一个人说第二天不能来。
疫情进入第二阶段， 社区的工作重点从

“防扩散”转到了“防输入、防反弹”。南西街道
辖区的外籍人员特别多， 为了克服语言沟通障
碍，我们把承诺书翻译成德语版、意大利语版、
日语版、韩语版等，让他们配合做好居家隔离。

我们检验科的一位技师， 听到社区血站
血库告急，立即赶去无偿献血。 献完血，知道
我们要去驻防火车站、机场的时候，他又第一
时间报名。 所以，我们一直说抗击疫情是一场
人民战争，也是一场总体战、阻击战。

一开始，我负责分管物资，把临床需要的
机器、防护用品进行建档。 一周后，我们的工
作逐步有序起来。 我们建了小组微信群，24
小时在线沟通。 下了班后， 我们还要组织学
习， 抓紧时间了解那些与我们医院平时使用
的不一样的医疗设备。

记得有一次， 我花了很长时间喂一名老

年病人吃橘子。 老人处于血钾低的状态，在情
绪上比较抗拒治疗， 没有办法口服用药或者
是静脉用药。 我当时在他边上，花了半个小时
一边喂他、一边宽慰，终于有所好转。 还有个
病人重度镇静，也比较胖，我们 2 个护士为他
翻身，完成整个护理要 40 多分钟，护理结束
后，我们几乎是虚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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