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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4 月 4 日电 （记者姜泓

冰）4 日一早，在上海杨浦区浣纱小区，

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

护人员与当地基层干部、社区志愿者一

起投入核酸筛查工作。“我们 3 月 28 日就

派出核酸采样医疗队支援上海了，这次

还来了 54 人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援

沪方舱医疗队，目前在上海的医护人员

有 306 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的一名医疗队员告诉记者。

4 日凌晨，江苏省多家医院选派约

1900 名核酸采样队员乘大巴开赴上海，

早上 8 点抵达后立即分赴各社区开展核

酸采样。自 3 月 31 日以来，江苏省已累

计派出援沪医疗方舱队、采样队员等达

1.3 万余人。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要

求，目前已有 15 个省份派出 38000 多名

医务人员支援上海。其中，9 个省份派

出 11000 多名医务人员，承担方舱医院

医疗队的任务；4 个省份派出核酸采样

医务人员 23200 多人；12 个省份派出近

4000 人的实验室核酸检测队伍。

上海市 4 日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核酸

检测。为此，国家卫健委从 8 个省份调

派了 108 万管/天的核酸检测力量支援

上海，并协调了上海周边 4 个省份，可承

接 130 万管/天的核酸检测样本。

3 日，军队抽调卫勤力量 2000 余人，

来自陆军、海军、联勤保障部队所属 7 个

医疗单位，抵沪后已迅速开展医疗救治、

核酸检测等工作。

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

乾渝介绍，本次疫情以来，上海陆续启用

后备定点医院，改建一批方舱医院。现

有定点医院、后备定点医院、方舱医院

10 余 家 ，同 时 改 建 了 一 些 大 型 公 共 设

施，努力实现感染者应收尽收。

目前，上海正周密组织开展全员核

酸筛查，抓紧摸清疫情本底，快速将感染

者转运收治到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实

现感染者应收尽收，及时开展流调排查，

追踪管控风险人员，完成日清日结、严防

疫情外泄等任务。上海市政府发言人 4
日表示，向来自全国各地支援上海的逆

行英雄表达由衷的敬意和谢意，“来自兄

弟省份的温暖和深情，上海不会忘记！”

15省份3.8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上海
上海陆续启用后备定点医院，改建一批方舱医院，努力实现感染者应收尽收

“一号楼的居民可以下楼了！”“居民

朋友们，前后左右请保持两米距离，打开

二维码。”

4 月 4 日，上海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

筛查，力求彻底排除风险点、切断传播

链，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尽早实现社

会面“动态清零”的目标。

这是一场大仗，也是一场硬仗。上

海是一座人口规模 2500 多万的超大城

市，本轮筛查要在一天内完成覆盖全市

的核酸采样。

为了这个目标，兄弟省份派出援助医

疗队，披星戴月赶赴上海集结；上海全市

动员，竭尽全力将各项准备工作做实做

细，确保核酸筛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决 战 前 夜 ，各 居（村）委 办 公 室 灯

火通明，事先制定的工作预案“精确到

分钟”。

4 日凌晨，冲锋号吹响——

4 时 30 分，15 辆大巴载着复旦大学

附属浦东医院的 400 多名医护人员，连

同支援团队 1800 人，直奔周边 9 个镇、

700 个点位，承担百万居民的核酸采样

任务；

4 时 50 分，青浦区星尚湾小区物业

大厅，医护物资已彻夜分配完毕。志愿

者们穿上防护服，拉起引导线，放好隔离

墩。当第一缕阳光洒下，赶早的居民已

来排队；

5 时 30 分，天空还泛着鱼肚白，普陀

区长风三村的党员志愿者们已在各自的

岗位就位。这是一个有 2000 多户 4000
多名居民的老式小区，没有装配电梯，志

愿者们挨家挨户通知采样；

6 时，在上海内环内规模最大的社

区之一中远两湾城，18 个核酸采样点位

同时开工，医护人员个个全神贯注；

10 时 30 分，金山区朱泾镇塘园居民

区，集中采样点人流减少，部分医护人员

迅速分装核酸采样用品，与居委会工作

人员、小区志愿者组成一支支 4 人小分

队，开展流动采样；

11 时许，以生产小组为单位分批采

样，现场，一辆辆小三轮车、私家车将老

人、孕妇等接送到采样点，崇明区横沙乡

22900 余人的采样任务全部完成；

14 时，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基本完成

全员核酸采样。“我们街道有 40 个居民

区，一共设置了 130 多个采样点位。我

们得到了各方力量的支持，包括 100 位

来自浙江金华的医疗队员的增援。”真如

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韶春说。

党员志愿者纷纷向社区报到，协助

做好核酸筛查工作。

有老人一时打不开采样二维码，志

愿者赶紧上前帮忙；有老人着急出门忘

了带钥匙，居委干部积极帮忙协调解决。

“爷爷、奶奶，我们来给你们做核酸

采样了，不要紧张……”虹口区组织由青

年医务人员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应急采

样小分队，为辖区内下楼有困难的居民

登门采样。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校招募

200 多名负责维持秩序的志愿者，10 分

钟内就报名完毕。

上海市民全力配合，各处采样现场

温情满满。

“亲爱的孩子，你们埋头苦干，不惧

挑战，是为了换取千姿百态的明天。辛

苦了，保重！”争分夺秒的采样现场，不方

便交谈，黄浦区一位老人给瑞金医院采

样队员送上了写着感谢话语的明信片。

奉贤区奉浦街道一小区内，来自浙

江湖州市长兴县人民医院的采样队员，

在结束任务后准备离开。志愿者们列队

鼓掌相送，表达上海人民的谢意：“辛苦

了！谢谢！”“感谢你们！”

4 日全天，上海全市核酸采样工作

平稳有序。当天 19 时，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

息：在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下，全市顺利

完成了新一轮核酸采样工作，随后还将

有序开展检测、复核、人员转运和相关分

析研判工作。

同心协力，迎难而上，上海正在尽快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坚决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的大仗硬仗。

上海全市新一轮核酸采样工作顺利完成

攻坚克难 同心抗疫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巨云鹏

红日初升，乡间小道伸向稻田尽头。清风

徐来，吹落矮冬青上的雨痕。白鹭舒展身姿，亮

翅于田埂。郊野，春意正浓。

不远处，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港湾村永旺农

机专业合作社 00 后农机手陶哲坐在拖拉机驾

驶室内轻点屏幕。机器尾部，旋耕犁具缓缓下

降，按照设定的马力开始作业。这位大学刚毕

业的年轻人说：“智慧农机让春耕变成了一件令

人愉悦的事。”

耕
自动驾驶，耕作科学高效

套上塑胶靴，陶哲跳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

走出水田。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只剩方向盘兀

自转动，留下笔直的车辙。

几天前，陶哲开着拖拉机，在矩形地块四个

顶点处分别做了定位。拖拉机上方竖立一块可

触摸智能屏，显示出四角的经纬度坐标；机身安

装的无人驾驶系统即刻便根据地块形状生成耕

作路线。

“只要在屏幕上调试好参数，选中地块一键

启动，机器就会自动按照规划的路线耕作土地，

不需其他任何人工操作。”陶哲说。

拖拉机转弯时，犁具抬升，不一会儿，又慢

慢落下。看着记者疑惑的眼神，陶哲笑着介绍，

这是由于机器配备了液电控制技术，调头时自

动提升犁具，保护稻田边缘免受损坏。

顺着陶哲手指的方向望去，小草掩映的石

碑上刻着一行红字：高标准农田。

合作社理事长胡丹告诉记者，过去，田埂把

土地分割成形状不一的零散田块，1 亩水田有

5%的面积是田埂，大型农机作业不便施展，转

弯、后退都是难题。

2015 年，合作社流转的 5000 亩土地入选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田埂被推平、机耕道拓宽，分

水口、过路涵管修葺一新，“小田”变“大田”，农机“活”了起

来，再也不用担心被困在地里。

田中积雨增大了机器的阻力。若是驾驶传统农机，需要

农机手不断调整农具高度和转速，还容易开得弯弯曲曲，难

以平整地面。

“土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胡丹说，地面耕得不深、不平，

灌溉就受到影响，从而降低产量。现在，在导航设备的指引下，

自动驾驶拖拉机沿直线路径行驶，误差精度不超过 2.5厘米。

12 分钟后，面积 3 亩的地块耕作完毕，作业效率比传统

农机提高了近 20%。经过旋耕，成块的土壤被搅成细碎的泥

浆，待地温上升，就能插秧了。

种
智能育秧，质量精准调控

日头开始旺起来。

完成耕作任务，陶哲走向稻田附近的集中育秧大棚。“种

子变成秧苗，要经过浸泡、催芽、育秧三个环节。”

稻种娇贵。水太多会泡烂，水太少会干枯；温度低了不

发芽，温度高了芽烧光。胡丹的父亲胡荣华是种田“老把

式”，“过去一到种子发芽的日子，我晚上得睡在地里，生怕稻

种冻了、渴了。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睡大觉啦。”

原来，合作社添置了两台智能催芽机，每台可放置 200
公斤种子。催芽机装有传感器，控制内部温度和湿度，温湿

度会精确出现在屏幕上。打开开关，桶状的催芽机自动旋

转，使种子均匀受热。一旦监测到种子缺水，催芽机会发出

语音播报，随后进行加水。

经过 24 小时浸泡、12 小时催发，稻种冒出青色的尖尖。

掀开帘子，育秧大棚里热气蒸腾。陶哲把

秧盘在自走式育秧播种机上摞成小山，“秧盘

像个方形‘汉堡包’，包含土壤、有机肥等好几

层。”装土、压沟、撒种、覆土，播种机一气呵成，

秧盘被一排排码在地面。

打开水闸，小吊灯式样的喷滴灌设备开始

喷水。陶哲介绍，一个月后，这些秧苗能长到

约 20 厘米高。把秧盘直接放到全自动插秧机

的苗箱里，10 天就能插完千亩农田，“插秧机

也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只需一人放秧，又快又

省力。”

育秧大棚是个立体空间，怎样利用设施农

业提升空间利用率，胡丹思索已久。最近，武

汉市农业科学院研发出一种旋转式多层苗床，

利用可变速传动装置，在固定工位完成上架、

施肥、巡检，能耗极低。胡丹考察后，马上拍板

决定引进。

“过段时间，多层苗床就可以投用了，空间

利用率能比现在的单层秧盘至少提高 5 倍。”胡

丹说。

管
高效管理，建设无人农场

午后，阳光炙热。

水泥路边，油菜花海金黄灿烂，与波光粼

粼的湖面相映成趣。

要让作物长得好，田间管理至关重要。陶

哲说，合作社有两台农用植保无人机开展大面

积飞防，用于除草、防病害。

展开机臂，调整桨叶。启动遥控，旋翼嗡

鸣 ，无 人 机 腾 空 而 起 ，按 照 规 划 好 的 路 线 飞

行。药水向下喷洒，近百亩油菜地，只用 1 小时

就完成作业。

将植保无人机送入仓库，陶哲回到上午机

耕的稻田边，向专业人员学习使用低空测绘遥感无人机拍摄

地势情况。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顾问刘付碧在手机上创建

任务，“以‘井’字形交叉飞行拍摄，让三维图片更清晰。”无人

机接收指令，图片数据实时传送到手机上。

打开电脑中的智慧农业系统，对采集到的影像与高程数

据展开三维建模，一张地势分析图便呈现在眼前。

“冷色调代表地势低，暖色调代表地势高。绘制一条线

段，系统分析出线段剖面数据，获取高差值。图中看到，经过

无人拖拉机耕作过的地块很平整。”刘付碧说，在智慧农业系

统中，每个地块都有自己的二维码档案，农田中的一切作业

过程都可追溯，便于用数据辅助生产决策。

刘付碧此行的目的，是为合作社建设“无人农场”提供

支持。

以灌溉为例。无人机拍摄的高清底图显示，一条小河穿

行于田间。给农作物浇水时，通过泵阀沿着管道将河水抽到

位置较高的蓄水池，池水无法自流到的地方还需要人工抽水。

春耕期间用水量大，刘付碧认为，这种灌溉方式有些繁

复，应该通过流程优化，设计出一条更便捷的灌溉路径。配合

田地中安装的物联网传感器，当监测到秧苗需要浇水时，系统

发出预警，泵站远程开启，自动控制水位，实现无人化管理。

一旁的陶哲听得认真。除了使用智能农机，陶哲还在计

划学习编程，对智慧农业系统进行部分定制化改造，以满足

不同农事的需要。“我的目标是成为‘农业工程师’。”陶哲雄

心勃勃。

“这就是未来农业的趋势——智能农机与数字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人、机、物、资一体，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刘付碧说。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制图：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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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排排白色箱体浮出地面，位于深港交

界的落马洲河套地区，正由一片荒滩变为生命之

洲。在 2 万多名建设者的日夜奋战下，中央援建

香港的应急医院和方舱医院正快速呈现在世人眼

前。自 3 月 6 日开始大规模施工的应急医院项目

一期，仅用 30 天时间就建成了拥有手术室、CT 室

和负压病房等设施的现代化医院，将于 4 月上旬

率先交付。

“大家每天关注香港的疫情，心里都很着急，

就想早点把医院建起来，就能早点发挥作用。”河

套工地铆工师傅严文宝告诉记者。

在严文宝的微信朋友圈，3 月 3 日这一天写着

“出征，到站”，配图是武汉站与深圳北站。来河套

工地之前，严文宝是中建钢构武汉厂一车间的组

立班长。在工地上，42 岁的他是有近 20 年铆工经

验的老师傅，曾参与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的建设。

“2 月底，公司召集我们这些有经验的铆工师

傅，说了这个援建项目，我就报名过来了。”严文宝

说，“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工期紧、任务重，我们 80
后有我们这个年龄的担当，国家有需要，我们不能

退，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响应国家号召，支援香港抗疫”，是会聚河套

工地建设者们的共同旗帜。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和

方舱医院项目工程由中国建筑旗下中建科工总承

包，中建科工旗下中建钢构等单位主承建，中建各

工程局及专业公司驰援，200 余家单位参与这场

“大会战”，总用工达 18 万余人次，高峰期 1.4 万余

人同步施工。

中建三局的劳务工友许江林和许江红，是一

对来自河南安阳的亲兄弟，担任工地的水电工。

在得知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建设的消息后，两

兄 弟 乘 坐 23 个 小 时 的 火 车 前 来 支 援 河 套 项 目

建设。

河套工地与深圳之间隔着一条深圳河，为实

现项目工程人员、物资设备以最短时间点对点进

出工地和深圳，项目团队仅用 7 天时间就完成临

时钢栈桥搭建，24 岁的新疆小伙买买提艾力·吾

买尔江正是团队中的一员。他去年刚加入中建桥

梁有限公司。“当经理通知说有这个援港项目，我毫不犹豫就报

名了。”买买提艾力·吾买尔江说，过去是内地省市对口支援新

疆，现在他有机会为国家、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很有成

就感。

一般情况下，大规模施工前需具备“三通一平”的基本条

件，即平整场地和水通、电通、排污通。应急医院项目工期紧

张，在水、电、排污基本没有的情况下，率先进场

的建设者们只能先生产后生活，逾万人一度只能

住帐篷、打地铺。中建科工西部大区设计中心经

理郭金池来到工地第四天才洗上脸。

要在 30 天内建设规模如此之大的特殊医院，

没有先例可循，“可以说是职业生涯最大挑战”。

有些困难虽已在郭金池的预计之中，但进场之后

的新问题还是让他很着急。

为了确保尽早完工交付，河套工地 24 小时高

速运转。

“一般的项目是流水作业，做完这个做那个，

我们这个项目是各项工程同时进行，所以统筹协

调的工作量非常大。”郭金池解释，以现场施工的

“说明书”——施工总平面图为例，一项为期两年

的高层建筑项目只需调整五六次，而河套工地的

施工总平面图却几乎天天要调整。

在 这 里 ，为 攻 克 难 题 加 班 加 点 犹 如 家 常 便

饭。来自中建钢构的黄恩是首批抵达河套工地

的先锋队一员，作为测量负责人的他带领仅有

的 2 名测量人员，在 24 小时内完成了 45 万平方

米场地的地貌测绘工作，给后方设计团队奠定

扎实的基础；应急医院项目副总工程师、来自中

建二局的吕梦圆是河套工地唯一的女博士，为

了攻克项目技术难点，她加班加点，伏案工作 30
个小时，从 263 页的地质勘查报告中翻译项目所

需资料……

项 目 一 期 的 医 院 及 附 属 配 套 设 施 箱 体 共

4109 个，需在 30 天内建设完成，工地上平行作业

多、交叉作业多，一线施工人员不仅要吃苦耐劳，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还要主动配合其他工种的

作业。

“ 所 有 涉 及 钢 结 构 的 施 工 几 乎 都 与 铆 工 有

关，我们作业时要考虑、调整的地方就更多。”严

文宝表示，工友们来自五湖四海，原本并不认识，

但沟通起来也很顺畅，有时还会相互帮忙，“我们

大家的想法都很一致，就是齐心协力，让项目尽

快完工”。

郭金池说，高强度的施工节奏和全封闭的环

境，让建设者们的身心面临较大压力，但大家很

清楚这个项目的意义，克服困难，抢抓工期。

“论抢速度干工程，我们中国建筑人是最牛的，为中国建筑

人感到自豪。”休息时，买买提艾力·吾买尔江有时会拿出手机

看新闻，每当看到河套工地施工被媒体报道时，便能开心很

久。他说，像这样的建设速度，之前在书本和电视上都罕见，

“在这里经受的锻炼，将会是我职业生涯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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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线路“关沟段”两侧山花陆续绽放，火车蜿蜒前行在群山花海之中，被网友誉为“开往春天的

列车”。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