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3月 10日，武昌方舱医院休舱仪式上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随着最后一批 49名患者从洪山体育馆走出，运行了 35天的武汉市首个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据了解，武昌方舱医院开设病床 784张，累

计收治患者 1124人，出院 833人，转院 291人，实现了病人零病亡、零回头，医护零感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强/摄

2020 年 2 月 26 日，湖北省武汉市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血液净化中心的护士们在等待即将送到的

援助物资。这支由 20 多名专科护理人员组成的“护肾小队”，负责为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做血

液净化，清除体内细胞因子风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2020年 3月 9日，金银潭医院南 7楼 ICU 病房，驰援武汉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桑岭（中）、浙江首位援鄂医疗专家郑霞等与同事在开早会。这里是武汉最大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也是武汉第一家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战“疫”青年，在“暴风眼”逆风成长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2020 年 4 月 15 日，湖北省武汉市雷神山医院，两名志愿者的衣服上写

满了医护人员的签名。当日，运行两个多月的雷神山医院举行休舱仪式。2
月 8 日，雷神山医院收治首批患者。该院投用期间，除了接管单位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的 466 名医护人员进驻外，还有来自全国 16 支医疗队、286 家医院

的 3202 名医护人员参与救治。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 冲/摄

2020 年 4 月 15 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驻地酒店，

医疗队员准备乘车离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总计有 4.2 万名医护人员

援鄂，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是最后一支离开的援鄂医疗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

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

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

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

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

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

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

当大任的！

——习近平

目睹过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人类，正试着与其共存。眼

下，在中国，全民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 12 亿。有外媒评价，

中国“惊人的”接种活动其规模和速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

国家无法比拟的”。

实际上，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 100 年来全球

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上，中国不只一次展现了大

国速度：用 1 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 3 个月

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在

后续的几场散发疫情中屡战屡胜。

像面对历史上经受的任何一次磨难那样，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同心聚力，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彰显了一

个百年大党的初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与此同时，中国同

世界各国携手抗疫，目前已向全球累计供应 3 亿剂次新冠

疫苗，包括向 80 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

向 43 个国家出口疫苗。可以说，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公共卫

生事业担责尽责，展现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

大国担当。

而支撑起中国速度、中国精神、中国担当的，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

积累的坚实国力，以及千百年来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经此一役，更多中华儿女坚定了对

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面向新

征程，他们信心倍增、底气十足。

众志成城

今年春天，来自全国的抗疫医护人员又一次来到武汉，

共赴一年前的“樱花之约”。

去年 3 月，“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总攻已经发起，彼

时处于封城中的武汉，汇集了全国 346 支国家医疗队、4.26
万名医疗人员、900 多名公共卫生人员。

其中，不少当时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下飞机时才知

道 各 自 要 对 口 支 援 的医院，而距离他们的集结仅过了几

个小时。

一切都在紧急加速，只为更快一点“跑赢”病毒。来自党

中央的科学决策一经下达，两座 6 万多平方米的医院在 10
多天内建成使用，大规模改建 16 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 600
多个集中隔离点，10 多个省份 20%以上的重症救治专业人

员星夜出战，800 余万件防护服、1000 余辆负压救护车、超

过 7 万台医疗救治设备即刻就位。

几乎在最短时间内，同心抗疫的中国人扭转了医疗资

源和物资供应极度紧缺的局面。两度抗疫、获得共和国勋章

的钟南山院士后来用医学生的一句誓言描述医务人员的初

心：“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回 望 武 汉 疫 情 防 控 的 决 战 时 刻 ，14 亿 中 国 人 守 望 相

助、共同托起生命。在全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400 多万名社

区工作者日夜值守，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在昼夜

不分的研究室，科研人员奋力攻关，为病毒溯源，守护医疗

安全；在全民不聚集、主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快递员、志愿

者冒险奔忙；在机场等重要关卡，武警部队官兵抢运物资、

火线接力⋯⋯一个个党支部就是一个个战斗堡垒，哪里最

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党员都在第一线。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共产党员张定宇身患绝症，妻

子被感染，他却顾不上照顾妻子，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奋战。

他对同事们说：“现在，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最后的日子

里，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

抢回更多患者；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和大家一起，跑出病

毒的魔掌。现在，形势万分危急。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保卫

武汉！”

说完，他用尽全身力气，站起来，一跛一拐地走向前台，

双手抱拳，深鞠一躬：“拜托大家了！”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与此同时，一大批青年将青春定格在生死瞬间。在参加

抗疫的医务人员中，有近一半是 90 后、00 后，他们学着前辈

的样子，无畏、细致，保持镇定与专业，穿上防护服，成为患

者最信赖的人，很多人在火线递交了入党志愿书。

人们用“没有生而勇敢，只因选择无畏”致敬生命守护

者。望着那些稚嫩的面庞，长辈们都说：“哪里有什么白衣天

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

“他们仿佛一天就长大了。”疫情中“挂帅出征”的中央

指导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这样评价这些孩

子，他称年轻一代“值得信赖、充满希望”。

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在短短十几天时间就拔

地而起，一家一家的方舱医院以最快的速度被改建启用、

收治患者。而“基建狂魔”“中国速度”的背后，是千千

万万的 90 后、00 后建设者。他们“不计报酬，不计成本”，24
小时驻守在工地，困了就躺下休息一会儿，管子上、塑料堆

上⋯⋯只要稍微软一点，躺下就能睡着。这些年轻工人们的

睡态被记者拍摄下来，感动着全国的电视观众。

中 国 青 年 选 择 离 患 者 更 近 、离 人 民 更 近 ，以 生 命 赴

使 命 ，用 行 动 书 写 战“ 疫 ”一 代 的 担 当 。据 统 计 ，截 至 2020
年 3 月底，全国 165 万余名团员青年迅速集结、7.4 万余支

青 年 突 击 队 组 建 完 成 ，共 青 团 招 募 应 急 志 愿 者 170 余 万

人 ，支 援 医 疗 救 护、联 防 联 控、应 急 物 资 生 产 运 输 等 最 吃

紧的领域。

在崭新的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将英雄的人民写入新

年贺词，“每个人都了不起！”

尊重科学

直到今天，中国仍在为全球抗疫提供中国智慧，包括实

施精准的社区封控管理、科学开展核酸筛查和病例追踪。在

这场被称为“史诗般救援”的举国行动中，尊重科学成为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秉持的原则。

在抗疫最胶着的时候，中国的病毒学、流行病学、临床

医学等领域专家及时开展疫情形势分析研判，提供疫情防

控策略建议。针对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国先后制订和修订

8 个版本，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

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国借鉴和使用。

在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思路下，科研、临床、防控一线

相互协同，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支撑。用国家卫健委疾病预

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社区卫生首席专家吴浩的话

来说，后来划定封控范围等防控措施，都能从此前的防疫举

措中找到依据。

到 2020 年 6 月 2 日，武汉公布全民核酸检测结果，“没

有发现确诊病例”。这场历时 10 多天、覆盖近千万人的检

测，让曾经处于疫情“暴风眼”的武汉更加自由安全地走进

新的生活。

但从“战时”向“平时”转换并不容易，进入后疫情时代，

整个世界都在面临一场疫情防控的持久战，而中国早已有

所积累。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挥部署，中国实施分区分级精

准施策防控策略，建立从中央到社区各层级的联防联控机

制，坚持分类指导。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复工复产有

序推进，一个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

态化防控机制正在形成。

得益于常态化防控机制保障的中国民众也逐步开始了

解防疫等公共卫生知识，在这场全民参与的病毒阻击战中，

完成了一次全面展示公众科学素质的大考。

如今的中国老百姓，已经习惯进入公共场所时扫码登

记，并熟悉流行病学调查专业人员的调查步骤。大家相信科

学、依靠科学、理解科学，一些在国内局部地区出现的确诊

患者，还会主动申报发病前 14 天内的活动轨迹，配合流调

人员确定传染源与传播途径。

“人人都是防疫者”正逐步成为现实。在吴浩等公卫专

家看来，越来越精准的防控有赖于指挥体系更专业的决策、

各部门更高效的协同与越来越高的民众素质。

普及防护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疫情期间，聚居

在上海浦东新区碧云国际社区的外国人常说“在中国，让我

感到安全”。社区提供的中英文双语版防疫信息、配套的消

毒方案，让这些外籍家庭在此安居乐业。

人民至上

无论是指挥与病毒短兵相接的生命大救援，还是部署

常备不懈的疫情防控，一个朴素的理念始终主导着中国共

产党的判断：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于一切。

在疫情暴发初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成为党中央确

定的首要任务。后来被收治的患者里，年龄最小的出生仅 30个

小时，年纪最大的一位患者 108岁。在武汉，780名新冠肺炎患

儿全部平安出院，80岁以上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 70%，而

确诊住院患者的所有医疗费用全部由医保报销、国家承担。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不计代价、不

讲条件，只为人民。在抗疫的特殊时刻，不同岗位、不同身份

的青年一代开始思考“人民”一词的涵义，在自己的战“疫”

轨迹里体悟“人民二字，重若千钧”。

生于 1997 年的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护士。她瞒着父母，加入广东支援武汉疫情防控医疗

队，成为年龄最小的队员。

在日记里，朱海秀写下自己的害怕与坚定。她无法入

睡，每次一闭眼都是病房里一个个病人的模样，“是心痛，是

怜悯”。这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知道，身为党员要“敢勇

敢，敢奉献”、作为医护要救助病人，但她更清楚：“满腔热

血，投入任务。无论什么身份，我们都是中国人。”

正如钟南山说的：“在这次新冠肺炎防疫的过程中，无论在

医疗还是科学领域，青年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占了百分之六七十

以上。不论是在疫情早期社区层面的群防群控、建立方舱医

院，及时将患者和健康人分开、救助重症病人，还是早期快速

诊断、预测病情、救治手段、疫苗研发等方面，他们都是主力军。”

历史铭记中国，也记住了年轻、自信的战“疫”一代。在

更广阔的未来，这一代接受过疫情淬炼的青年将逆风成长、

接续奋斗，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绝对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