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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有这么一群人，他

们不是医护人员、不是警察，却纷纷走出家门，

融入社区，参加防控阻击战；他们发挥所长，尽

己之力，坚守在前沿和后方，他们的爱心点滴汇

聚 成 战 疫 一 线 的 星 光 。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名

字：志愿者。

“红马甲”成社区“编外主
力军”

小区封闭管理，数千名居民生活需求如何保

障？社区工作人员心有余而力不足，39 名志愿者

披上“红马甲”，成为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职中社区

编外主力军。

上阵父子兵，志愿者谢四清是私营企业主，儿

子谢达在北京工作，因封城滞留在家。2 月初，父

子二人申请加入社区志愿队。谢达负责社区志愿

者团队组织，谢四清则负责城辖区明雅园小区 103

户、256人的“健康码”维护和采购服务。

3 月 2 日，为满足居民对中央储备冻肉个性化

需求，谢达和志愿者祝维到中百超市现场拍照，发

至网格群供居民选购下单。目前，职中社区第 11

网格订购的 352斤冻廋肉已配送到位。

每天回到家，父子俩总会交流服务心得，谢四

清让谢达编辑“健康码”统计表格“小程序”，转发到

朋友圈、同学群和球友群，提高工作效率。

“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快乐感十足！”志愿者

朱学兵看着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朱俊，每天跑上跑

下为江南总督府居民送药送菜，倍感欣慰，“全家总

动员，我的工作就是把小区大门守好”。

3 月 5 日，杨家湾还建小区志愿者任伟、李碧

臣、杨军和葛洪，开私家车拖回 7000 多元团购物

资。其中，葛洪还是一名高中生，年轻腿脚好，负责

为 13户独居老人挨家挨户送物资。“小区 4栋楼，居

民 352人，采购物资统计收款、下单、分拣配送都是

他们挑大梁。”社区网格员李华竖起大拇指。

他们志愿为医护人员子
女线上辅导
“感谢华工学生！”3 月 4 日，广州，一位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医生把自己的感谢之情写在防护服

背后。

原来，这位医生因在医院隔离病区工作，已有

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回家。随着开学临近，他最为担

心的是如何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我们推出线上

辅导志愿服务后，有两位志愿者为这位医生的孩子

进行线上辅导，现已辅导了 10 多天。”华南理工大

学医学院辅导员司璇说。

这是华南理工大学发起的“远程支援一线医护

人员”的爱心辅导行动，由该校团委组织的学生志

愿者团队，为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义务辅导课程，

解决“白衣战士”们的后顾之忧。

韩晨曦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大三学生，自 2 月 9

日以来，她开始担任二年级学生小兵的“线上老

师”。“线上辅导有时要反复讲上二三次，才能把一

个问题讲清楚。”虽然她做过家教，但线上辅导还是

第一次，挑战不小。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活动，刚开始有些

手忙脚乱，但一直在努力。”活动参与人之一幸旭

说，“对于志愿者来说，只是利用空闲时间贡献一份

微薄力量，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能在学习的时

候得到及时帮助。这样一想，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有

斗志了。”

截至目前，华南理工大学报名的志愿者已近

600位，已对广州、重庆等地区 168名学生开启线上

的“一对一”爱心公益教学。

他志愿自掏腰包运送捐
赠物资

在湖北各个城市之间，有很多志愿者的货车穿

梭，免费运送救灾物资。其中，207 辆是河南人张

涛组织的。2018 年，他在武汉成立美慧快运有限

公司。

今年春节，张涛已回河南老家过年，可当他从

新闻上看到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运送不进去时，立

刻做了决定。大年初一，他毅然返回武汉，召集 47

位工作兄弟，组建爱心车队，为湖北免费运送捐赠

的医疗物资。

大年初三，160 辆货车和司机全部到达武汉。

顶峰时期，加入志愿运输队伍的300多辆车，不分昼

夜地穿梭在湖北省的一个个城市之中。而这些车辆

的花费都是张涛自掏腰包。一个月来，他已经花掉

18 万余元，存款也快掏空了。“油费花费大，转运物

资高峰期，车队一天光油费就要六七千元。”张涛说。

此时，有人善意劝他“一定得根据自己情况量

力而行”；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傻子”，一腔“孤勇”上

战场；甚至有人直接诋毁他：一边声称免费做公益,

一边又说自己倒贴钱,希望有人捐些油卡。对于这

些，张涛却说:“疫情不散、我们不走。”目前，仍有

207辆车一直坚守在湖北。

“傻子”逆行引发爱心接力，越来越多的人以实

际行动支持他。3 月 2 日,职业司机加油平台“团

油”捐助 5000 多升柴油；其他一些爱心人士，也加

入到运送物资队伍中；更有不少人给他发微信：二

维码发上来,我愿意捐自己小小心意,共同为湖北

加油……

夜 越 深 星 光 越 亮
——学雷锋日看志愿者服务在“疫”线

吴 言 本报记者 叶 青 刘志伟
乔 地

今年的学雷锋纪念日，正值万众一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更好地继续前行。轰轰

烈烈的战疫事迹，是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疫情来袭，数以万计的医疗医护人员争先恐

后从全国各地奔赴一线，不叫苦，不喊累，承受巨

大风险默默奉献；无数基层群众行动起来，构筑

起强有力的人民防控网；数不清的志愿者悄悄赶

赴最危险的地方，用行动践行着助人为乐、为人

民服务的人生信条，他们身上都有雷锋精神的熠

熠光辉。

雷锋精神的实质与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而这种先

进性，正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中国

梦的信心所在。

英雄的内涵在疫情中有了新的提升。面对大

灾大疫，怀有必胜之心、不畏艰险就是英雄，有名

的、无名的都是英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国

的无往不胜和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就是一个全民英

雄的新时代。做一个像雷锋一样的平凡英雄，已经

成为国人的精神共识。

在全国，我们有一盘棋的集体意识、公而忘私

的做事准则，在抗疫一线，我们有奋不顾身、牺牲自

我拯救生命的斗志，在科研战场，我们有锲而不舍、

吃苦为先出成果的钉子精神，何愁抗疫不胜。

战疫事迹闪耀雷锋精神

张景阳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把

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

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

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

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

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

消费得到回补。

疫情防控期间，大家蜗居

在家，能不出去就不出去，能不

买的就不买，能少买的就少买，

社会消费确实有较大的影响。

但，凡事危中有机，东边不亮西

边亮。传统消费黯淡的同时，

新型消费却“风景这边独好”。

疫情期间，消费从线下转移到

线上，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登上

消费舞台，网上购物、网上办

公、网上教育、网上娱乐等广受

追捧，出现爆发式增长。

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不能

方便地去菜市场、超市，但买菜

做饭是刚需。一些超市与线上

平台开展合作，开通了线上订

购、实现“无接触配送”服务。

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不

能串门，不能面对面聊天，但

交流娱乐是刚需。这么多人

在家里，就催生了“宅经济”，

比如，手游、直播、网购等。

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不

能去学校上课，学习也是刚

需。现在全国多地学校利用

云技术，开通网络课堂，被广

泛运用到学校。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行业

在受到直接冲击之后，主动求

新求变，为行业注入新的元

素，从危机中逐渐找到了新的

生存之道；一些企业根据市场

需求，主动开发探索，催生了

一批新的消费行业，从危机中开辟了新的消费蓝海。

习惯成自然，疫情防控结束后，一些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

领域就会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成为大家生活必需品之一。面对

这些新的需求，企业必须顺势而为，主动适应各种新业态新模式，

主动拥抱新型消费、升级消费，线下和线上联动，线上企业和线下

企业协作，推动潜在社会消费的释放。另外，还要对 90后、00后

等群体的消费理念和需求进行研究，挖掘更多消费潜力。

“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

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危机的背后就是

契机。非典之后，电子商务开始迅速崛起，引领了中国消费的走

向。如今，又到了一个特殊的关口，蕴藏着新的机遇，因此要主

动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

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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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梁
孝鹏）复工复产以来，有“中国针织名城”

“中国童装名城”之称的山东省青岛市即墨

区在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精准

性地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原材料采购、金

融支持、降低费用、稳岗招聘、运输物流、点

对点联络等开工达产相关的惠企和稳企服

务工作，帮助企业提高产能，扩大出货量，

推动既定订单按时完成，保持经济运行平

稳有序。截至 3月 4日，即墨区规模以上纺

织服装企业复工率达 100%。

图为 3月 5日在青岛贵华针织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里，缝纫工人在生产童装产
品。 梁孝鹏摄

赶制订单
拓展市场

科技日报沈阳 3 月 5 日电 （记者郝晓明）5

日，是雷锋纪念日。当天，辽宁省科技厅直属机

关团委联合东北科技大市场，组织青年技术骨干

参加以“传承雷锋精神 科技服务企业生产”为主

题的科技服务企业生产活动，把党的政策和服务

送到企业手中，为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生产提

供科技支撑。

日 前 ，辽 宁 省 科 技 厅 向 全 省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下发了《关于全力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序推进在孵企业复工复产的

通知》，希望全省科技工作者全面落实辽宁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要求，毫不松懈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各机构

在孵企业复工复产。

活动期间，辽宁省科技厅牵头东北科技大市

场，依托“一网络平台互通、三地分市场互动、百

家分中心互联”等协同联动优势，为复工企业提

供免费技术援助、生产线技术排障和应急保障

等科技服务，解决企业在生产中面临的资源短

缺以及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设备、电子信息维

护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为入驻企业送去防疫物

资和科技服务的同时，将组织开展技术成果对

接和政策信息推送，打通企业技术援助服务通

道，将党委政府对科技企业的关心和支持送到

生产一线。

辽宁：践行雷锋精神 送科技服务到生产一线

“3 日国家第七版诊疗方案发布，血清抗体检

测已被纳入确诊证据，我们的研究能够上市第一时

间就用于一线诊断，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重庆医

科大学校长黄爱龙教授高兴地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作为重庆市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重点应急攻关

研究项目之一，重庆医科大学牵头联合博奥赛斯

（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 IgM/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已于 3 月 1 日通过国家药品

监管局应急审批，获准上市，成为我国首个获批上

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这是产

学研携手抗疫的一次成功合作。

面对一线需要 紧急攻关
抗体检测

据了解，截至2月26日，该抗体试剂盒已在重庆、

湖北累计完成13532例样本测试，其中1362例新冠确

诊病例，结果显示 IgM 灵敏度为 93.7%，特异性为

99.4%；IgG灵敏度为89.6%，特异性为99.2%。目前，

该试剂盒已经实现量产，已经储备100万人份的量。

为何会纳入抗体检测，和核酸检测有何不同？

项目负责人、重庆医科大学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黄爱龙教授说，新冠病

毒检测主要有核酸检测、抗体检测等方法。病毒入侵

人体后，人体免疫系统中的效应B细胞会分泌产生与

病原微生物结合的免疫球蛋白，即“抗体”。无论是正

在被病毒感染的患者，还是曾经感染过病毒、现已治

愈的人，在体内都可以检测到抗体。抗体检测可独立

或与核酸检测相互印证，减少错诊、漏诊。且具有采

样安全、检测快速、高通量、低成本等优势。

疫情暴发后，重庆医科大学研究团队在第一时

间开展论证并启动了试剂盒研发工作。针对当时

抗体检测试剂盒还是空缺，结合自身优势确定应急

攻关方向为——基于化学发光的新型冠状病毒

IgM/IgG抗体免疫检测试剂盒。

争分夺秒全力以赴 5天
找到抗原

黄爱龙教授说：“疫情紧急，人命关天！这

次 我 们 和 合 作 方 都 是 争 分 夺 秒 、不 讲 成 本 、不

说困难，只为了一个目标——尽快把检测试剂

盒做出来！”

“5天做出来的，我们每天只睡不到 5个小时。”

实验室汪德强教授谈起当时的情形依然记忆犹

新。他和蔡雪飞老师带领着 6 个博士研究生负责

抗原抗体设计制备，这是整个项目的基础也是最难

的一部分。

做抗体检测首先就需要找到抗体，但新冠病毒

体外表达是一种未知表达，哪些蛋白质会产生抗原

性，需要做蛋白结构解析，进行预测、设计，再合成

验证。汪德强说：“我们当时设计了两条路径，一是

根据 SARS 的研究报道反推可能会产生免疫性的

蛋白质，第二路径是根据公布的病毒基因序列进行

抗原表位肽设计合成。”就像拆定时炸弹，预测的对

不对，在验证“剪线”前谁也不知道。

“如果不对就前功尽弃！”蔡雪飞说，在正常情

况下验证一个需要 5—7 天，但当时他们加急到 48

小时，如果验证不对就要重新再做，幸运的是他们

一次成功了，找到的 6个抗原蛋白中 3个都有效，且

效果是最好的。

临床验证马不停蹄 前方
等着我们的试剂盒

产品初步研发成功后，团队马不停蹄开展验证

工作。

到一线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不过试剂盒和后

期的优化改进都要过临床验证这一关，这是关键。

为了避免家人被传染，组里的几位成员都统一住进

了学校的宿舍。

“我是老党员，我是学医的，有风险的地方让我

来！”从一开始就组织协调各方事宜的科研处处长

袁军又冲锋在前，亲自驾车装运标本，足足一个月

没有回家，行程接近 5000公里。

“老婆在前方一线等着我们的试剂盒。”实验室

副研究员龙泉鑫心中还有一份牵挂。他的老婆钱

克莉是一名感染科医生，作为重庆援助湖北医疗队

的一员，正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支援，期待着他的成

果呢！

“这是 我 们 基 础 科 研 支 撑 临 床 的 一 次 紧 急

大练兵，也是产学研合作的有力成果。”黄爱龙

表 示 ，短 短 一 个 月 能 够 从 研 发 到 上 市 ，除 了 他

们努力，还有各部门的支持，而这都为了一个目

标——抗击新冠。

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上市
本报记者 雍 黎

（上接第一版）
厦门大学与长春百克等单位合作研发鼻喷新冠疫苗，中

科院微生物所与重庆智飞生物制品公司合作研发重组蛋白疫

苗，军事医学研究院与康希诺生物公司合作研发腺病毒载体疫

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新的疫苗研发技术通过产学研合力

攻关正逐步进入领跑“无人区”。

高效海量，以信息合力“挖掘”有效药物

在药物筛选和制备方面，海量处理的高通量技术通过产学

研合作大显身手。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联合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北京义翘神州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用

高通量单细胞测序技术找到了新冠肺炎多种全人源抗体。

据介绍，佑安医院2月9日起共收集了12位康复期病人的血液

样本，北京大学团队在14.3万个免疫细胞（B细胞）中检测出1.5万

个IgG抗体序列，并从其中挑选出138个富集度最高的IgG抗体。

这些抗体已由北京义翘神州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体外抗体表达生

产。目前合作团队正致力于将筛选出的抗体用于治疗，经后续动

物实验与临床验证后有望成为更为安全且针对性强的治疗方案。

2 月 3 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等团队联合华为云，基

于中科院饶子和院士团队提供的新冠病毒相关蛋白晶体结构，

通过超大规模计算机辅助药物筛选，对 8506种上市或者正在进

行临床试验的药物中进行筛选，一周内找到 5 种可能有效的药

物，后期将继续推进相关实验研究。

有序并行，高效支撑药物和疫苗研发

无论是药物筛选还是疫苗研发，要进入临床试验，都必须先

在动物上“过关”。这就要求动物模型的构建必须有序并行。动

物模型成功了，科技攻关的许多关键举措才能正常运转。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等单位合作，率先完成了转基因小鼠模

型和恒河猴肺炎感染模型两种动物模型的构建，2 月 18 日通过

了科技部的鉴定，突破了疫苗和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的

技术瓶颈之一。

不久后，这些转基因小鼠和恒河猴模型成为疫苗或药物最

先试用的“病人”，也是药物和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试金石”。

“通过分析每种药物的靶点和作用机理，每种疫苗不同的免

疫特征，我们就可以精准地选择动物模型和指标。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与研发单位就疾病特征、药物靶点和机制、动物模型特

征等进行细致地沟通。”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

长秦川教授介绍，目前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完成了 5 种成药的

评价，正在进行 6种疫苗和 4种成药的动物实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