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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一”出院了

5月18日，“小五一”和妈妈出院了。
时间回到 4 月 29 日，新冠确诊孕妇杨

女士 （化名） 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此时孕
妇随时有临产的可能。

患者一入院，主管医疗的院领导立即
召集医务处以及产科、感染科、ICU、儿
科、麻醉科、输血科、护理部、院感部门
的主任，梳理流程，制定了周密的突发情
况应急预案，并抽调多名产科医生、产科
护士、助产士，对患者进行24小时看护。

5月1日凌晨，新冠负压手术室内传出
了响亮的啼哭声，一个体重3600克的胖小
子出生了，妈妈给他起名“小五一”。

为了精心看护小宝宝，医院调配了4名
儿科医生、5名儿科护士组成医护专班，24
小时对“小五一”进行监测、检查、照料。

喂奶、哄睡、洗澡擦身、换纸尿裤
……“大白”妈妈每时每刻守护在“小五
一”身旁，记录着他每一天的健康成长。
晚上，“大白”妈妈抱着孩子轻柔拍着，在
病房里踱步的场景，成为隔离病房里最暖
人心的镜头。

喂奶这事儿是每天的“头等大事”，每
隔 4 小时便喂奶一次。随着孩子一天天成
长，“小五一”胃口极佳，每次能喝到75—
80毫升的奶量。“看着他‘咕嘟咕嘟’大口
喝奶的样子，我们的心都化了。”护士长赵
海芹说，给“小五一”洗澡，看着小宝贝
儿舒服的模样，也成了她坚守抗疫一线难
忘的快乐时光。

医护人员每天会和“小五一”的妈妈
保持联系，微信聊天中还会经常发送孩子
的美照与视频。看着孩子香甜的睡颜，母
亲牵挂和焦虑的心踏实了。

5 月的北京，北京地坛医院里草木葱
茏、绿树浓荫，每一片嫩绿都闪着生命的
光。对于孩子，“大白”妈妈们说：“我们
最想感谢的是你——‘小五一’！是你带来
了希望的光芒，鼓励着我们在这场抗击疫
情的战斗中拼尽全力。也让我们相信，所
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题图：“小五一”得到精心照料。
北京地坛医院供图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那些抗疫中的“破防”瞬间

本报记者 熊 建

近来北京市接连出现聚集性疫情，社会面仍有零星散发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北京市
进一步采取更快更严更实措施，管控疫情风险、阻断疫情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一线，付
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民众的健康织起了严密的防护网。今天，让我们盘点一下其中的感人故事。

“所有付出都值得”

北京胸科医院有这么一个大男孩
儿，近日来12次参与医院外派支援任
务。他就是李阳，27岁，有着7年党龄。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李阳，虽不善
言谈，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作为医院为数不多的男护士，李阳多
次主动请缨承担疫情防控支援任务。
他总说：“科里别的同事家里都有老人
和孩子需要照顾，我还没有孩子，又
是党员，我去最合适。”

带着这股一心为他人的劲头，李
阳曾支援过小汤山、丰台、昌平的疫
情防控工作。今年 5 月以来，又先后
12次参加医院外派支援社区、乡村核
酸采集任务。他凭借娴熟的技术、热
情的服务、耐心的帮助，得到同事和
居民的好评，同时也收获了不少感动。

在一次外派核酸采集中，有位大
姨骑着三轮车带着爸爸妈妈还有老
公，停在核酸采集点前边不远处，拿
着一沓身份证跑去扫码。“她问我去三
轮车那边给他们采行不行。我答应着
过去了。那会儿有风，她赶紧扶着
门，怕车门撞到我。我让他们张嘴，
老人耳朵背，大姨赶快过去给老人做
示范，让他们仰头等着我。”李阳说，

“村里有个小孩儿，只有三四岁的样
子，虽然采得有点干呕起来了，但采
完后马上自己戴好口罩，并向我十分
礼貌地说谢谢。这些事情让我在工作
中充满了动力。”

还有几次工作到很晚了，好几位
大爷大妈对李阳他们表达了感谢之
情。“心疼我们这么晚了还在采核酸，
问我们热不热、渴不渴。在这样温暖
友善的氛围下，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
值得的。”李阳说。

题图：李阳在进行核酸采样中。
北京胸科医院供图

500多天的坚守

2020年初，北京地坛医院
感染二科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从那时起，医生田地就一
直坚守在抗疫一线，至今已有
500多天。

在新冠隔离病房工作的那
些日日夜夜，田地接诊过许多
患者。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
莫过于今年收治的一位94岁高

龄患者。这位女士年龄大，有
高血压等基础病，又叠加了新
冠肺炎重症的高危因素。有一
天，为了观察治疗情况，田地
在她身边守候了2小时。老奶
奶笑着说：“有你在身边看
着，我放心，没啥感觉，还舒
服地睡着了。”

在全体医务人员的悉心
照顾下，老奶奶很快顺利出
院。出院前她对田地说：“虽
然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但我打心底里感谢这些天每
个孩子对我的照顾。没有你

们，老太太我不可能这么顺
利地出院。有你们在，我们
一定会战胜疫情的。”

听到这句话，田地瞬间
“破防”，泪水模糊了她的护目
镜 。“ 在 这 500 多 天 的 日 子
里，我见证了太多医患之间不
分你我的动人时刻。这份‘岂
曰无衣，与子同裳’的真情流
露，就是我们全体医务人员坚
守战疫一线的信心之源。”
她说。

题图：田地近照。
北京地坛医院供图

家住北京朝阳临时管控区
的张女士，在家中不慎磕破了
头部。社区一位志愿者不仅为
张女士紧急处理了伤口，还开
车送她去医院治疗，帮助她办
理各项手续。后来，张女士写
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写道：“这
名志愿者小姐姐叫柴然，是北
京友谊医院急诊科的护士。她
的名字很好听，她有一颗真善
美的心。”

从 2011 年入职北京友谊医
院至今，柴然一直在急诊科工
作。近期，北京疫情反复，她
居住的社区从5月5日起开始了
临时管控。想到自己是一名医

护人员，柴然觉得即便不能返
回工作岗位，也要为疫情防控
贡献一分力量。于是，她联系
了社区，申请成为社区志愿
者，每天为小区有就医需求的
居民进行初步评估，给需要外
出购药的居民进行统计、登

记，协助入户采样医护人员核
对信息。

5 月 16 日，张女士前来求
助。她早上在窗前蹲着给花浇
水，猛一起身不慎磕到了窗
角，头部划出一道口子，鲜血
直流。柴然马上为张女士进行
紧急的伤口处理：消毒止血，
将碎头发别住，用敷料把伤口
贴上……简单处理后，考虑到
张女士头部的创面红肿，伤口
被金属划破后可能需要接种破
伤风疫苗，社区立即为她联系
到附近能接诊的医院。前往
医 院 需 社 区 联 系 急 救 中 心 ，
由 120 救护车将患者送达。为
了减少等待时间，柴然提出
可以开私家车护送患者前往
医院。

开 具 出 门 证 明 、 更 换 好

N95 口罩后，柴然开车将张女
士送到了接诊医院。从进入医
院的扫码、登记，到挂号、找
诊室就诊，柴然始终陪在她旁
边。在接种破伤风疫苗后，柴
然还陪同她留观。回家的路
上，柴然对张女士说：“过两天
需要更换纱布的时候还可以找
我陪同。”

柴然的贴心、细心让张女
士非常感动。到家后，她通过
政府热线 12345 的微信公众号，
给柴然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
写道：“疫情虽然暂时限制住了
我们的行动，但是真善美的心
灵没有界限。虽然走不出家
门，但是却让我看到了最美丽
的风景。”

题图：柴然近照。
北京友谊医院供图

最美丽的风景

5 月 18 日，北京地坛
医院隔离病房里的“艺坛
伉俪”出院了。这是一对
擅长书画的老夫妻，出院
前，他们为医院留下不少
墨宝。其中有一幅字“北
京加油”。他们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深
深感激和战胜疫情的坚定
信念。

4 月 30 日，刘先生与
爱人杨女士同时确诊新冠
肺炎，被收治入院。刘先
生今年 76 岁，因为有脑
梗史、高血压、糖尿病等
基础疾病，刚入院时，医
护人员就加大了对他生命
体征的监测。刘先生跌倒
评分较高，护士们对他格
外关注。“您上厕所、洗澡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着脚
底下，小心别滑倒。”值班
护士再三交代。

杨女士刚入院时心情一
度焦虑、内疚，忍不住在夜
里悄悄抹眼泪。“巡视病房
时，我观察到这个情况。其
实阿姨主要需要一种纾解情
绪的方式。”护士长孙丽霞
加了杨女士的微信，希望用

“话疗”的方法帮她排解。
在聊天中，她发现，夫妇二
人在书画书法领域具有深厚
功底，平日喜爱泼墨勾勒几
笔，但这次因入院匆忙，没
顾上带材料和用具。

于是，医护人员就去帮
二老采买相关用具。砚台、
毛毡、画笔、毛笔、宣纸、
颜料等书法、绘画材料，很
快就运进了病房。

这下，两口子的情绪高
涨了起来。尤其是杨女士，
画具到了后便一直沉心于

创作。
住院期间，恰逢国际护

士节，杨女士创作了多幅书
画作品送给医护人员。“被
暖到了，看到患者们用各种
方式对我们报以充分理解，
我们内心自豪又满足。”孙
丽霞说。

出院前，刘先生夫妇也
收到来自医院的礼物，一个
爱心证书——“感谢有您！
是您的大爱，给予医务人员
更多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携
手抗疫，共克时艰！”

病房里的墨宝

图为刘先生杨女士展示墨宝。 北京地坛医院供图

洪范八政，食为政
首。中央多次用“治国
理政的头等大事”“四个
最严”“中国人的饭碗要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 ”
等强调粮食安全、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

粮 食 与 食 品 安 全
中，种子安全问题、合
成生物技术对生态的影
响问题、非食品原料的
添加问题、粮食与食品
变质后的无害化低成本
处置问题等，无不涉及
科 技 实 力 包 括 检 测 实
力，亦涉及食品科技背
后的科技伦理问题、科
技法治问题。科技伦理
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
开发等需要遵循的价值
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保
障国家粮食与食品事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凭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为粮食与食品领域
的科技与生产活动提供
了伦理指南，亦提出了
明确的法治要求。

粮食与食品安全中
的科技伦理之法治内涵
非常丰富。种子安全涉
及 粮 食 基 础 、 民 族 健
康、后代安全的基本伦
理规则问题。化肥对土
地与环境的污染，新品
引入与复合种植、工厂
化生产粮食等，涉及复
杂的生态价值观、生态
伦 理 观 及 生 态 法 治 建
设。非食品原料的添加
或 以 假 充 真 、 以 劣 充
优，既涉及个体的基本
诚信，涉及食品科技检
测及评价的伦理标准，
亦涉及食品安全的法治
协同、刑法等领域的责
任衔接。转基因食品、
合成生物技术粮食与食
品，更涉及复杂疫学因
果关系及法治的综合利
益考量。保质期过后的
粮食与食品处理，涉及环保科技的技术
实力与价值取向，实践中往往由食品安
全法治政策及环保法治政策决定。由于
粮食与食品对人类以及与人类密切相关
的动物、宠物，其生化作用、影响结果
具有潜在性、累积性、广域性等特点，
使得科技伦理与科技法治更显重要。

粮食与食品安全的实现，不能满足
于产能适配需求的低层次要求，应当借
由科技伦理与法治支撑，实现更高层次
的目标：粮食与食品领域的良法善治。
伦理、法治与技术的三位一体，方能有
助于中华民族在“食”的最基础方面，
以最文明的方式赢得其他民族尊重、树
立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粮食与食
品领域，一切技术性活动，绝不能不择
手段、破坏生态，而应遵循“增进人类
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
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科技
伦理原则。

这些科技伦理原则，具体体现在粮
食与食品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标准之
中，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方式
外在化、显性化，并借助科学技术手段
而加大公正、提升效率。以粮食与食品
安全之行政执法为例，现场执法的证据
可靠性、网络执法的数据准确性、食品
溯源的结果可信性、食品鉴定的方法先
进性以及食品保质保鲜及安全防腐防毒
等，无不与技术密切关联，也无不与执
法人员、操作人员的伦理道德水平有
关，无不与法律具体条文有关。

总之，伦理、法治与技术融合融通
之路，将为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提供强
大的支撑与高效的保障。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立法与司法研
究中心主任、天津仲裁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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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莹）近
日，英国、美国、葡萄牙、西班牙、
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报告人感染猴痘病毒的确诊或疑似病
例。那么，什么是猴痘病毒？它如何
传播？是否有必要担心这种传染病大
范围暴发？

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其病原体猴痘病毒是一种 DNA 病
毒，属于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与在
人类历史上曾肆虐数千年的天花病毒
是“近亲”。猴痘病毒于1958年被首
次发现，当时一组用于研究的猴子中
出现“痘状”传染病，因此得名。自
世界卫生组织 1980 年宣布人类彻底
消灭天花以来，猴痘病毒已成为对公
共卫生影响最大的正痘病毒。

世卫组织网站 19 日更新资料显

示，尽管猴痘病毒在猴子体内首次被
确认，但啮齿动物最有可能是其天然
宿主。

猴痘病毒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
流行。非洲大陆之外的首次猴痘疫情
于 2003 年出现在美国，累计数十人
感染，传染源可追溯至从加纳运到美
国的冈比亚鼠和睡鼠。2018 年以
来，以色列、英国、新加坡等国在来
自尼日利亚的旅客中发现猴痘病毒感
染者。

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
液、皮肤或黏膜损伤部位等，可能导
致猴痘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类。食用
烹饪不当的感染动物也是“动物传

人”的风险因素。一般来说，猴痘病
毒在人际间传播并不常见。人际传播
途径包括密切接触感染者的呼吸道分
泌物、皮肤损伤部位或被污染物品
等，通常需要更长时间面对面才能发
生呼吸道飞沫传播。此外，猴痘病毒
可能经由胎盘或生产期间的密切接触
发生母婴传播。

天花疫苗对猴痘有效

据世卫组织介绍，猴痘病毒感染
症状与天花相似，但临床严重程度较
轻。潜伏期通常为6至13天，可能长
达 21 天。发病初期症状包括发热、

头痛、淋巴结肿大、肌肉酸痛、重度
疲乏等，其中淋巴结肿大有助于将猴
痘和天花区别开。发热几天后发展为
面部和身体其他部位大面积皮疹，并
可能导致继发性感染、支气管肺炎、
败血症等。

猴痘通常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多
数患者会在几周内康复。重症常见于
儿童或免疫缺陷者，还与感染者基础
健康状况、暴露于病毒的程度及并发
症严重程度等有关。猴痘疫情病死率
差异较大，近年来约为3%至6%。

研究表明，接种天花疫苗预防猴
痘有效率达85%。2019年，一款基于
减毒痘苗病毒研制的疫苗被批准用于

预防猴痘，但尚未大范围接种。治疗
方面，一种早前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批准的抗天花病毒药物特考韦瑞
于 2022 年在欧洲获批用于治疗猴
痘，也还没广泛使用。

近期传播呈“非典型”特征

连日来，非洲以外报告猴痘病例
的国家和感染病例数不断增多，许多
感染者没有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世
卫组织表示，在多个“非流行国家”
出现与疾病流行地区没有直接旅行联
系的猴痘病例，这是“非典型”状
况，目前仍在调查感染源。

这是否意味着猴痘病毒变得更具
传染性？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
主任迈克尔·瑞安日前在记者会上
说，过去几年，猴痘的流行病学情况
发生了变化，其出现范围扩大。在西
非和萨赫勒地区，气候压力增加，人
类和动物为了生存不得不适应环境，
这可能使得动物种群和人类更接近，
有时为了相同的食物资源而竞争。必
须真正了解相关地区深层生态和人类
行为，从而试图从大自然源头上阻止
这种疾病传播给人类。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
病学教授安妮·里莫因指出，猴痘病
例增多可能与消除天花有关。1980
年后，人们不再接种天花疫苗，对猴
痘的免疫力也有所下降。里莫因与她
的同事 2010 年发布的研究显示，过
去 30 年间，刚果 （金） 的猴痘发病
率增长超过14倍，从每1万人不足1
例上升至每1万人约14例。

多国报告人感染猴痘病例，是否会大范围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