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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物

■记者手记

有幸，走近

“逆行者”

记者：这次支援武汉前线抗疫，除
了医护人员，为什么还会派一支卫健系
统的社区防控“国家队”到一线？

谭振钊：医疗救治要战斗的“敌
人”是看得见的，社区防控的“敌人”
却是未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度更
大。社区防控如果做不好，必然会增
加一线救治的压力。

对传染病进行防控的基本原则
是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隔离
易感人群，医院收治病人是管理传染
源，切断传播途径和隔离易感人群的
工作都在社区。

2 月 6 日，中央指导组防控组首
批派出了14名社区专家和13名疾控
专家驰援武汉，我是其中的社区专家
之一。后期根据一线消杀所需，增派
了7名消杀专家。

记者：社区专家到一线首先要开
展哪些具体工作？

谭振钊：我是 2 月 6 日晚上到达
武汉。我们首批27人，每组2人分别
驻守武汉市 13 个区，我和一名疾控

专家负责江岸区的社区防控工作，我
是这个组的小组长，也是中央指导组
防控组驻武汉社区防控小分队的联
络员。

社区防控，一方面是防疫，一方
面是管控。当时武汉疫情严峻且情
况不明，心里着实没底。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赶紧到一线调研，掌握第一手
情况。

小区封闭管理是我们组最早提
出来的。

走访了江岸区几个社区之后，我
发现了问题：武汉封城了，可小区却
没封，居民随意流动，疫情社区传播
的风险极高。尤其在超市，不管是称
重台还是收银处，人员都很密集。

2 月 9 日，在我们的建议和积极
推动下，江岸区率先发布文件实行小
区封闭管理，2 月 11 日，武汉市政府
发布在全市统一实行小区封闭管理
的文件，2 月 14 日，武汉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住宅
小区一律实行居家封闭管理。

记者：封闭社区是一项影响很广
的决定，你们基于什么判断提出了这个
建议？

谭振钊：这一方面是来自社区专
家的丰富经验。我借调到国家卫健
委后，曾经先后到云南、四川、河南等
地社区调研，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他
的社区专家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经
验丰富的社区防控专家。

另一方面是基于一线走访调
研。通过和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干
部、志愿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座谈等，我们收集了很多信息。
比如小区封控后，居民日常保供怎么
解决？慢性病患者的药物供应怎么
办？在社区和物业人员已经疲惫不
堪的情况下，小区出入卡口 24 小时
值守人力问题怎么解决？

我刚才提到，我还是社区防控小
分队的联络员，每天要负责统计 13
个小组的防控情况并汇总形成日报，
上报中央指导组。这份日报是一份
综合而详尽的武汉社区防控报告，为

中央指导组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
拿出一份方案，不是拍脑袋的决

策，有建议，也要有后续保障措施。
记者：在此之前，我们从没有封城

的管控措施。武汉市民在面对封城之
后又面对小区封闭管控，你们的工作会
不会遇到困难？

谭振钊：刚开始居民不理解。我
身体好好的，为什么不能下楼？我在
一个社区调研时，就遇到一对老夫妻
坚持要出小区，社区工作人员一直在
做工作。我们就过去跟他们讲，这不
是一个小区的事情，是全武汉的事
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讲明政策，
晓之以理，让居民明白你在为他们着
想，为他们做实事，他们还是配合
的。所以我们也逐步加大宣传力度，
告知群众封闭小区的目的和作用，以
及积极回应居民担心的问题并努力
解决。

记者：小区封闭后，一系列问题都
要解决。

谭振钊：居民的日常保供，原来

是每户出一人到超市采购。为了更
好地执行小区封控，我们也建议组织
志愿者帮忙采购分发，后来又建议大
型超市提供配送。社区防控工作的
特点是现场发现问题，能解决马上解
决。一部分解决不了的，我们积极协
调上报，从区级或市级层面提出解决
方案。

比如我们在一线调研时，发现很
多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已经疲惫到极
点。有的社区工作人员，爱人在医院
工作，孩子没人照看，只能交给邻居
照管，一个多月没进过家。还有一名
社区工作人员跟我说，他分管的社区
有一名老人瘫痪多年，子女均不在身
边，疫情期间，是这位工作人员负责
料理老人生活，多次背着老人到医院
看病，老人攥着他的手说，“你比我儿
子还孝顺”。这件事让我眼睛湿了，
社区工作人员非常不容易，确实在舍
小家为大家。

我们综合 13 个小组的情况，发
现这不是个案，于是提出建议，由区
委组织部牵头，靠前指挥，组织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下沉社
区。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谭 振 钊 在 武 汉 坚 守 了
82天。

记者采访时，他还在一家
酒店隔离，问他隔离结束后最
想干什么，他脱口而出，回家
陪孩子玩会儿。

这不禁让记者想起袁雅
冬。采访她时，她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是，先把床单都洗了。

英雄归来。这是他们卸下
重担，做回普通人的一刻。

这些驰援武汉的逆行者，
有“90后”一线护士，有“50
后”医院管理者，有“70后”
院感主力，有“80后”社区专
家。他们，给我们展示了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诸多细节。

他们是普通人，面对未知
也曾担心害怕，面对逝者也曾
伤心流泪，但他们用实际行动
做出了震撼人心的回答——面
对压力选择坚强，面对恐惧选
择无畏，面对担当选择奉献，
面对生死选择逆行。

因为要共同经历生死，他
们尤其看重团队的力量。不管
在金银潭还是雷神山，不管在
方舱还是武汉第七医院，这些
医护工作者，几乎每个人都会
提到“我和我的队友”。来自
不同地方、不同医院、不同岗
位的医护工作者，在一线迅速
凝 结 成 一 个 个 有 力 的 战 斗
团队。

因为不放弃每个患者，他
们说“我行我来”。我省首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选拔的都是副
高以上职称的医生和呼吸、重
症、感染相关科室的专业技术
人员，后期根据一线需要，一
批批心内、血液等专业医护人
员主动请缨，支援治疗有基础
病的新冠肺炎患者。

有人说，这些驰援武汉的
人，用专业和勇气在一线扛住
了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
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
阵地。

如果不是采访谭振钊，我
们可能很难想象，社区防控工
作这么具体而复杂。

高楼林立的社区，千万人
口的武汉，要每天完成每一个
住户的信息登统。要深入社
区、超市，看现场，听意见，从居
民买菜买药到“四类人员”转移
治疗，从社区末端消毒到增加
工作人员，从海量的第一手资
料整理出大量细化的问题，到
形成系统的管理方案……

这次采访，让记者真切感
受到，这个 34 人的社区防控
小分队“国家队”，他们的

“幕后工作”，跟那些医护工作
者一样令人感佩。

回望这次战疫，我们有幸
走近这些普通却又光芒四射的
逆行者。

⑥
■阅读提示

36岁的谭振钊任职于廊坊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2019年借调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
卫生健康司工作。

正是这样的机会，让他以中央指导组防控组驻武汉社区防控小分队的“国家队员”身份，
参与到武汉疫情防控第一线——谭振钊和其他33名社区专家、疾控专家同事们，组成13个社区防控小组，分别驻守
武汉13个区，参与了武汉社区防控阻击战，见证了武汉社区终末端疫情阻断传播的全过程。

在武汉的82天，谭振钊负责的江岸区社区防控小组根据一线调研情况，最先提出小区实行封闭管理的建议，推动
地方组织部门靠前指挥和党政机关干部下沉社区，有效弥补社区人力不足；制定“四类人员”排查快速评估方案，有效推
进“四类人员”应排尽排、应收尽收、应转尽转；前瞻性探索“无疫情”社区创建及有序逐步解封，为武汉解封重启做准备。

比起广受关注的武汉救治一线，谭振钊们的工作也许不为人们熟知，但社区防控这条线，在这次抗疫中不可或
缺，守住这条线，相当于守住了战疫的大后方。

谭振钊谭振钊：：

我在武汉社区的我在武汉社区的8282天天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记者：您提到，对传染病的防控，
社区的主要工作是切断传播途径、隔
离易感人群，这项工作具体是怎么开
展的？

谭振钊：由于新冠病毒传染力
强，前期大量发热有症状的居民没
有有效隔离收治，交叉感染导致病
例猛增。社区防控的一个重点任
务，就是要把确诊的和潜在的患者
找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类
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一般
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如果底数
都不清，谈什么防控？

现在我们在这儿说，感觉很简
单，实际上这个工作难度很大。

一个社区动辄上万人，社区工
作人员多的也就十几名，每天要对

居民测温、排查、统计，你想想，
光这一项的工作量得多大？一线的
社区工作人员经常要工作到凌晨两
三点，累了就在办公室蜷一夜。他
们反映，在我们来之前，病人不断
增加，感觉每天的活儿都干不完，
协调床位、运转病人、处理遗体、
数据统计上报等等，感觉看不到希
望，有时候还不被群众理解。所以
我们只有把底数搞清楚了，才能把
握住工作重心。

记者：你们在“四类人员”排
查工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谭振钊：我们到武汉之前，当
地已经启动了“四类人员”排查和集
中隔离收治。

但根据我们一线的调研，情况还

有待完善。2月14日，我们通过随机
抽样的方式，开展了“四类人员”快速
评估，结果显示，一些疑似患者还没
得到有效收治。据此，我们形成了报
告，上报中央指导组，为中央指导组
科学研判疫情提供了一手资料，推动
了武汉市 2 月 17 日-19 日开展为期
三天的拉网式大排查。

记者：这项排查的目的是要把
“四类人员”全部隔离吗？

谭振钊：是的。这些人员如果有
一个没有得到有效隔离收治，就相当
于有一个可能的传染源没有切断。
紧接着武汉市采取五个“百分之百”
举措：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
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
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

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
24小时封闭管理。

到 2 月 19 日，武汉社区“四类人
员”基本实现全部清零。

记者：在社区工作人员这么紧缺
的情况下，这是怎么实现的？

谭振钊：就拿排查来说，我们利
用街道、社区、网格、楼栋、党员中心
户 5 级防控体系，把每一个社区的

“四类人员”摸排、人员统计、隔离转
运、后期消杀等工作运转起来，并进
一步优化各流程各环节。

消杀专家指导社区进行环境消
杀。此前，当地很多负责消杀的工作
人员缺乏相关知识，消杀存在不科学
的情况，如消毒液配比不合理问题，
浓度过高对人体有害，浓度过低起不

到消毒作用。
我们只有 7名消杀专家，但武汉

有那么多社区，怎样做到精准指导？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采取视频培训
的方式，重点对物业、社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个人防护、小区和隔离点垃
圾分类处置，重点区域消杀、居家隔
离人员涉疫生活垃圾消毒清理、院感
防控等等。

记者：你们不是专业的医护人
员，到一线去，自己不担心吗？

谭振钊：我们出发的时候，只有
口罩，其实心里也很害怕。但社区
工作必须要到一线去走访调研，不
去，就掌握不了一手情况。我 2017
年转业到卫健系统工作，部队有句
口号，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这
场武汉战疫是我人生的一次宝贵
经历。

记者：武汉社区“四类人员”清零
后，社区工作有什么变化？

谭振钊：3月初开始，社区防控工
作重心从“指导”向“督导”转变，要继
续加强社区防控科学指导，同时注重
督促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比如我们开始指导隔离点防控
工作时发现，隔离点三区两通道设置
不合理，容易造成隔离点院内交叉感
染，于是我们就加强对隔离点设置问
题的督导，提出整改要求，并对隔离
点内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我们还强化了对监管场所、养老
院等人员集中场所人员隔离、体温检
测、环境消杀、核酸检测、封控管理等
疫情防控工作的督导，进一步加强集
中场所封闭管理和疫情防控。

记者：这些工作不仅是社区内，还
包括了其他场所，这是一项系统工作
吗？

谭振钊：是的，社区工作包括方
方面面，如民政服务、文体教育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卫生服务、司法
警务等，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是
社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在过去的
调研中，通过了解掌握基层的实际情
况和数据，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制定
一些政策措施。这次调研，我们要了
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中的作
用发挥情况，同时指导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逐步恢复正常诊疗秩序。

疫情造成很多居民生病不敢去
大医院看，那这种情况下，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何时开展正常门诊？怎么
开展？我们提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预检分诊服务，对发热患者及时
转诊到定点医院。根据疫情发展形
势和自身诊疗能力，逐步开放其他门
诊服务，方便常见病和一般病患者就
医就诊。

虽然我们调研显示，这个门诊量
还不足以往的1/4，但是，恢复是有个
过程的，这项措施已经能解决一小部
分居民的日常就医需求了。

记者：4月8日武汉解封，小区也是
同步解封的吗？

谭振钊：不是的，小区解封是逐
步的。早在 2 月底 3 月初，我们就开
始思考、谋划和探索，社区如何有序
解封。相比封闭一刀切，解封其实要
比封闭难度大。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谭振钊：如果小区一下子解封，

居民可能会像泄闸的洪水一样涌出
来，万一又出现确诊患者，后果不堪
设想。这项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在于，早在解封前一个多月，我们就
开始推动无疫情社区创建工作，研究
提出了无疫情小区有条件解禁指导
建议，以无疫情小区作为解封试点，
逐步探索，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考
虑到。

无疫情社区的认定有严格的标

准，比如 14 天内无新增“四类人员”
等。我们考虑的是先逐步解封无疫
情小区，再到无疫情社区和无疫情街
道。通过无疫情小区创建，进一步调
动居民参与联防联控的积极性，以无
疫情小区为试点有条件解封，居民可
以有序分批分时段下楼活动，探索逐
步解封的可能性。

记者：实际效果怎么样？
谭振钊：刚开始还是发现了一些

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个别无疫
情小区有条件解封后，一些居民个人
防护不到位，有扎堆现象，这就提醒
我们，后期的解封必须建立在更严格
管控和更有效预案的基础上。

社区解封的过程非常漫长。武
汉市每隔一段时间会公布一批无疫
情小区名单，随着风险等级逐步降
低，结合解封试点情况，为武汉市下
一步“重启”和常态化防控提供了宝
贵经验。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解封也好，封
闭也好，都是科学体系指导下的社区工
作，这里还包括什么？

谭振钊：随着疫情风险等级降
低，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逐步推进，
社区下沉的党员干部也要回到各自
岗位。我们研究提出了《关于做好武
汉市下一步社区防控工作的建议》，
建议采取多途径充实社区人力资源，
这些建议非常具体，比如我们建议当
地政府招募滞留当地的人员为社区

服务，并发放工资，这样一方面解决
滞留人员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也缓
解社区的人员紧缺。

记者：武汉解封后，你们的工作重
点是什么？

谭振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大
型公共场所，比如机场、车站、超市、
商场等，督导这些场所落实四必要求

（身份必问、信息必录、体温必测、口
罩必戴）。疫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敌
人，解封不代表这个敌人已经被彻底
打败了。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常态化

社区防控，落实“四早”（早发现、早隔
离、早上报、早治疗）措施，外防输出，
内防扩散。

记者：解封那天您在做什么工作？
谭振钊：那天我在江岸区的客运

站检查督导。看到售票大厅有了来
来往往的人，有人买票，有人上车，心
里还是挺触动的。记得我来的时候，
列车上只有零散几个乘客，武汉火车
站也是空荡荡的，那会儿我只带了几
件冬天的厚衣服，结果一直待到了 4
月 27 日，从寒风凛冽忙到了春暖花
开。但我觉得，自己付出这一切都非
常值得。你看，最终，这个城市挺过
来了，我们胜利了。

第一时间建议实行小区封闭管理

推动武汉市为期三天的拉网式大排查

2月底3月初开始探索社区如何有序解封

谭 振 钊
（左二）和基
层医疗机构
工作人员露
天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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