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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间，有任务就出发。“快准备一下，凌

晨 4时区卫健委集合。”接到紧急电话通知的中

心病房医生陈萍萍没有丝毫犹豫，看了眼手机

上的时间——凌晨3时，立刻起来洗漱出发。到

达区卫健委时许多同事已集结，乘上前往采样

点的车后，队员们抓紧时间闭目养神，因为大家

知道等待他们的又是一场“硬仗”。

到达采样点，已有不少居民排起了队伍，队

员们熟练地开始采样工作，为了加快采样速度，

他们选择站着采样，三四个小时下来，常常腰酸

背痛直不起身，有的人原本就患有关节炎，需要

贴三四张膏药才能忍受疼痛。

这已成了医务人员的日常，因为可能随时随

地需要他们去隔离点支援、去采样点采样，或随

时到科室加班，他们已习惯将手机保持在响铃模

式，放弃了陪伴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放弃了娱

乐休闲的时光，奋战在一线，没有一丝胆怯，没有

一句怨言，因为他们知道广大市民需要他们。

仁心仁术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隔

离收治点宛若一个临时大家庭，

在这里，患者成了志愿者，和医

护人员共同守护大家的健康。

近期，在与部分患者沟通后，泗

泾医院医疗队指挥部在所驻隔

离收治点发布志愿者征集令，一

时间，收治点内“动”了起来，患

者们踊跃报名，来自各行各业的

他们在这里拥有了另一个共同

的身份——志愿者。

医护人员和患者相处时间

虽然不长，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

关怀如同亲人一般。看着医护

人员每天辛苦地忙碌，在治疗之

余，还要负责卫生清洁等工作，

于是，6名患者率先响应招募，成

为首批志愿者。

医疗队护士长李喜妙、蒋

婷婷对 6 名志愿者进行了“岗前

培训”，指导他们规范处理医废

垃 圾 等 。 在 护 理 团 队 的 支 持

下，志愿者们进入各自“岗位”，

有 人 帮 助 老 年 人 扫 码 登 记 信

息，有人派送一日三餐，有人打

扫卫生、清理运送垃圾，还有人

引导维持核酸检测秩序。志愿

者们还将自己的工作场景录制

成视频，发在收治点的“大家庭

群”里，得到了其他患者的认

同，也鼓励了更多人参与志愿

服务。几天后，患者志愿者人

数发展到了 11名。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收治

点更有了“家”的味道。一日，一

批进入收治点的物资需要卸货

搬运，不巧正遇大雨，为确保物

资不被雨淋湿，志愿者们纷纷出

力。“不能因为下雨，影响来之不

易的物资。”一名志愿者表示。

“ 点 内 的 患 者 多 ，工 作 量

大。这些志愿者发挥了非常大

的作用，我们和患者的沟通更加

高效了，我们的工作也能更有序

地开展。感谢他们的同时，也希

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出院。”医

疗队领队、泗泾医院副院长袁小

明说。

□记者 王颖斐

春夏交际，万物繁盛，青翠欲滴的野菜轮番

亮相，关于野菜的话题频上热搜，甚至有市民对

小区里的野菜“跃跃欲试”。

对此，上海辰山植物园工作

人员丁洁提醒，路边的野菜

不能随意采摘，食用野菜后

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

等中毒症状，要尽快就医。

野菜具有独特的风味

和香气，又给人以新鲜感，

所以在特殊时期成了“香饽

饽”。“像苜蓿、荠菜、马兰头、

马齿苋、蒲公英、菊花脑、车前

草这些野菜都是可以食用的。”丁

洁说，苜蓿，即草头，是松江人最

熟 悉 的 春 菜 之 一 。

草头从清代后期逐

渐来到人们的餐桌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另

外，马兰头等都是松江人餐桌上的“常客”。

丁洁告诉记者，绝大多数野菜都有苦味、

涩味、酸味等特殊味道，甚至有些含有微毒，

因此需要经过处理再食用。食用前要先用开

水焯一下，然后清水浸泡漂洗，去除其中的异

味。以酢浆草为例，其一般只有三片小叶，嫩

茎叶内含有大量草酸，食用前需用热水焯一

下，并在凉水中浸泡两小时后才能炒食。还

有四季可采的黄鹌菜，又名黄瓜菜、野荠菜，

采集嫩苗叶后也需要热水焯熟，换水浸洗干

净才能食用。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些有毒植物易被

误食，所以，不熟悉的野菜不能乱采乱吃。丁

洁举例说，有“纯净的天空蓝”之称的喜林草，

其叶子与荠菜颇为相似，不少人会误采摘；与

野葱和大蒜极为相似的石蒜和洋水仙，其地

下的球形鳞茎是有毒的，有时会被人们当作

大蒜误食，轻者呕吐、腹泻，重者可能会导致

中枢神经系统麻痹，有生命危险；苍耳草又名

刺儿棵、野紫菜，小苗形似黄豆芽，向阳的地

方又像向日葵苗，其植株内含有多种有毒生

物碱，味道苦辛，误食会引起中毒；泽漆又名

五朵云、猫眼草，是大戟科植物，可分泌白色

乳汁，若误食易引起过敏、中毒等现象，轻则

眩晕、呕吐，严重时危及生命。

野菜过食亦有害，甚至会引起中毒。“野菜

中常常见到的灰灰菜，又

被称为灰苋菜、小叶藜

等，多吃会出现过敏现象。

小蓟又叫刺儿菜，因为含有

较 多 生 物 碱 成

分，过量食用会

造成胃肠不适。”

丁洁提醒道。

健康生活

□记者 李天蔚 胡健尧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封

控在家的日子，大家难免一直刷

手机，长时间盯着电子设备使得

用眼过度问题频出。记者日前采

访了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张佐红，请她讲解日常生

活中保护眼睛的相关知识。

《黄帝内经》记载：“久视伤

血”。这里的“血”指的就是肝

血。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

主藏血，目得血而能视，双眼的

正常功能有赖于肝血的滋养才

能完成。当肝血不足时，没有足

够的血向上滋养双眼，就会发生

眼睛干涩甚至视物模糊。经常

熬夜和用眼过度会逐渐消耗人

体的气血，时间久了会出现肝血

不足，眼睛便因为缺少气血的滋

养而出现干涩不适的情况。

很多人因眼睛干涩而经常

滴眼药水，张佐红表示，普通眼

药水都含有防腐剂，所以不建议

人们长期使用或大量使用。眼

睛出现干涩症状可以短期使用

眼药水，建议采用热敷等物理方

式来缓解眼部疲劳。

想要预防近视或控制高度

近视的发生，张佐红建议，生活

中市民可以尝试以下方式：首

先，坐姿“三个一”，即眼离书本

一尺、胸离桌子一拳、手离笔尖

一寸；第二，坚持每天户外运动

两小时，无法出门的话可以站在

窗边看看远方；第三，电子产品

“非必要不使用”；第四，保持心

态平和、避免情绪激动，也要避

免焦虑；第五，注意保暖，尤其是

颈部保暖；最后，不要长时间在

灯光昏暗的地方看电视、看手

机、看书。“尤其睡前很多人喜欢

关灯后看手机，这需要格外注

意。”张佐红说。

另外，张佐红建议，还要保

证 营 养 均 衡 ，但 不 要 暴 饮 暴

食。要多吃蔬菜、水果，适量饮

水，少食辛辣、刺激性食物，保

持大便通畅；其次，戒除烟酒，

不喝浓茶、浓咖啡。同时，避免

服用会导致交感、副交感神经

紊乱的药物。

如果市民朋友有任何有关

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或咨

询，欢迎您关注松江区广播电视

台综合频率 FM100.9《健康智慧

屋》节目，节目中，您可拨打直播

热线 37683768，与松江各大医院

名医进行对话。您也可以下载

“上海松江”App，点击下方的“直

播”模块，进入“可视化直播”版

块，给主持人和专家留言。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通讯

员 胡杨）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部日前收治了一名来自集中隔

离点的偏瘫患者，面对患者病情

加重的紧急情况，医院神经外科

团队决定立即对其实施颅脑急诊

手术。特殊时期、特殊病人，医护

团队在三级防护下于40分钟内完

成高质量手术。术后第二天，患

者生命体征平稳，已经能和家人

进行简单的语言沟通。

“有一名隔离点送来的偏瘫

患者，需要立刻会诊。”4 月 8 日

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神经外

科医生刘鹃接到了来自发热门

诊的电话。挂掉电话后，刘鹃迅

速赶到发热门诊，发现患者突发

意识不清、一侧肢体偏瘫。头颅

CT 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头部右

侧存在广泛的亚急性硬膜下血

肿，量约 160 毫升，中线移位明

显。由于患者不久前曾口服活

血药物，血小板计数偏低，且处

于嗜睡状态，刘鹃建议暂时先行

药物保守治疗，如病情变化，再

行急诊手术。

4月9日下午，发热门诊再次

来电告知刘鹃，患者意识障碍加

重，复查头颅CT提示，血肿较前

发生进展。再次会诊后，刘鹃立

刻将情况上报科室主任。南部

神经外科执行主任高国一仔细

研判病情后认为，患者病情危

重，随时可能出现脑疝甚至面临

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手术。

鉴于患者核酸检测结果异

常，经医务处、党政综合办、门诊

办公室协调，神经外科、麻醉科

和手术室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安

排急诊手术。手术人员严格按

照三级防护标准穿戴防护设备，

合理衔接工作流程，以保证手术

顺利进行。

三级防护给手术带来了诸

多不便，双层手套的手感不同于

往常，面屏上凝结的热气也干扰

了视野，不仅增加了手术的难

度，更是考验医生的技术和毅

力。然而，医护团队齐心协力、

克服困难，麻醉科副主任黄丽娜

团队实施精准麻醉，主刀医生高

国一与刘鹃有条不紊地进行切

开、止血、缝合等操作。终于，在

40 分钟内完成了这台高质量手

术。术后，患者颅内淤血得到充

分释放，化险为夷。

“疫”路守护，与病毒赛跑
——新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抗疫二三事

□记者 李天蔚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新浜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冲锋在前，面对

疫情的风险和辛苦的工作不退缩、

不喊累，筑起守护市民健康的

坚固防线。

医务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让很多

平常简单的事情都变得困难，不能喝水、不能上

厕所、不能擦汗，时间久了还会有缺氧的症状，

对人的体力、耐力要求都很高，但是他们都坚持

了下来。新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

钱佳佳和同事开玩笑说：“没想到有一天畅快地

喝水也成了奢望。”

3月的上海还伴着冷风，每结束一个人员的

核酸采样，都要用免洗手消毒液消毒，而手部消

毒液会带走身体的热量。就在采样队员的手冻

得连拧瓶盖都困难的时候，社区志愿者送来了

自制的“暖手宝”：一次性饮料瓶消毒后装上了

热水，让医护们暖手，这个小小的举动温暖了他

们的心。居民们的一声声“谢谢，辛苦了”慰藉

着队员们疲惫的身躯。

时间到了 4月，天气突然炎热起来，核酸采

样时，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让人喘不过气来，钱

佳佳看到共同作战的小伙伴们都瘦了一圈，但

是大家苦中作乐地说：“没事儿，就当减肥啦。”

出门战“疫”的日子，最让钱佳佳牵挂的是

家人，在与年幼的儿子视频的时候，孩子用稚嫩

的童声问她：“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那一

瞬间，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钱佳佳告诉他：

“妈妈在外面打怪兽呢，过两天就回家。”

4 月初，还在新浜某村核酸采样的中心综

合病房护士长庞红宇接到通知：一个新的隔离

点即将开设，需要她去驻点。庞红宇二话没

说，立即答应了下来。为了加快手中的核酸采

样工作，她一路小跑上门挨家挨户采样，力争

快速跑完手上的采样任务，村里志愿者还劝她

慢一些，不要着急，庞红宇笑笑说：“我动作快

一些，能早点赶到隔离点，采样和隔离点工作

都耽误不得。”

采样结束，庞红宇一路驱车赶往新开的隔

离点。一到点位她便迅速开始投入工作：检查

三区两通道、污水管道、地漏、房间内设施、医废

点、一脱区、二脱区等。在场的志愿者都说：“庞

护士长，你真专业。”他们哪里知道，这已是庞红

宇工作过的第三个隔离点了。“我是院感和护士

出身，肯定要给力呀。”庞红宇说。

到了第二天下午3时，在做好两天一夜的准

备工作后，隔离点迎来了第一批隔离人员，当天

入住人员即达到了 274人。虽然庞红宇有时一

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没有时间睡觉，但

她和所有工作人员热情不减，始终把服务好点

上的隔离人员作为自己的使命。“希望我们的付

出能照亮大家，让大家感受到更多温暖。”庞红

宇说。

▼▲▼▲▼▲▼▲▼▲ 畅快地喝水，也成了奢望 ▼▲▼▲▼▲▼▲▼▲

▼▲▼▲▼▲▼▲▼▲ 随时在待命，没人有怨言 ▼▲▼▲▼▲▼▲▼▲

▼▲▼▲▼▲▼▲▼▲ 服务好大家，是她的使命 ▼▲▼▲▼▲▼▲▼▲

野菜正当时 采食需谨慎泽膝泽膝（（不可食用不可食用))

酢浆草酢浆草（（经过处理后才能食用经过处理后才能食用））

苜蓿苜蓿（（草头草头））

马兰头马兰头

来自隔离点的偏瘫患者病情危重

市一医团队三级防护下
高质量完成手术

用眼过度会导致肝血不足

松江中医“解锁”护眼知识

与“大白”携手抗疫

隔离点患者争当志愿者

图为新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病房护士长庞红宇在采样点（图左）和隔离点（图右）工作的场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