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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疫 感谢有您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讲述战疫故事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南京

此轮疫情发生以来，千千万万的工作人员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默默付出。8月18日，南京举行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

媒体见面会，南京市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明宏，南京市第二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医师胡志亮，南京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科副主任医
师马涛，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康定里社区书记、主任申镇，分别讲述了他们
的战疫故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薛玲

此次疫情发生后，离宁查验点
的设置成为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遏
制疫情蔓延的重要手段之一。从事
交通运输工作已经31年的马明宏，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主要负责江宁区
33 个离宁查验点的协调指挥工
作，20多个日日夜夜，马明宏都奋
战在宁马高速等查验点上，他和同
伴们相继查验了90万辆车和110万
人次。

马明宏介绍说，他们在查验点
的主要工作就是认真核查健康码和
核酸检测报告，刚开始的时候有的
点位车流量比较大，一天有1万多
辆，查验任务比较重。还有的驾乘
人员不会使用行程码，有的则因为
没有及时拿到核酸检测报告情绪比

较激动，这些都加重了查验的难度，
工作人员除了要一一耐心地给予解
释，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指
导他们该怎么做。

见面会现场，马明宏展示了一
张手绘地图。马明宏介绍说，这张
地图绘于7月25日的340省道查验
点上，当时一位工作人员查到了一
个皖K的车辆，经过查验点时司机
的核酸检测报告已经过期了，根据
规定必须劝返，但驾驶员是外地人，
岁数也比较大，使用的还是老人机，
对周围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后来工
作人员就当场画起了地图，指导他
到哪个医院去检测，路线怎么走，最
终司机拿着这张手绘地图前往医院
进行了核酸检测。

7月20日，禄口机场的工作人员
中检出了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接到报
告之后，马涛和同事们就第一时间
奔赴现场，他们也是南京首批奔赴
现场开展流调工作的专业人员。

到现场之后，流调队员立即分组
启动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处置工
作。马涛说，流调工作有点像公安部
门进行破案，流调队员更像是侦察
员。在流调过程中他们不放过任何
的蛛丝马迹，不遗余力排查、摸排每
一条可疑的线索。回到驻地后，马涛
和同事们还要立刻开始疫情分析整
理，对于重要的线索，还要再开展补

充电话流调。马涛和同事打完一连
串的电话后，还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
成病例的活动轨迹，尽快完成病例的
流调报告，尽快排查密接，“我们要跑
在病毒的前面。”马涛说。

为了尽快完成流调，马涛和同事
们驻扎在江宁，为了提升效率，早期
的3天他们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办公
室有一张小床，队员们累了就轮流去
小床上休息一会，实在扛不住了，就
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大多数队员
每天的休息时间非常短，大概只有
2—3个小时，还有大多数队员从疫情
发生至今都没有回过一次家。

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南京市
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承担着本次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的救治任务，见面会现场，
播放了一段正在该中心工作的胡志亮
副主任医师的VCR(录像)，无法来到现
场的他讲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

胡志亮7月26日晚上进入隔离
病房时，当晚就收治了 20 多名患
者。而现在，胡志亮所在的第五病区
已有不少患者出院，其他患者也在稳
步恢复中。胡志亮说，第五病区的医
护团队来自不同医院，很多人原先并
不认识，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
家这些天来都在并肩作战，这种“战
友之情”会让所有人终生难忘。

除了医护人员之间的“战友情”，

还有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医患情。每
天，医护人员听到最多的就是：医生，
你们辛苦了。虽然患者讲着不同的
方言，甚至还有口音，但作为医生，胡
志亮和同伴们的内心都能够感受到
这份浓浓的医患情。

与病友一样，隔离病房的医护人
员这段时间也无法与家人团聚，病人
有的心理压力医护人员也会有，胡志
亮坦陈，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穿
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个班次下来
他们也会身心俱疲。但无论面临多
大的风险，这份使命义不容辞，“作为
医护人员，看到患者一天天改善是最
幸福的事情，患者的理解更让我们感
到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

7月24日，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康
定里社区胜利村100号小区出现了
一例确诊病例，确诊病例所在单元的
35名居民当天便连夜转运，并对小区
实施了14+7天过渡期的封闭管理。

申镇介绍说，胜利村100号小区
封闭管理的14天里，社区联合钟山集
团开启了“居民线上点单，社区线下配
送”的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各类生活
物资保障。7天的过渡期内，孝陵卫街
道根据居民的口味提供了免费的蔬菜
和南京人喜爱的盐水鸭、烤鸭等熟食，
让大家吃得放心、开心、暖心。

申镇介绍说，这些物资每天上午
7:30会准时运送到小区门口，近20名
社工和志愿者将货物卸下后，身穿防
护服奔走于各楼幢。由于胜利村100
号是上世纪70年代的小区，没有电
梯，也没有物业，申镇和同伴们只能用

“大脚板”（一层一层爬楼）送至每家每
户。虽然过程艰难，但他们的付出
得到了居民的理解与支持，原本很
多居民对小区封闭管理有情绪、也
有抱怨，当看到社工和志愿者辛辛
苦苦提供服务的时候，慢慢给予了
理解与配合。

马明宏展示的手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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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人员给与驾乘人员的温
暖，也得到了热情的反馈。马明宏
介绍说，前两天晚上6点半左右，绕
越高速的麒麟查验点就收到了一份
外卖，查验人员收到了“秋天的第一
杯奶茶”，这份外卖的单据上写着：
辛苦骑手小哥，放下即可，不用给我
电话，请大家自取，非常感谢。

不仅如此，还有企业为了帮助指
挥人员时刻都能看到每一个查验点的
工作情况，在原有监控设备基础上又
免费安装了20套监控设备。在马明
宏看来，这些暖心的举动不仅是群众
对抗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也都是全
社会共同抗疫的写照，“我相信通过我
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战胜疫情。”

一张手绘地图的故事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除了疫情防控的侦察兵，身为
疫情分析组一员的马涛还肩负着疫
情防控参谋员的职责。马涛介绍
说，通过疫情分析可以了解疫情的
规模，可以获得哪些人群、哪些地区
处在风险当中，通过这些分析可以
很好地指导制定科学精准的防控策
略和防控措施。比如前段时间南京
开展的核酸检测工作，后期的核酸

检测范围越来越小，甚至精确到街
道，核酸检测策略的调整，就是每一
位疫情分析工作人员的付出。

马涛和同伴们每天要做两次疫
情分析，一次是在白天的12点，另外
一次是在晚上的12点。虽然他们每
天都在加班加点，但是应用自己的
专业技能为疫情防控贡献了一份力
量，这样的辛苦大家觉得很值得。

我们要跑在病毒的前面

疫情分析助力科学精准的防控策略

这份使命义不容辞

“大脚板”赢得居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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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坚守在南京市公卫中心的胡志亮医生

同学们的战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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