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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波在扬州战疫一线度过中国医师节——

病人康复是我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一线参与抗疫，让医师节更有意义

19日上午10：30，扬州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的定点收治医院扬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等待交接班及查房完毕，
忙碌的邱海波才有空接受记者采访。

一年多来，邱海波在抗疫一线度过
了很多重要节日。即使如此，这个医师
节对他来说也够特殊。“按照我们小时
候写作文的说法，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节
日。我心里也的确觉得，这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因为作为一名医生，能够在这
一天去看病人，尤其作为一名ICU医
生，在医师节这一天能够到病床边看重
症病人，这本身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
的担当。”邱海波说，一个医生就应该在
病床边，一个ICU医生就应该在重症病
人床边，“所以今天能够在重症病人床
边参与救治，我觉得这本身就体现了
ICU医生作为临床医生的价值、体现了
我们的初心。”

“无论是我们在扬州治疗还是转到

南京治疗的病例，总体重症化率要远远
低于去年武汉，也远远低于此前一些德
尔塔型病毒感染导致的疫情。”邱海波
说，医务人员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看护
的病人能够康复，当天，扬州三院和南
京市公卫中心出院的病人明显增多，已
经明显大于新入病人，且重症病人降低
了一半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份最好的
医师节礼物。”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同行，特别是
仍然在南京市公卫中心和扬州三院一
线奋战的医生护士们点赞，我觉得他们
是最棒的。”邱海波强调说。

轻重症并重，注重降低重症化率

7月2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生
疫情时，邱海波还在云南瑞丽参与应对
输入型疫情。获知江苏本轮发生的疫情
错综复杂，邱海波7月25日回到江苏
参与救治，又于8月初来到扬州。

“来扬州之前，我们专家队伍内部就

已形成共识：扬州此次疫情需要高度重
视。”赴扬州前，邱海波已听说主要感染
人群为中老年人，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重
型、危重型病患的人群，“老年患者往往
有比较多的基础性疾病，对病毒感染的
耐受性不强，治疗难度也会变得更大。”

因此，专家团队抵扬后马上提出，
社区筛查出的病人一旦确诊为阳性，要
立即送医；到达定点医院后，马上给予
新冠肺炎病情和基础疾病评估，并尽早
尽可能强地实施干预。“早期诊断、早期
干预，尤其对高危病人早期干预策略很
重要。”邱海波表示，在对扬州的病患救
治中，特别强调通过早期介入把高危病
例挡在重症门外。

记者注意到，把部分普通型病例划
分为重型、危重型进行尽早介入，这一做
法此前用得较少。邱海波解释说，如果病
患具备高龄、有基础疾病等特点，即使不
够临床分型标准，也会将其列为高危病
人。“通过更仔细的观察、更多的评估、更
早的干预、更强的治疗，尽力避免他们转
成重型。”邱海波总结道，“降低重症化
率，这是我们早期治疗的一个重点。”

救治策略也突出体现了降低重症
化率。邱海波介绍，救治主要强调两个
方面：一是轻症和重症并重，即高度重
视轻症病人，让轻症的病人不发展成
普通型甚至成重症，这样病人预后更
好；已经转成重型或者危重型的病
人，治疗必须加强，以期阻断疾病发
展。二是病毒感染和基础疾病的治疗
并重。“采取对病毒性感染的早期遏
制措施，比如说中医中药、恢复性血
浆、单抗等治疗手段，以及早期就给予
俯卧位、高流量氧疗（低含氧量）等干
预是很重要的。”邱海波强调，同步强
化对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慢性
肾脏疾病等基础疾病的治疗也很重
要，“这为病人能够熬过最困难的阶段，
能够撑到自身产生抗体及尽快走向康
复奠定了基础。”

每次抗疫成功，都让我们更有信心

从去年初奔赴武汉起，一年多来邱
海波已经辗转全国14个地区。算上这
次在南京和扬州参加抗疫，邱海波的抗
疫日程表累计已超过400天。

为什么坚持去一线？邱海波说，分
享丰富抗疫经验是一份责任。“我觉得
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每个不同地
区疫情发生后，其病人人群、病毒毒株
都有所不同，治疗也要根据不同的临床
特征来进行。前面积累了那么多经验，
这恰恰对应对新发疫情是有所帮助的。
所以每次有新的疫情时，我都觉得我应
该去。”

“对我来说，当有疫情发生时、当有
重症病人时，就应该义无反顾到第一
线、到ICU去看病。”邱海波说，作为临
床医生，也只有去一线，才能总结每一
种新变异病毒的特征，找到真正有效的
治疗措施和更科学精准的治疗策略。

一次次出发，似乎疫情总是在出
现。邱海波觉得，应当乐观看待这种现
象，对我国的疫情防控更有信心，对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更有信心。

“其实每一次疫情都可以看到，我
们控制的速度越来越快，防控和救治经
验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科学、越来越
精准。”邱海波指出，每次疫情发生后，
各地都能够迅速组织大规模核酸检测
筛查阳性病人、能够迅速进行社区管控
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能够迅
速集中确诊病患到当地条件最好的医
院，并调集全国医疗资源进行救治，“这
都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也增强了我
们抗疫的底气。”

“每次疫情都给了我们很多经验
或教训，这都能对未来疫情防控产生
有益的影响，所以我想无论是社会面
还是医疗救治，我们都应当更有信
心。”邱海波说。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月飞

扬子晚报讯（记者 刘丽媛）“我是
南大退休职工，想团购水果”“我经营餐
饮企业，想买点黄桃帮帮果农”……从
8月5日以来，扬子晚报“为宁带货”公
益行动持续关注南京滞销农产品问题，
热心的南京市民、南京企业也陆续拨打
热线，接力伸出援手、献出爱心。

8月18日，扬子晚报96096热线接
到了82岁的市民黄奶奶的一通电话。
黄奶奶告诉记者，她已经82岁了，是南
大的退休教职工，住在龙江一带。看到

“为宁带货”的报道后，她想到小区的
400多名业主，有不少是从南大退休的
熟人，组织一下，团购一批水果应该没
有问题，于是打来电话。了解过滞销水
果的种类、价格后，黄奶奶又张罗着组
织熟人拼单、请物业帮忙统计情况，忙
得不亦乐乎。

“我想买点黄桃发给员工。”在江北
新区大厂街道做餐饮生意的黄建峰也
通过96096热线咨询滞销水果采购。

记者了解到，这不是他第一次献出爱心
了。黄建峰在大厂经营农家菜馆，独家
秘制的红烧肉是菜馆的招牌，附近的居
民都喜欢吃，疫情期间，为了感谢驻守
一线的志愿者，他多次组织员工给社
区、核酸检测点送去免费的红烧肉和盒
饭，给辛苦工作的志愿者们“加满能
量”。黄建峰坦言，疫情之下，各行各业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他做餐饮行业，和
果农感同身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据不完全统计，8月5日以来，“为
宁带货”公益行动在南京市工商联等单
位的支持下，对接供需双方，为近2万
斤水果、数万斤蔬菜找到了销路。

记者从南京市农业农村部门及各
区了解到，此前大批成熟的黄桃、夏黑
葡萄等，在外销受阻的情况下，通过各
界的帮助在本地找到了新销路。目前，
阳光玫瑰葡萄开始大批量上市，高淳、
溧水、六合、江北新区等区域都有大面
积种植，阳光玫瑰葡萄一般品质较好、
价格较高，是葡萄种植户们忙碌一整年
最大的盼头。“为宁带货”公益行动将继
续关注包括阳光玫瑰在内的滞销水果
情况，如果您有批量采购或者团购需
要，欢迎拨打扬子晚报96096热线，共
同帮南京优质农产品带货。

8月19日是我国第四个“中国医
师节”，今年的医师节，许多白衣战士
仍然冲在与新冠病毒斗争的第一
线。在这群无畏逆行的白衣战士中，
有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是90后的
年轻医生，面对困难选择逆行成长，
他们用赤诚之心守护整个城市。即
日起，由扬子晚报/紫牛新闻策划的

“90后战疫勇士”创意海报亮相南京
地铁四号线龙江站2号出口醒目位
置，让更多的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到
抗疫年轻医生的故事。

8月19日“中国医师节”当天，不
少市民在经过南京地铁4号线龙江站
2号口时都被墙上新换的海报吸引，
驻足阅读。十位医生，十张海报，十个
故事，更是十段抗疫最前线的成长史。

每个人都曾或多或少的接触过
医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医
生模样。“他们总是无私无畏的！”谈
起心目中的医生，56岁的黄阿姨肯
定地回答道。救死扶伤，也是采访中
许多市民对于医生的印象。市民曹
先生告诉记者，自己觉得医生好像总
带着天生的使命感。

回想起自己见过的医生叔叔和
医生阿姨，小姑娘甜甜（化名）认真想

了想说，“我觉得他们是在一线抗疫
的人，他们很勇敢。”

“抗疫加油！谢谢你们，你们辛
苦了。”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最想对
医生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吕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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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辛苦了！”
本报医师节创意海报亮相南京地铁

8月19日是第4个中
国医师节，对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
作组医疗救治组专家、东
南大学副校长邱海波来
说，在扬州疫情防控一线
过节，给这个节日赋予了
特殊意义。他和战友也
通过不懈努力，收获到最
好的节日礼物——病人
正不断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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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波在救治患者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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