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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走到位于鄞州区疾控中心
的鄞州区病毒重点实验室门口，一
种紧张的气氛就扑面而来。

这里目前承担了鄞州区部分
疑似病例样本检测工作。从某种
程度上说，实验室里的检验人员是
距离新型冠状病毒最近的人。

口罩、防护服、鞋套、手套、护
目镜……在实验室的洁净区，戎江
瑞和陆璐全副武装。这比穿衣服
可难多了，特别是戴手套，得互相
帮忙，才能将手套严丝合缝地卡在
防护服外。

“像我们全副武装进实验室一
个多小时，就会感觉挺难受的。”戎
江瑞一边戴护目镜一边说。

此时，装有样本的转运箱已经
静静地躺在传递舱里。样本是根
据国家高致病性病源微生物送样
要求进行包装的，因此风险可控。

进入负压实验室后，陆璐将
传递舱的门从内侧打开，取出转
运箱。

经过十多天的并肩奋战，戎江
瑞和陆璐配合十分默契。一个负
责核对样品信息，一个及时给转运

箱及相关设备消毒。
目前送到实验室的样本多是

“咽拭子”样本。戎江瑞解释：简
单来说，新型冠状病毒只有在到
达肺泡后才能够进行复制，因此
越接近肺的样本，检测效果越好，
准确度越高。

样本检测的第一步是提取核
酸。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忙碌后，上
午送来检验的11个样本提取完毕。

接下来，陆璐还要配置核酸
检测反应体系。简单来说，做完
这一步，病毒已经被“杀死”，留
下的是下一步确定病毒“身份”
所需的核酸。

在对反应体系进行观察后，陆
璐又将它们放进仪器“疯狂旋转”。

紧接着，这些反应体系被送
往另一间实验室进行核酸扩增
反应检测。而这一步相当于对
新型冠状病毒三个靶标，简单来
说就是对能够确认其“身份”的

“指纹”进行检测。
待反应结束后，检验人员将

根据规程判断检测结果，并按照
规程上报检测结果。

离病毒最近的人

天天和病毒打交道，只为找到它的“指纹”
1月31日中午12点多，鄞州区疾控中心检验科的戎江瑞和

陆璐刚刚结束手头的工作。错过饭点，在过去十多天里，对他们
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不同于冲在“战疫”一线、直接和病患打交道的医护人员，他
们的战斗却是“闷声不响”；他们天天和病毒打交道，目的就是为
了找到病毒的“指纹”，确认“身份”。

大伙儿眼下最关心的“确诊病例”的发布，其中很重要的一
道程序就来自他们细致、严谨、精准的检验。

检验人员相互帮忙检验人员相互帮忙，，做好做好防护措施防护措施。。记者记者 刘波刘波 摄摄

他们的“战斗”是从1月20日
打响的。那天晚上10点40分左
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样
本被送到实验室。检验人员立马
被召回。经过约4个小时的检测
后，最终被确认为核酸阳性。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从最初的一天检测14-15个

样本，到现在一天检测25-30个
样本，包括戎江瑞这个科长在内，
4名检验人员分成2组，已经“高速
运转”长达十多天。

每一批样本检测差不多要花
4个小时，加班到次日凌晨一两
点，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1986年出生的陆璐是江苏无
锡人。作为唯一家在外地的，她是

检验科的“团宠”，每年都能回家过
年。本来今年也不例外，她早早就
抢好了大年廿九回家的高铁票。

1月20日那天晚上被召回后，
陆璐就知道可能没法回家过年
了。“最初我只跟父母说因为工作
需要回不去，没敢提‘疫情’两字，
就怕他们担心。他们也是在疫情
爆发后，才知道我在干什么，打电
话来一直叮嘱我要保护好自己。”

持续在高压状态下工作，对检
验人员的身体是个不小的考验。
最近这段时间，不少同事看到戎江
瑞，都说他“肉眼可见”地瘦了。

可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倒，检
验及时才能保障后续治疗和防
控。”戎江瑞说。 记者 石承承

“我们不能倒”

发这条朋友圈的是鄞州区钟公
庙街道金家漕社区社工洪科威，今年
刚到而立之年。妻子陈菲在都市森
林社区上班，同样是一名社工。

两人在工作中相识相爱，2017
年步入婚姻殿堂，现在儿子已经2周
岁了。这个特别的春节，小夫妻忙得
不可开交，儿子只能由住在鄞江的老
人帮忙照看。

他们从1月27日开始回到社区
工作，这几天就没有歇过，更没机会
见到儿子。

平日里，儿子都带在身边，晚上
就是他们的亲子时光。但这几天，洪
科威夫妻都不在家，儿子时常会冷不
丁问奶奶：“爸爸妈妈怎么不回来了？”

当天18点左右，夫妻俩和儿子
视频聊天，这是一天中一家人最欢乐
的时候。

“爸爸！妈妈！”一打开视频，儿
子就想要扑进母亲的怀抱，小嘴叫得
特别甜。

“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啊？”
“爸爸妈妈在工作呢。宝宝乖，

和奶奶住几天。”
“什么时候来接我呀？”儿子不依

不饶。
儿子的问题，把他们难住了。夫

妻俩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
“等打败了怪兽，爸爸妈妈就回

家了！”洪科威这样和儿子开玩笑。他
打心眼里希望，那一天来得快一些。

社工夫妻这样告诉“留守”孩子：

“等打败了怪兽，
爸爸妈妈就回家了”

1 月 31 日 18 点
18分，记者在朋友圈
看到这样一条动态：
“碰到双职工家庭都
要忙，孩子就只能成
留守儿童了，多方会
谈很成功。”

这张照片，看着
让人鼻酸。

画面里是父亲、
母亲和孩子在视频聊
天，三个人，三个不同
的背景。很多人在朋
友圈留言：“一线社
工，辛苦了！”

“戴好口罩，当心点！”每天早晨，
夫妻俩就在这句暖心的提醒中告别，
奔赴一线。来不及说太多，同是一线
社工，他们感同身受。

大年初一，刚好是陈菲值班，当
天她就陪同辖区的医护人员去一线
走访。出门前，洪科威特意追出来嘱
咐了一句：“一定要做好防护！”

当时，一线缺乏专业的医疗设备，
陈菲戴着一次性医用口罩就出门了。

“有新闻报道说，病毒可能通过
眼睛结膜传染，一线医护人员需要佩
戴防护镜。那天她出门的时候，我有
些担心。想给她买一副护目镜，可跑
遍了周边的商店和医院都没找到。”
洪科威说。

陈菲好不容易在社区找到一副
游泳镜，戴着就出了门。没想到意外
发生了，在一线走访时，游泳镜突然
爆了。

回来的时候，怕丈夫担心，陈菲
压根儿不敢提及。几天后，两人无意
间说起这件事，结果陈菲不小心说漏
了嘴。

打那以后，每次出门，洪科威总
是再三叮嘱。“去一线，防护要做好，
自己注意点！”虽然有时候语气重了

点，但她知道，都是满满的心疼。
两个社区相距不远，但夫妻俩在

工作期间没有任何交集。洪科威经
常挨家挨户在辖区排查，陈菲主要负
责宣传，同样需要跟着工作人员到一
线走访。

大年初五，两人在社区值夜班，
需要从当天16点45分值班到次日8
点30分。

夫妻俩在社区办公室值班各忙
各的。

“肚子有点饿，约个夜宵？”
“来，泡面，干一碗！”
这是夫妻俩仅有的互动时间，

22点左右，两人各自泡了一碗面当
夜宵，又继续忙乎了。

作为社区基层工作者，洪科威和
陈菲并不像投入一线的医护人员那
样有着轰轰烈烈的事迹，他们不过是
日复一日做着看似普通的工作，但他
们和所有医护人员一样，都有一颗火
热的心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在基层工作近7年，洪科威把这
当成了一份事业。“现在，谁都知道疫
情危险，但任务下来的时候，顾不了
这么多了，再危险都要冲上去。”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高秀慧

“来，泡面，干一碗！”

“爸爸妈妈怎么不回家？”

洪科威夫妻和儿子在视频聊天。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