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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刘昶荣

2022年年底疫情防控转段

后，一则“浙江省将为 60 岁以

上老年人发放‘防疫包’”的新

闻上了热搜。

杭州市西湖区一户居民，

在消息发布 2 天后，收到了街

道上门送给老人的口罩、手消

品。3 天后，这户居民又收到了

退烧药。虽然只是一板药，没有

外包装，但附上了一张小纸片，

写着药物名称和服用方式。这

让发愁找不到退烧药的百姓感

到安心。

据了解，浙江省各地老年

人“防疫包”发放，基本按时完

成。切实满足老年人基本用药

需求，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这项紧急又庞大的惠民工

程，由浙江省主要领导亲自部

署。2022年 12月 28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市县迅速行动，并建立专

项工作群，动态掌握可能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并每日收集和通报

各市“防疫包”发放进展。

在药物紧缺的时候，如何

打通多方渠道，保障物资供应？

首先是向上争取资源。浙江省

经信厅第一时间致函国家工信

部，3天内（2022年 12月 28-31
日）共从省外紧急调入 420 万

片布洛芬片、480 万片对乙酰

氨基酚片，连夜投放到各设区

市，有力缓解省内紧缺品种供

应问题。

其次是省内统筹调配。地方政府履行主体

责任，动用各类应急储备，优先保障老年人“防

疫包”发放。省经信厅全力推动省内重点企业生

产保供工作，3天内累计调配口罩 185.8万只、

感冒退烧药品 90.1万盒等，配发至各地市。

三是向外合力调拨。组织省内外优秀数

智化供应链平台，协同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畅

通“防疫包”保供通道。其间，一家健康平台向

丽水市配送 26万盒连花清瘟胶囊、两万盒对

乙酰氨基酚等物资；另一家健康平台向舟山

市调配 100万片布洛芬片。

有了药物和物资，如何在较短时间内高

效发放到基层，其中需要很多创新做法，各地

充分发动商会、社团、企业等渠道优势，启用

本地储备的同时，主动对接省内外相关物资，

并落实专车在药厂等候，确保出库后能以最

快速度送达；落实专班及时跟踪运输信息，到

货后边入库边出库，实现即到即分即发。

分布在全省各地的 8.5万支村社小分队，

汇集了小区党员、业委会成员、居民志愿者等

各类力量 72万人，是完成这次分发的主要力

量。按照先农村后城镇，先高龄（80岁以上）后

低龄（60岁以上），先合并有基础性疾病人群

后无基础性疾病人群，有序高效完成“防疫包”

发放工作。因为物资都是“即到即发”，一个防

疫包可能需要上门两三次才能完成分发。

包括杭州市在内的个别地方为解决退烧

药“供不应求”问题，优先保障感染者的药物需

求，由各社区卫生室统一发放，为所有有需求的

发热患者免费赠药；此外，有需求的感染者也可

通过“杭州抗疫健康驿站”服务平台或社区（村）

健康服务专员申请免费领取相关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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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以下
简称“浙大儿院”）里有 100张床位“枕戈待

旦”，这些床位可以随时转换为重症床位，

而且相关监护设备也已完全按照标准配套

好。2022年 12月中下旬，我国新冠感染者数

量迅速增加，接诊医院面临巨大压力。12月20
日到 29日，浙大儿院发热门诊人流远超历史

极值，单日门诊量最多时超 1.5万人次。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

伟发表署名文章中说：新冠应急常态化防

控向“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过渡转段工作

中，公立医院发挥了中坚作用，有效抵御了

疫情高峰每天 1 万例重症患者增量的冲

击，转段期间近 80万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

治，峰值期间我国单日在院阳性重症患者

12.8万，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

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决定性胜利。

据浙江省相关部门介绍，2022年 12月
7日，新冠防控措施优化后，当地全力救治

新冠病毒感染者，切实做到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没有出现医疗资源挤兑情况。今年 1
月 27日起，我国新冠疫情进入零星散发的

低水平流行阶段，作为全国累计感染率最

低的 4 个省份之一，浙江有力实现尽量延

峰、有效削峰、平稳渡峰。

打有准备之仗

在最艰难的转段期间，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蔡洪流一直戴着蓝牙耳机，

方便随时接电话。

“老人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很快就可

以回家过年了。”有一次，蔡洪流刚把病情

好转的 94岁高龄重症肺炎患者转到普通病

房，蓝牙耳机就传来：“蔡主任，13床抢救！”

在争分夺秒的重症监护病房，“住的都

是病情最危重的患者，靠着各种仪器设备、

药物维持着生命。他们大多数年纪比较大

且有合并基础疾病。有些患者病情变化很

快，可能早上病情还算稳定，中午就需要抢

救。”蔡洪流说。

为了做好新冠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

浙大一院提前统筹、调配全院资源，扩充了

300 多张重症床位。重症投入增援力量近

400 人，同时全院储备重症救治人员 2000
余人。除了床位，医院还扩充了重症救治力

量。通过整合内科、外科、麻醉科等科室人

员力量，医院建立混合编组工作模式，建立

多支重症救治梯队，并利用智慧监护系统

等提高工作效率。

“早在（2022 年）11 月下旬，（浙江）省

卫健委就委托我们给全省 11 个地市的医

疗机构开展重症救治骨干团队培训。”蔡洪

流表示，浙大一院也是浙江省最早启动对

非重症科室医务人员进行重症基本理论与

实践培训的医疗机构，400 多位青年骨干

提前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培训，以便于快速

投入到迎接重症高峰的战疫中。事实证明，

该举措让实战从容了很多。

浙大儿院也提早做好了准备。2022年
12月 9日，医院组织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统筹安排包括重症救治在内的相关工作。

其中，重症床位从 62张扩充到了 76张。

浙大儿院儿科重症监护中心主任张晨

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了加强对新

冠患者的诊治，医院还组织了多次理论培训

和提升抢救能力的培训，并制订了应急处理

预案，购置监护和重症抢救设备，组建了以

两位副院长为组长的新冠病毒感染重症会

诊小组，并建立会诊机制。

医院“三峰”叠加

张晨美救治的新冠患儿中，12 岁的

魏童让他印象深刻。1月 4日，魏童被送

到浙大儿院，经急诊心超检查，初步诊

断为暴发性心肌炎，收住儿科重症监护

病房。

张晨美回忆说：“小男孩刚送来时神

志不清，四肢冰冷，持续高热，新冠病毒

检测阳性。通过人工呼吸机辅助通气、肾

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改善心功能和循环

等常规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启用体外

膜肺氧合 （ECMO） 进行治疗。”

彼时，整个浙大儿院正在经历住院患

者收治高峰、重症患者收治高峰、医务人

员感染高峰的三重困难。干了 30 多年重

症救治工作的张晨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

况——一边，危重病人源源不断地收治进

来；另一边，医护人员因为感染新冠成批

倒下。张晨美也没能幸免，他发烧当天还

在出门诊，坚持到后来整个人都在发抖，

全身酸痛，一量体温已经 39.5摄氏度，不

得不回家“休息”两天。

但是病房里的病人还得继续抢救，在

家“休息”的张晨美，躺在床上依然在不

停地打电话协调病房值班的事情。有些医

务人员高热不退、体力不支，倒下了；发

热程度低的医务人员轻伤不下火线，一边

吃着退烧药一边继续值班工作。

就这样，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重症

患儿的身边也一直有医务人员值班救治。

最终，像魏童这样已经被多次下病危通知

书的孩子，也被医务人员从“死神”手里

给抢了回来。

魏童转出重症监护病房的那天，他的

父亲等在门口。孩子的病床被推出重症监

护病房后，父亲追着病床看了孩子几眼

后，又跑着返回病房门口，对着一名医务

人员一边不停地鞠躬，一边嘴里说着：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在当时的重症患者中，孩子所占比例

较少，更多的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包括

浙大一院在内的多家综合医院承担了大量

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

浙大一院在救治重症患者过程中，由

院领导牵头，每日召开全院重症病例多学

科会诊，一人一策优化救治方案，严格按

照国家要求开展死亡病例讨论，统一诊断

标准；心血管、神经、中医、药学等学科

联合进驻重症病区，提前干预，降低多器

官并发症的发生率，积极治疗基础疾病，

降低病死率；以全院资深专家为核心组建

省级专家组，开展全省巡诊、远程及现场

救治指导，兜住全省重症救治底线。

有储备不用慌

当高峰过去之后，医院该如何做到

“平战结合”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据了

解，转段之前，浙江省便开始给曾经的新

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发了专项补贴，浙大

儿院里，100张预留给重症救治的床位正

是这项补贴的结果。据张晨美介绍，浙大

儿院还有专门的预留病房，如果再有疫

情，这个病房也可以迅速启用为重症救治

病房。

除了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外，还有

一些其他医院也收到了这份专项补贴。绍

兴市中医院并不是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

院，但是在新冠疫情中，充分发挥中医

药优势，组建由中医内科、呼吸内科、

重症监护室中医师组成的中医专家组，

专家组成员联合查房，以国家版方案为

基础，结合“绍派”伤寒救治经验，辨

证论治，实现一人一策一方，有效阻断

或减缓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向重症、危重

症发展。转段期间，该院危急重症救治成

功率达 92%。

绍兴市中医院副院长李国华向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补贴之后，该院

的重症床位从之前的 16 张扩充到了 26
张，新增加的 10 张床位和浙大儿院的

100 张床位一样，属于“储备资源”，平

时是普通床位，需要时可以迅速转换为

重症床位。

据了解，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共“储

备”了近 5000 张重症床位。张晨美表

示，如果以后再面临重症患者增多的情

况，这些“储备”的救治资源会让他们的

救治工作变得更加有序、从容。

（为了保护患者隐私，魏童为化名）

因为有备，救治生命才能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刘昶荣

如果将疫情比作一场战役，医院为

代表的卫健系统是前方作战的“战

士”，经信部门则是负责“粮草”（物资

保障） 的后勤枢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2022 年年

底，为保证新冠疫情平稳转段时的各种

工作，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从各个岗

位上抽调人员组成了工作专班。当年

12 月，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浙

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决策，一个月实现药

品和防疫物资生产翻一番，而实际上，

完成这个任务只用了十几天。

回忆起那段时期，有专班成员感慨

“企业才是最可爱的，我们只是做了协

调和服务”。

更重要的“生产能力储备”

如何做到如此高效？浙江省经信

厅有关负责人介绍，除了政府和企业

齐心协力，还借助了数字化改革的一

项成果——应急医疗物资直通车应用，

每天快速进行监测，精准统计原料、生

产、销售数据，“缺什么一清二楚”，从

而对生产组织进行精准统筹。每一个数

据背后，都是一群努力的人。

应急储备体系分为三块，包括实物

储备、流通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公众对

生产能力储备相对陌生，但实际上，这是

一种更重要的应急储备。

采访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

一份企业名单，这就是生产能力储备。一

旦政府有需要，这份名单上的企业，能在

最短时间内启动生产——当然，这往往

还需要解决原料、工人、能源、交通等各

种难题。有的企业临时调整生产，还涉及

一些必须进行的审批。而经信部门的这

个专班，除了下达需求，还要为企业做好

服务，解决各种难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协调各政府部门进行审批。

比如退烧药，是非常便宜的药物，有

些名单内的企业有生产资质，但日常并

不生产；有的企业，具备生产条件但没有

资质，这时就需要尽快完成各项审批。

简化手续，尽快审批。看起来只是简

单的几个字，但涉及药品生产，丝毫不

能放松要求，这对政府部门是一个考

验。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审批进程快速

推进。比如一家制氧企业在短时间内获

得了 130吨产能项目的审批，而常规审

批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无法满足疫情时

期的紧急需求。因为审批及时，这个项

目解决了温州、台州的用氧问题。

“合规”是浙江省有关部门一直强调

的，但同时也要保证在特殊情况下，一些

需求和问题能够解决。比如常规情况下，

交通高峰时段不允许运输危化品的车辆

上路，更不能在夜间 12点到早上 6点之

间上高速公路。在浙江有一个制度安排，

遇到特殊情况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比如，当时浙江省舟山市医用氧气

“告急”，海岛交通有特殊性，进出依靠轮

船。轮船不像汽车可以随时开行，只能早上

6 点开船。而医用氧气半夜还在另一个地

市生产，有两三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转运过

程。半夜走高速公路运输医用氧气不符合

要求。紧急时刻，依照“一事一议，特事特

办”的规定进行审批，这些救命的氧气及时

运送到位。

有一次，杭州市某三甲医院用氧只能坚

持到早上 6点，而供氧企业在衢州，企业的运

力不足以支撑激增的用氧需求。政府部门协

调运力，最后氧气在凌晨 4点运到医院。据了

解，疫情期间，浙江没有出现因为用不上氧

气而耽误医院救治的情况。

临时调整生产线，生产政府急需的物

资，对很多企业来说，并非“划算买卖”。因

为药物都有限价，不能乱涨价；另一方面，

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员工也面临严重减

员，用工短缺。

一家浙江大型制药企业，平时生产利

润更高的药品，在去年 12 月，把所有产能

都用上，生产布洛芬。在浙江金华，一家有

快克生产资质的企业，把其他生产线停下，

全部改为生产快克，后来得知需要儿童用

快克，再次调整——尽管生产儿童用快克，

企业的产能要减少一半。

浙江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多数

企业在紧急关头，“不讲经济效益，只讲人

道精神”。

做服务要“沉在企业里”

产能的释放，主体是企业，政府是提供

保障、解困。

为了做好服务，浙江省经信厅有个“驻

企服务员”制度，直接把人派到企业，加上

市、县一级也有驻企服务员，组成一个小班

子，合力为企业解决困难。

在浙江安吉，某生产抗原的企业，员工

减员一半以上，招不到工人，安吉县政府组

织机关干部直接去企业帮忙。还为企业协

调用电、用水，保证企业能顺利生产。

一家氧气供应企业，面对去年年底临

时激增的大量需求，需要增补储存氧气的

钢瓶。一个钢瓶的使用期限长达几十年，实

际使用可能只是很短的时间，临时采购意

味着企业要增加大量投入。政府紧急协调，

为企业申请了一笔购置补助。

宁波一家生产呼吸机面罩的企业，需

要开模。他们日常使用的一家供应商在外

省，无法按照限定的日期生产。政府通过协

调，在台州找到一家有资质的企业，满足了

企业需求。

呼吸机和“四千精神”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呼吸机和血氧

仪一度成为抢手物资。当时浙江全省呼

吸机的缺口较小，浙江省疫情防控办有

关人士介绍，这得益于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的果断决策和相关部门的精准调

研。2022 年 11 月下旬，浙江省抢先部署

订购呼吸机，成为快速完成 ICU 扩容的

重要保障。

根据排查，浙江没有呼吸机生产企

业。许多呼吸机厂家的负责人，赶往位于

杭州滨江的一家公司，求购涡轮。

如果把呼吸机比作一台汽车，涡轮就

是它的发动机。呼吸机能运转多久，稳定

性有多高，动力有多足，全看涡轮的性能

和质量。

杭州这家公司生产的医用呼吸机涡轮

产品，已经完全替代了进口涡轮。 2022
年 12 月初开始，公司院用呼吸机涡轮订

单量相当于日常的 5倍。

然而，呼吸机缺口还是成为一个巨大

的难题。浙江省经信厅负责人，听说国内

一家主要呼吸机企业董事长有事到了浙

江，立即想办法约见，主动上门拜访。了

解到企业有困难后，协助这家外省企业解

决了难题，因此感动了该企业，给浙江解

决了 100台呼吸机。

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万山水，想尽

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浙江人的“四

千精神”，在这场生产大战中，也得到了

充分体现。

疫情中，他们保障了畅快“呼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蒋雨彤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

晓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国三年抗击

新冠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回顾三年新

冠疫情，特别是 2022年 12月 7日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下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后，对于大

部分人来说，几片退烧药能解燃眉之急。

“几年疫情防控经验的积累，我们已预

感到优化防控措施后市场可能会产生波

动，但无法精准预判哪类商品会紧缺，所以

提前加强监控。”浙江省金华市市场监管局

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分局局长胡

进忠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第一起退烧药投诉举报过来后，我们就盯

着这类药品的市场销售情况了。”

当时，优化防控政策出台 4天后，金华

市市场上的布洛芬就被抢购一空，医药公

司来不及补货。有少部分药店、药品批发

企业发现了购药难的情况，趁机涨价。

当时，根据金华市磐安县市场监管

局的调查结果，当地一家连锁药店捆绑

销售退烧药。该药店于 2022 年 12 月 18
日以 9 元/盒的价格购进 5600 盒布洛芬

胶囊（欣敢迪，0.2g*12粒），以 20.9元/盒
的价格购进 3600 盒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仁和可立克，10粒每盒）。第二天，该药

店便在电商平台上捆绑销售套装，每套

装含一盒布洛芬胶囊（欣敢迪，0.2g*12
粒）加两盒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仁和可立

克，10粒每盒），拼单价每套 129.0元、单

买价每套 130.0元。

经群众举报，两天后，磐安县市场监

管局就对其立案调查。2023 年 1 月 19
日，磐安县市场监管局责令该公司改正，

没收上述捆绑销售的所有违法所得

8904.3元，并罚款 26712.9元。

经统计，2023年 1月至 2月底，金华

市共办理有关价格投诉举报件 3035件，

包括未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等

价格违法行为 182起，虚假宣传、仿冒混

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2442起。

胡进忠表示，优化防控措施后的早

期，执法人员坚持“打头打早严打”的原

则，严厉查处了不法商家，及时曝光典型

案例，利用对市场小范围的依法打击，形

成了大范围的有效震慑，对稳市场秩序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除了打击不法商家外，金华市市场

监管部门还通过“发告诫书、讲好政策，

做好引导工作”的形式盯住药店，从而稳

住市场。

因为在短时间内无法提高药品供应

的情况下，盯住药店变得十分必要。如何

盯药店？胡进忠回忆，当时，各大药店基

本上都被市场监管所人员纳入网格化管

理范围，市场监管局人员 24 小时值班，

白天全员上街到各药店巡察，耐心劝导

经销商稳住市场价格，不可伺机涨价。

经过大量的政策宣讲引导，多家药店

主动送药，按身份证，每人每天可以领两颗

退烧药。还有的药店把一板退烧药，剪成

3-4份，每份 2-4颗进行销售。后来这些做

法被推广到了更多药店，让有限的药品惠

及更广大群众。

浙江省有 7家生产“解热镇痛”类药品

的企业，其中 4家在金华市，均保持了 24小
时生产，全力保障复方氨酚烷胺胶囊（快

克）、布洛芬颗粒等药品的生产供应。

胡进忠说，打通药品保供的“大动脉”、

更畅通“微循环”，大大缓解了防控措施优

化后防疫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

除了稳住市场之外，浙江省还通过“智

慧流动医院”巡回诊疗车等方式保障百姓

用药问题。

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竹口镇黄坛

村，一辆“智慧流动医院”巡回诊疗车开设

“流动发热门诊”，为山区百姓提供开药、问

诊服务。

68岁的村民季春明发烧了，本打算自

己在家“忍一忍、熬一熬”。巡回诊疗车来

了，季春明顺利地看了病，拿了药。“家里没

药，心里很慌。医生进村来给我们看病，一

下子就放心多了，真的很感谢他们。”

据了解，为了顺利应对防控措施优化

后群众看病用药需求，丽水市 46 辆“流动

发热门诊”行驶 9.38万公里，覆盖 758个未

设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累计出车 1132 次，

出诊医生 1859名，诊疗人次 15517人次，开

具处方 12393张，提供中医服务 5520人次，

慢病随访 6450人次，实现日均 20辆车在巡

回提供发热诊疗服务。

浙江的药品保障工作是我国当时的一

个缩影。2月 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

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

副司长周健在发布会上介绍，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密切跟踪各地疫

情发展形势和达峰时间，强化供需对接，按

需求紧迫程度合理确定医疗物资调拨数量

和供应节奏。

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发布 1700余个中药

协定处方，服务群众超 2700万人次；开展全

国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供专项行

动，有效遏制价格大幅上涨等问题；充分发

挥中央医药企业主力军作用，强化重点医

疗物资调配流通，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周健表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

物资保障组圆满完成了医疗物资生产保供

任务，有力支撑我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决

定性胜利。

小药片 大保障

张晨美（左二）在和医院领导交流重症患儿的救治情况。 受访者供图

金华市市场监管人员正在检查药店的销售记录。工作人员会核对每条销售记录对应的销售单据，以确认

该销售单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受访者供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监护室医护人员全力治疗

新冠患者，青年医护冲在一线坚守岗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