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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孔雯瓊

上海報道）28日上午，經過一個禮拜的

新型肺炎治療，在湖北武漢讀書的上海女

孩小金痊癒，走出了隔離病房。據提供治

療的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透露，小金之所

以能快速治癒，除了藥物治療，亦離不開

心理上的支持。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心

境障礙診療專家陳俊，正是此次進駐隔離

病房的精神科醫生之一。

請纓上一線 降壓醫護患

武漢非洲留學生
錄視頻為華加油

隨着新型肺炎疫
情席捲全國，

今年春節期間，上
海市精神衛生中心
的部分精神科醫生
進駐到隔離病房，為
病患和醫護人員提供
心理建設。大年初二（26
日），當多數人還在家裡享受
假日的休閒時光，陳俊就已經
進入位於上海金山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A3病房隔
離區。
陳俊還記得奔赴隔離病房前的路上情形。「穿越
上海城區時，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見了，偶爾幾
個行人，也都是戴着口罩，行色匆匆。」

防護衣難穿脫 笨重似航天服
因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素有上海版「小湯山」之
稱，陳俊一到公共衛生中心就感受到氣氛十分緊
張，但作為精神衛生領域專家，他內心篤定，因為
相信上海醫療同道們的專業水平。陳俊披上「戰
袍」正式踏入前線陣地時頓生感觸，在這樣的工作
環境下要堅持4小時至8小時的工作，使得他體會
到衝在前線的感染科工作人員的不易。
「學習穿脫防護衣半點馬虎不得，穿戴整齊，感

覺自己就像航天員一樣，頭戴帽子，手戴手套，還

有口罩和防護眼鏡，身穿防護服，腳穿防護鞋外加
鞋套，工作起來很笨重、艱苦。」
陳俊今次是主動請纓參加抗擊新冠肺炎的一線救治

工作。面對和新型肺炎的抗爭，他明白，不僅自己要
有信心，更是要將信心傳遞給病患，因為心理支持在
任何疾病的治療過程中都有重要作用，特別是疫情持
續期間，患者需要精神上的減壓。
「有些病人緊張得睡不着覺，有些（在）壓力之

下覺得渾身不舒服。」陳俊說，出現情緒的緊張和
焦慮是正常反應，他的工作就是幫助大家接納和直
面自己的情緒。在進隔離病房當天下午，陳俊就會
診了兩名感到焦慮和緊張的病患。

專家踴躍報名 闢醫護減壓室
據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介紹，25日，當中心收到
上海市衛健委要求在傳染病診療機構提供心理援助
的信息後，一小時內就有7名至8名主治醫師以上
職稱的專家即刻報名。截至當晚11時，全院共計

20餘名專家報名。
值得一提的是，除病患需要心理支持，醫護人員在

面臨巨大壓力下，同樣會產生應激反應。網上曾有視
頻顯示，一名護士因工作緊張而崩潰大哭。陳俊亦考
慮到這方面的需求。在進隔離病房的同天晚上，陳俊
建議中心開闢醫護職工的心靈減壓室，並用微信二維
碼做了宣傳海報供有需要的醫護人員單獨聯繫。

民眾亦需輔導 可撥援助熱線
此外，未感染新型肺炎的普通民眾在此期間亦需

要心理輔導來擺脫恐慌。有感冒病患者家屬表示
「讀大學的孩子僅僅是普通感冒，卻心憂患上新型
肺炎，最後寡言少語。」家屬稱「我擔心的不是她
的身體，而是她的心理健康。」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方面表示，疫情當前，讓人

們保持良好心態、傳遞科學信息和正能量非常重
要，目前上海各區均有心理援助熱線，可在出現心
理嚴重問題時撥打。

上海精神科醫生進駐新型肺炎隔離病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孔雯瓊 上海報道）「病人有時
不一定死於疾病，而是死於恐慌
本身」，昨日，上海醫療救治專
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
張文宏向外界呼籲，面臨新型肺
炎疫情的持續，對病人和醫護人
員的心理干預應該立即跟上。

「真相可打消恐慌」
張文宏表示，「當前網絡上各

種消息滿天飛，治療的病人會恐
懼，就連醫生也會恐懼」，因此
一定要開展對病人和醫生的心理
干預，並且早期就要介入。

對於如何消除恐慌，張文宏稱
恐慌是對真相的不了解，「華山
醫院開通『華山感染』公眾號，
每天提供足夠的信息以及正能
量」。張文宏並稱，科普知識，
加上透明公開的信心，可以打消
內心的恐慌。
為鼓勵人們要理性對待疫

情，張文宏還通過以身作則的
方式來做表率。他說：「我要
求自己也脫掉白大褂，穿上防
護服，進入隔離區查房」。同
時，他決定讓科內的黨員醫生
護士輪班頂上，要求做到每星
期都進隔離病房查房。

專家：心理干預應及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口岸
附近聚集了不少跨境家庭。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許多
在深圳的港人與其他深圳市民一樣，都紛紛呆在家裡，
避免外出帶來感染的風險。
東捷運通集團董事長黃鵬是在深圳從事航空貨運16年

的港商。其太太是湖南人，一家人一直居住在深圳羅湖。
黃鵬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以往過年，

他們一般都在深圳和香港兩地，但更多是在深圳度歲，
與父母和岳父母一起在深圳過年，同時年初三左右更會
與家人往澳門、珠海、中山、佛山等灣區城市遊玩。

自製盆菜 視頻拜年
今年，一家人本來計劃年初二到廣州玩，但受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他們不得不取消有關行程，每
天呆在深圳家裡，甚至親手製作大盆菜等特色美食，看
一些春晚節目。
黃鵬說，自己下廚做的大盆菜比較特別，是海鮮大

盆菜，有螃蟹、龍蝦、鮑魚、花螺、雞、乳豬等，加上
生薑、醬油和醋等調料，家人吃起來津津有味。他坦

言，這在平時是很少做的大盆菜。
在深圳從事科技諮詢業務的港人蔡其南表示，因擔

心疫情影響，一家人除夕、年初一和年初二都在深圳家
裡吃飯，年初三才回到香港家中。
一家人也待在家裡，通過微信視頻與香港親朋好友

一起互相問候新年好，陪兒子看視頻電影，吃吃零食。
媽媽則下廚，做幾個地道香港風味的茄汁豬排、雞蛋仔
等，給一直在深圳生活的孫子品嚐。

港人「宅家」深圳 過年親情不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昨日上午
10時，深圳海吉星物流園的九成商戶已開門營業，其
餘也在準備重開中。據該園行政部經理鄭英鵬介紹，昨
日凌晨，該園蔬菜來貨量超過4,300噸，相比往年同期
增幅為200%。
「主要的供貨來自雲南、海南、山東以及廣東本地

等非疫區主產地，整體供應場地的話沒有受到太大的影
響，所以供應是十分正常。」
價格方面，鄭英鵬介紹，因為是春節期間，會有小

幅度的上漲，主要原因來自於春節期間的人工採摘成
本，以及工資成本上漲，導致價格上漲。但隨着近兩日
的整體來貨量提升以及經營數量的增加後，整體的價格
會比較快速回落到正常的水平。
而在深圳沃爾瑪、萬佳等超市，蔬菜攤上的瓜果蔬

菜種類豐富，菜心、白菜、芹菜等蔬菜也大幅增加了供
應量，有不少市民在選購蔬菜，現場工作人員也忙着分
揀、稱重、包裝、打標。工作人員表示，超市已經加大
了採購量，每天都會進兩車貨，前幾天的「瘋搶」場面
已經有明顯好轉，不過部分葉菜的價格仍居高不下。

大型商超10倍供貨
據悉，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已聯合沃爾瑪、家樂

福、盒馬鮮生、天虹等9間大型商超的302家門店，增

加農產品進貨量，並按照春節供貨量的10倍進行供
應，以應對市民近期消費需求。
為保障春節期間物流供應及超市正常運行，各大物

流公司、商超已召集相關人員提前返崗，同時發動深圳
市萬名食藥安全志願者到附近超市，協助門店相關工
作，保障商超的正常運行。

深圳農產供貨足 或緩解蔬菜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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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有 一 句 俗
諺 ——「 河 流 應
獨 自 前 行 而 曲
折」。在長江穿

過的湖北武漢，儘管處於「封
城」狀態，但來自剛果民主共和
國、在華中師範大學學習的留學
生帕特並不慌張。

居漢八載 自歎幸運
已在武漢度過第八個春節的帕

特說：「疫情無國界，但中國能
創造奇跡。」

即將博士畢業的帕特和媽媽今
年一起在武漢過春節。身為學校
「洋雷鋒」義工團隊的第二任隊
長，研究語言文學的他不知道什
麼是「新型冠狀病毒」。 然而，
他仍記得伊波拉（內地稱埃博
拉）病毒在自己家鄉留下的陰
影。

帕特一聽聞武漢要「封城」的
消息，便馬上採購了食品。不
過，接踵而至的一個個捷報令他

很快放心下來。「中國政府很快
公佈了生病的人的數據，他們還
迅速新建新醫院，全國各個地方
都派出了醫療援助團隊，全世界
也準備隨時支援中國 。」

減少不必要的外出後，他照
常看文獻、寫論文，和媽媽交
流的時間也變多了。倒是老家
的親朋好友替他們捏把汗。
「我們非洲也是極其重視家庭
的，許多人在電視上看到這個
消息都十分緊張，但我告訴他
們中國政府處理得十分果斷，
不用特別擔心。」

帕特來華八年，參與過不少義
工活動。他說，能夠在中國求學
本身就是一種幸運，「我獲得中
國政府獎學金才能不斷深造，因
此我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別
人。」 在人心惶惶之時，帕特第
一時間錄製了短視頻，背景音樂
唱的是「我為你流淚，也為你自
豪」，帕特大聲說「中國加油，
武漢加油」。「學校裡留守的外
國留學生都相互鼓勵。武漢別

怕，我們一定會勝利。」

「點讚」軍醫 盼能逛街
隨着疫情爆發新聞不斷刷屏，

他也每天一一記錄下許多細節。
軍醫馳援，他在微信裡寫道：
「中國軍人偉大，中國是一個了
不起的國家」。眼見越來越多外
省醫療隊支援，他說：「如果我
是一個醫學生，我也會做一個逆
行者。」

他說，相信中國政府、醫生和
市民都是用愛來抵抗疫情，中國
一定能創造奇跡。

帕特說，等疫情被消滅，他想
暢快地呼吸，好好重新逛一逛
「第二家鄉」武漢的大街小巷。
他還用中文寫了一首詩，名為
《溫暖的春節》——今年我們度
過最難忘的春節，大家都回到兒
時的家。家鄉一點都沒變，在我
們的心目中，她永遠都是完美
的。家鄉就是我們所有人的夢中
天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武漢封城武漢封城，，帕特在市內帕特在市內
戴起口罩過年戴起口罩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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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穿戴防護衣正式踏入病房。 受訪者供圖

■陳俊
受訪者供圖

■深圳商超蔬菜供應充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黃鵬（右一）與其父母、太太等人在家聚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是陳俊等精神科醫生提供心理輔導的上海防疫第一線。圖為該中心。 網上圖片

■■帕特參與帕特參與
過不少義工過不少義工
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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