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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奥密克戎突袭天津。1 月 8 日，天津市津南区

首现 20 例阳性感染者，9 日，该区又增 20 例阳性

感染者。这个被公认“跑得很快”又“藏得很深”的

病毒直至被发现时，已经在社区传播了至少三代。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伯礼表示，这次天津疫情是奥密克戎变

异株首次在我国内地发生本土社区传播，这意味

着，天津打响了中国奥密克戎防控第一场大规模

正面遭遇战。

全员核酸，力争 48 小时内摸清
疫情风险底数

奥密克戎毒株之所以备受关注，原因在于其

传染速度快、隐匿性强。它携有大量基因突变，仅

在其表面刺突蛋白上的变异就有 30 多处，新冠病

毒就是通过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感染

人体的。

事实上，天津是内地首个报告发现奥密克戎

境外输入病例的城市。12 月 13 日，天津市疾控中

心报告 12 月 9 日在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

者中发现奥密克戎感染者，属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变异株（B.1.1.529 进化分支），但此次通报的病例

为入境闭环管控人员，未引发本土疫情。

张伯礼认为，天津市疫情防控体系是严格高

效的，市民防控意识较强，在这种情况下疫情能隐

匿传播，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特性不无关系。奥

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多表现为无症状或轻症感

染，患者就医主动性不足，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

这也是当前防控的难点。

1 月 8 日 突 发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后 ，这 座 有 140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迅速有序行动起来。天津市委

市政府表示，坚决把全市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摆在第一位。在疫情出现的区域，迅即展开了

一系列封控管控工作，目的就是要在最短时间内

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尽快扑灭疫情。

与此同时，流调溯源分秒必争地推进，1 月 8
日 24 时，天津市疾控中心完成 8 日新增两例本土

病例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其均属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1 进化分支），但与天津市

之前已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序

列，不能确认为同一传播链。

尚未发现源头，天津市防控指挥部向广大市

民群众发出倡导：“非必要不离津”。因为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传播速度、隐匿性、穿透力都不同以往，8
日晚、9 日凌晨，天津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

员核酸筛查，争取用 48 个小时时间，全面摸清疫

情风险底数，消除病毒传播的潜在风险。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毒 株 感 染 有 明
显低龄化趋势”

颇受关注的是，从截至目前天津公布的 40 名

本土阳性感染者的流调情况看，“中招者”大多来

自托管班、在校学生及其家长。此外，一些封控区

居民也被陆续检出，其中占比最多的是 5 岁至 15
岁的儿童青少年，人数达到 24 人。

此轮疫情最初发现的两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分别出现在天津市津南区两个不同的乡镇，前者

是辛庄镇一托管班的工作人员，后者是咸水沽镇

咸 水 沽 第 七 小 学 一 名 10 岁 学 生 。随 后 疾 控 工 作

人员围绕这两例患者分别排查密接和次密接人

员 ，被 感 染 的 学 生 分 别 来 自 当 地 至 少 三 所 中 小

学校。

张伯礼分析，“从天津目前疫情排查情况发

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有明显低龄化趋势。”

他提醒，儿童青少年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主动

就医意识不强，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应高度

关注。

为了 有 效 防 范 疫 情 传 播 风 险 ，天 津 市 已 宣

布 从 9 日 起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开 展 全 员 核 酸 检 测 。8
日起，已暂停全市所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学科

类 及 非 学 科 类）、职 业 培 训 机 构 、成 人 培 训 机

构、托管服务机构任何形式的线下培训服务、托

管服务。

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数九隆冬、天寒地冻。这几日，天津平均气温

均在零摄氏度以下，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11 摄

氏度。但在疫情暴发的封控区、管控区，在全市各

个核酸检测点，尽是温暖的画面。

很多年轻人自发加入了社区的志愿者队伍。

家住津南区盈翠名苑的一名高校女教师听说社区

招募党员当志愿者，毫不犹豫地报名了。8 日晚，她

负责小区里 20 户居民核酸检测的通知工作及核实

工作，也就是说，挨家挨户敲门喊大家做核酸，等全

都结束了再挨家核实有没有遗漏。检测从傍晚 7 点

多开始，直到第二天两点半她才交完表格回家。那

个寒冷的冬夜，她身边聚起不少热心人，有的人只

说一句话，“我听安排，让干啥就干啥！”

8 日一早，津南区欣达西里菜鸟驿站的快递小

哥王家庆送快递时进入了涉疫小区，等他放下快递

转身想离去时，小区因为出现确诊病例被封控，所

有人不能离开。被困的王家庆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长

队做完核酸检测并收到阴性报告后，主动申请当起

了社区防疫志愿者。“我送物资轻车熟路，也会跟老百

姓打交道。”他对社区工作人员这样介绍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每天从早上 7点工作到晚上 8
点，穿着绿色的防护服，每家每户通知大家去测核酸，

传递生活用品，中午就坐在楼梯上吃盒饭。因为没地方

住，他每天睡在自己的车里，晚上太冷的时候会到菜鸟

驿站躺一会儿。但他不怕吃苦，他笑着对记者说，“自己

买的衣服，都不如这身免费的防护服穿得帅！”

在河北工业大学，大部分学生已经提前放假回

家。还有一批冬奥会志愿者留在学校参加培训，疫情

暴发后，这些年轻人从冬奥会志愿者立刻转变为抗

疫志愿者。听到号召，短短的一分钟，82 名冬奥志愿

者挺身而出。在校内、在核酸检测点，他们在凛冽寒

风中长时间坚守，这群志愿者身上的热情与奉献，仿

佛冬日暖阳。这些年轻人在请战书上印下一个个鲜

红的手印，这是他们战胜疫情的坚定决心和担当。

农历腊八这一天，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全市父老

乡亲发出问候：有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顽

强拼搏，有父老乡亲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温情坚

守，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全员核酸检测筛查的硬

仗，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天津：和奥密克戎毒株打一场正面遭遇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手术一时爽，修复难上天。一次因冲动进行

的低价且不专业的（医美整形）手术，后面可能 10
年都在漫漫维权路上，并且可能要花几十倍、上百

倍的钱去修复。”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整

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石蕾曾在她的微博账号上直言

不讳地这样说。石蕾坦言，她现在做的近一半的手

术，都是为医美整形失败的患者进行修复。

在众多整形修复的患者里，李洋（化名）让石

蕾印象最为深刻。“烂脸”对于李洋来说，是一种写

实描述而不是夸张的修辞。石蕾第一次见到李洋

时，她的额头连着半个头顶都已经没有了皮肤，红

色的皮下组织直接裸露在外面，大约有一个巴掌

大小。

李洋仅仅是注射了某种材料——一种微创操

作。当李洋找到石蕾时，石蕾发现“超声核磁的分

辨率都不足以定位她面部广泛分布的小剂量材

料。”也就是说，李洋的脸上弥散着注射进去的材

料，而材料是什么，李洋自己并不知道，医生更是

无从知晓。

石蕾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相对于割双眼

皮、隆鼻等传统整形项目，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的

是包括注射某种材料在内的非传统整形项目，比

如水光针、肉毒素、玻尿酸、胶原蛋白等注射都属

于这一类。此外，还有声、光、电类项目，比如超声

刀、激光、热玛吉等。

注射类整形项目，因为属于微创操作，所以给

大众造成了一种“不会有什么风险”的错觉，而事

实并非如此。石蕾说，曾经风行一时的奥美定，学

名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一种无色透明类似果冻状

的液态物质，“据说损害了几十万名中国女性的身

体，而且真实的数据，可能比这个还要多。”

2006 年，因疑似不良事件和患者投诉，奥美

定被国家药监局叫停，当年《新京报》报道：“全国

到目前注射奥美定的消费者有多少并无精确统

计，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乔群教授曾保守

估计，至少有 30 万人”。

奥美定被称作人造脂肪，可以用来填充身体

的多个部位，被不少女性用来隆胸。该材料注射进

身体之后，会游走于身体各处，损害身体的神经系

统和器官组织，有女性在用奥美定隆胸后乳房坏

死，不得不将其切除。

除了注射类整形项目存在风险，其他整形手

术也都有风险。2021 年 5 月，杭州一名女子因做吸

脂填充手术而不幸离世的消息一度引爆网络。

医美整形 失 败 后 的 维 权 也 较 多 见 ，2016 年

至 2020 年 ，北 京 朝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的 医 疗 美

容纠纷案，占同期医疗纠纷案件数比例从 10.8%
上升至 27.0%。

不断曝光的负面消息并没能打击求美者的积

极性。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预测，

2022 年中国整形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0 亿元。据艾

瑞咨询发布的《2020 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

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19 年，中国医

疗美容市场规模达到 1769 亿元。这个规模还是当

年增速降低至 22%的结果。

不 开 刀 的 医 美 也 有 很 大 风 险 ，
“修复难上天”

中国医美整形行业的迅速扩张背后存在着诸

多问题，找石蕾做修复的患者在不断增多。李洋找

到石蕾时，几乎是哭着求她做修复，因为“烂脸”严

重，且精神状态不稳定，李洋已经被多位医生拒

诊。石蕾用了近一年时间、4 次手术才为李洋做好

修复。

因为部分皮肤已经溃烂缺失，石蕾为李洋的

头皮埋置了像气球一样的扩张器，把皮肤撑大，以

补足缺失的部分。经过修复，“她至少可以比较正

常地融入人群，走在路上，不会被看作一个怪物”。

在石蕾看来，李洋是幸运的，至少她融入了正

常生活，而有一些患者因为注射不明材料甚至会

失明、偏瘫，“所以说，不开刀的医美也一样有很大

风险，不是到美容院做个脸那么简单，大家其实是

把医美的风险看得太轻了。”石蕾说。

《白皮书》显示，目前医美市场上流通的针剂

正品率仅为 33.3%，即每 3 支针剂当中，就有两支

是水货、假货等非法针剂。已经被国家明令禁止 7
年的奥美定，现在依然披着玻尿酸的外衣混迹于

医美整形市场。

网友米米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注射奥美定之

后的惨痛经历。她在额头、卧蚕、山根、鼻梁、鼻头

和下巴注射过奥美定。结果鼻头发生了皮肤破溃，

米米又不得不去做奥美定取出手术，但是由于奥

美定已经广泛渗入组织中，还把米米的一根血管

彻底堵死，所以最后只能把一些“肉和组织一起挖

出来，整个皮下就空掉了”。后来，米米又做了 3 次

鼻部整形，包括在鼻头垫了一块自体肋骨，鼻头上

依然有一处无法消除的凹痕。

如果把所有整形失败的人比喻成一座冰山，

那么露在水面上可以被看见的一角，是因整形而

去世以及被曝光的极端案例，而水面下的主体部

分是众多像李洋、米米这样的人，整形虽然没有危

及她们的生命，但她们同样是不规范、甚至是不合

法整形操作的受害者。

被熟人给坑了

石蕾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接诊的修复

患者中，有很多是因为熟人介绍而去做医美整形，

李洋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李洋在医疗器械行业

工作，经同事介绍买了某种材料后，就和同事在家

相互注射，“根本不知道注射了什么，一些未知的

材料会被商家用各种噱头包装，无法分辨它的真

实成分。”石蕾说。

糕糕是医美整形行业的从业者，她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有很多专业水平比较差的整形机

构，对外推广时会夸大整形后的效果，比如广告里

很少有整形者的前后对比图，而是直接宣传整形

后的“网红脸”。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为了赚取提

成，不断介绍熟人来整形。

糕糕说，对于普通人，如果自己在医美整形方

面需要从无到有做功课、查资料、选机构，比较费

事费力，但是如果有熟人帮介绍，再加上机构看起

来让人心动的宣传，很多人就经不住诱惑了。“如

果需要你自己去做功课的话，还可能会看到整形

失败的案例，然而如果只听熟人介绍的话，就只会

看到成功的案例。”糕糕说。

北京朝阳区法院经办的医美整形案件的详细

数据进一步说明，不少求美者在不正规、不合法的

整形机构里成了待宰的羔羊。这些案件中，机构存

在过错情形的占 96.9%，操作不当的约占 90.8%，

涉及欺诈、虚假宣传的占 72.1%，涉及医师或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无相应资质的约占 61.9%（同一案

件可能主张多项过错情形）。

针对医美整形机构的夸大甚至是虚假广告行

为，2021 年 6 月，国家卫健委联合 7 个部门联合出

台的《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明确要求：“依法规范医疗

美容服务信息和医疗广告行为，严厉打击虚假医

疗美容类广告、信息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医美整形本质上是一种医疗行为

《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医疗美容活动涉及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依法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才能开展执业活动。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具备法定条件，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不得违法采购、使用医疗美容类药品和医疗器械，

不得发布医疗广告或变相发布广告。”

“医美整形本质上是一种医疗行为。”石蕾说。

所有涉及老百姓生命健康的医疗行为都存在风

险，为了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医生会进行漫长的

学习、训练，最后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

石蕾表示，合格的整形医生必须取得执业医

师证明，考取下来平均需要 5-8 年的时间，其中要

经过正规大学的系统学习和多年的实习，考取执

业医师证明后还要经过至少两年以上的积累才能

够独立操作医美整形项目。

2018 年，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和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医疗风险管控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医美“地

下黑针”白皮书》指出，我国医美行业的合规执业者

大约只有 1.7 万名，而非法执业者数量却超过 15 万

名。这些非法执业者中不乏只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周

培训的美容师、美甲师、美发师等，他们穿上白大褂，

摇身一变成为“整形医生”。

现实是，很多消费者并没有把医美整形看成一

种医疗行为。石蕾说，有的人觉得和去饭店吃顿饭一

样轻松。像李洋这种在家往自己脸上注射材料的人

不在少数，不少网络博主在小红书、抖音等网络平台

上分享自己在家打水光针的经历，并告诉网友，整个

过程轻松、简单。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找石蕾做修复手术的患者，绝大部分都不是第

一次做修复。糕糕说，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整形机构承

诺做了不满意可以重新做，然而第一次做不好的话，

后面其实也很难做好。

对于想要进行医美整形的求美者，石蕾建议，要

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机构，找有相关资质的医生。此

外，还需要认真做功课，不能仅凭一些宣传广告就

做出选择，尽量避免“手术一时爽，修复难上天”的

悲剧。

医美整形如何避免“手术一时爽，修复难上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稳健医疗口罩生产车间的所有

工人都没想到，2020 年的春节，他们

将在工作岗位上度过。当时大家忙

了一年，就盼着春节回家团聚，可是

突然接到了紧急生产任务。

“现在情况特殊，特别是（武汉）

医院情况比较严重，急需大量口罩、

防护服。如果不做一些库存，不能保

障市场供应，肯定会有大麻烦。这个时

候我们不冲在前面谁在前面？”稳健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全没

想到，听了他的话，全体员工没有一个

人请假，工厂24小时运转，在物资紧缺

疫情最紧急的时刻，抗疫防护用品支

援到各地。在熔喷布价格暴涨的时候，

稳健做到了防护用品不涨价。

后来，稳健收到了来自中央和

地方政府，以及医疗机构的 20 多封

感谢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

物资保障组称赞稳健是当之无愧的

抗击疫情“军工厂”，为打赢武汉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重要

贡献。2020 年 9 月，稳健医疗（黄冈）

有限公司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

一年后，做客中国青年报社温

暖一平方直播间，回忆起这段经历

时，李建全依然感慨：“作为这个行

业的领头羊，我们不带头谁带头？我

真 的 非 常 感 激 稳 健 医 疗 的 所 有 员

工，他们非常了不起。”

“利 他 精 神”源 于 母
亲的人情味儿

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援助之手，

这种“利他精神”在少年李建全的心

里就已埋下了种子。

20 世纪 60 年代，很多人的温饱

难以满足，李建全也经常挨饿。对于

他们一家来说，有得吃就是一件幸

福的事了，母亲却总把仅有的食物

送给讨饭的人，自己饿肚子。

当时，母亲的做法让李建全大

为不解。后来，他才发觉，母亲的人

情味儿、宁可苦了自己也要帮助别

人才是真正的伟大。“所以（在创办

企业时）我宁愿放弃高速发展的机

会，也要把品牌做好，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在‘非典’、汶

川大地震，包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稳健始终走在前

面，为抗疫、救援提供物质支持。”

2020 年春节将至时，稳健发现口罩等防护产品售卖

得特别快，本来能保障供应到 2 月底的库存，在 1 月就全

部售完。稳健还发现医院里不少医生有疑似感冒的症状。

李建全敏锐地察觉到情况不对，觉得必须多做一些

库存保证市场供应，因此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社会需要时我们出手，需要我们‘卖命’时，我们

总是挺身而出，不讲任何条件，不讲价钱，不讲利益，这样

才能把企业做好。”李建全说。

严把质量关，甩掉“垃圾”的帽子

在李建全看来，“利他精神”的另一种体现是把好质

量关。为此，他曾两次冒险——砸掉“铁饭碗”、下海经商，

自己开工厂。

1978 年，李建全从湖北省外贸学校毕业，被分配到

湖北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当外销员。

当时，我国企业做国际贸易要通过外贸公司。李建全

就成了中国第一批做外贸出口的人。

随着一些大企业慢慢有了进出口权，李建全发觉自己

的工作势必越来越困难，而且贸易公司很难管控产品的质

量，交出去的货物经常遭到投诉，有外国人说“中国产品是

rubbish（垃圾）”，这些言语深深刺痛了他，也激发了他的民

族情结，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

“改革开放了，特区会不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产品质

量会不会好一点？”带着这样的期待，李建全抛掉“铁饭碗”，

辞职来到珠海，又辗转到深圳，创办了现在的稳健公司，生

产医用敷料，包括做手术的一次性材料和感控防护材料。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甩掉 rubbish（垃圾）的帽子。”为

了目标，李建全再次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工厂，自己

供应原材料。“只有自己说了算，才能严把质量关。所以，

我们才能在 10 年间超过很多公司，成为小小领域的 No.1
（第一名）。我始终觉得思路决定出路，如果只想着赚钱，

可能也不会有稳健的今天。”

李建全总结了经营企业的三句箴言：质量优先于利

润，品牌优先于速度，社会价值优先于企业价值。“一个企

业要想做得强大，首先是质量。没有好的质量绝对成就不

了一个品牌；当质量和利润发生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放弃

利润，坚持品质；当企业发展的速度与品牌发生矛盾的时

候，往往不能再去追求速度了。”他说。

让棉制品成为“新国潮”

从生产医用敷料、棉签、口罩等产品，到相继推出全

棉时代、津梁生活，稳健的发展都离不开“棉”。

李建全认为，棉能够为人们的全生活场景提供健康

舒适的解决方案。比如，如果常年卧床的老年人使用纯棉

的床单被罩，躺在床上会感觉更舒服透气，不容易让皮肤

溃烂。加一些抗菌消毒的成分在纯棉的床上用品、衣物

里，长期卧床老人的褥疮好得更快。还有很多婴儿用品、

越来越多年轻人使用的棉柔巾都是纯棉的。“棉制品满足

了人们对于健康、美丽生活方式的需求。”李建全说。

李建全对棉非常着迷，他曾多次去新疆考察棉花生

长环境，看到棉花的种植让戈壁、干旱盐碱地重新焕发生

机，极为震撼。他形容棉是一种“正能量的纤维”，“棉花是

一朵阻止地球流浪的花”。

他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2011 年，新疆棉花的种植

量 为 550 万 吨 左 右 ，这 些 棉 花 在 生 长 过 程 中 能 吸 收 约

3750 万 吨 的 二 氧 化 碳 ，相 当 于 减 少 了 我 国 0.3%的 碳 排

放。“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而这只是从棉花种植的角度

去测算，棉花做肥料也可以减排，这有利于我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目标。”

李建全介绍，现在市面上 70%的衣物、用品都是化学

纤维制成的，棉、麻、毛、丝 4 种天然材料只占 30%。“化学

纤维是从石油中提炼出的，会造成大量碳排放，给环境带

来极大压力，这是不可持续的。在研究棉的几十年中，我

发现棉的透气性、舒适性、保暖性以及健康性都是一流

的。棉花摘下来就可以直接纺纱织布，废弃的棉制品埋在

地下就成了肥料，没有任何污染。”

他相信，随着科学家对棉的种子技术和基因技术研

究的发展，未来，棉制品将兼具更多性能优势，更为消费

者喜欢，更能促进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更能推动绿色消

费模式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李建全

：在利他精神指引下稳健前行

1 月 9 日，天津大学师生核酸检测现场。 天津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