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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4日聚 焦

战“疫”冲锋

◆ 战“疫”中的嘱咐：
“ 请 一 定 保 护 同 事 们 的

安全”

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54 分，一位始

终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白衣“战士”走

了……他是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

明。没能再一次等到春暖花开，他生命的

刻度永远定格在51岁。

“折腾了一晚上……我以为我要死

了，缺氧。今早打了呼吸机，好多了！”2

月 4 日，刘智明最后给妻子蔡利萍发来

一条消息。“小肚鸡肠老公”是蔡利萍给

刘智明的备注名。在蔡利萍眼里，这位

“小肚鸡肠”的院长丈夫，把更多的时间

和爱给了病人。

1月 21日，因受疫情影响，武昌医院

被征用为武汉市第一批定点医院，准备

接收发热病人。收到通知后，刘智明迅速

召集职能部门、医技部门商议方案，全院

行动，把门诊部改成发热门诊和留观

病房。

即使是自己变成病人后，刘智明也

没放下身上的担子。武昌医院 ICU 主任

徐亮多次提醒刘智明必须好好休息！

但刘智明总是说：“我是院长啊，我丢

不下！”

2 月 13 日，刘智明病情突然加重。

在生死一线之间，他反复强调：“不要给

我插管！”“我们的 ICU 病房不是负压病

房，医生插管治疗容易形成气溶胶，有

传染风险。”武昌医院纪委书记洪毅眼

圈红了：“这个时候了，他还惦记着同事

的安危。”

在抗击疫情的路上，他已化作那最

亮的一道光。

◆ 战“疫”中的牵挂：
“打完‘怪兽’我就回家”

“阿姨，我来帮你剪吧！”护士丁晗

找来剪刀，用酒精擦了擦，咔嚓嚓，咔嚓

嚓……她为 16 床病人甘阿姨剪起了头

发。这是 2月 12 日武汉市第四医院重症

隔离病房里发生的一幕。

丁晗是河南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一名护士，来自河南大学淮河医院。1

月 26 日晚，她随医疗队赶到武汉，经过

简单的培训，1 月 27 日下午奔赴武汉市

第四医院。

甘阿姨是一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当时已经入院十多天了。入院后，甘阿姨

一直没洗头，2月12日早晨，精神不错的

她主动提出想洗洗头，再剪个头发。听到

甘阿姨的愿望，丁晗痛快地答应了。

今年32岁的丁晗，孩子才3岁多。半

个多月没见，她很想念孩子。每次跟孩子

视频时，孩子总问：“妈妈你在哪儿？什么

时候回来？”丁晗闻言时常掉泪：“妈妈打

怪兽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疫情防控形势还很严峻，但救死扶

伤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能退缩，一定要

把工作做好。”丁晗说。

◆ 战“疫”中的寄语：
“ 一 句 再 见 ，胜 过 万 语

千言”

2月19日，重症护理专家张颖惠和同

事送走了病区的第二位出院患者，这位曾

住在 1号病床的老人在离开前得知了老

伴去世的消息，张颖惠安慰她：“生命宝

贵，你要好好活下去。”老人忍住悲伤，坚

定地回答：“放心，我一定会的。再见！”

在来到武汉抗“疫”的半个多月时间

里，令张颖惠印象最深的，却是出院病人

临走时的那一声声“再见”。这一声“再

见”背后的付出，或许只有经历过一线抗

“疫”的医务人员才能真正理解。

2 月 2 日凌晨，作为“山西省卫健委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专家

的张颖惠主动请战，前往的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白天要巡视病房，分

析每位患者的情况。晚上要开汇报会，

还要编制护理团队的各种规章制度和

工作流程。”让张颖惠欣慰的是，越来

越多的患者在她和同事们的悉心照料

下病情好转。

送别治愈的患者，成了张颖惠每天

最期盼的事。“待到战‘疫’胜利后，我们

或许会在欣赏漫天樱花雨的路上，再度

相遇。”

◆ 战“疫”中的心声：
“ 患 者 出 院 就 是 最 大 的

褒奖”

“医务人员救治患者，而我们就是保

护医务人员的人，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坚

实的‘防火墙’。”这是中华预防医学会医

院感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湘雅医院感

染科教授吴安华的心愿。

1 月 21 日，作为湖南首位支援武汉

的医疗专家，吴安华踏上了北上武汉的

列车，如今仍然坚守在抗“疫”一线。吴安

华身体不好，但他深知，在疫情面前，医

院感染控制十分重要，一旦这项工作出

现漏洞，就有可能造成医务人员的感染。

到达武汉后，吴安华立马被派驻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隔离重症监护病

房、隔离病房、发热门诊指导感染防控工

作，与专家组成员讨论制定医疗机构内

新冠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同

时他还要往返湖北各地，为医疗队队员

和医务人员进行院感防控知识和个人防

护知识培训。他曾用 5 天时间完成了对

30支医疗队、近4000人的培训。

吴安华在日志中写道：“静静的武汉

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各路医疗大军源源

不断赶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病人救过

来。他们（患者）治愈出院，就是对我们全

力付出的最大褒奖！”

◆ 战“疫”中的希望：
“等一切都过去，樱花一定

也特别美。”

除夕那天，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的肖冠华医生随着广东省驰援湖北

医疗队紧急出征。抵达武汉后，心怀热血

的肖冠华在“肖大夫的笔记本”公众号上

发出了在前线的第一篇日记，他写道：

“面对未知的敌人，没有人会不恐慌，但

作为医务人员的我们，责无旁贷。”除了

用专业的医术救治病人，他也成了这场

战“疫”最前沿的记录者。肖冠华坚持在

珍贵的休息时间里写下支援武汉的点

滴，是希望用真实的记录揭开疫情可怖

的面纱，传递抗击疫情的信心。

在医院里，肖冠华面临着繁重的任

务。但在值班的日记中，肖冠华提到的却

是值班过后一碗点缀着海带和黄瓜的热

干面。为了工作方便，肖冠华和几个同事

决定剃光头发，这在肖冠华的日记中也

被幽默地表述为了“削发明志”。

“我想记录下这些阳光，希望疲惫的

医生们能从中汲取坚守的感动。”肖冠

华说。

离家许久，广州家中的兰花已经开

放，妻子给肖冠华发来了兰花的照片，他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相信我们自己，

也相信国家。等一切都过去，武汉的樱花

一定也特别美。”

“作为一个被山东宠着的孩子，很幸

福！点个赞，特别好吃。”视频中，在湖北

战“疫”的护士常超吃着家乡的馒头，开

心地感叹道。在武汉抗击疫情一线的山

东大学第二医院援助湖北国家医疗队，

近日获赠了一批特殊的礼物——从家乡

山东运来的大馒头、苹果等，收到礼物的

医护人员们兴奋地进行了一次吃馒头的

“在线分享”。

这个镜头，只是中国各地全方位守护

战“疫”一线医务人员的一个暖心缩影。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全国各地众多医务人员义无反

顾、冲锋在前。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卫健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

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

的通知，提出七方面措施，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这七方面

的举措包括：改善医务人员工作和休息

条件，维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落实医务

人员待遇，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加强

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创造更加安全

的执业环境，弘扬职业精神做好先进表

彰工作。

“你在前线安心抗‘疫’，我在后方为

你解忧。”连日来，各地相继推出暖心贴

心的举措，帮助一线医务人员解决实际

问题，让他们在一线安心战“疫”，减少后

顾之忧。

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山东省

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王

星光说，来黄冈时带的衣物不多，降温前

后方紧急送来两套羽绒服、保暖衣；队员

们住宿的酒店中，有一位小伙子专门采

购日常生活用品，随叫随到；还有医护人

员过生日、过元宵节，当地也送上生日蛋

糕、元宵……“让我们暖心的事太多了。”

王星光说。

“一线的白衣天使最牵挂的是家人，

他们的牵挂也是我们的担心，我们将为

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 月 19 日

起，装有慰问信和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

的“健康关怀包”陆续送到武汉全市近两

万名一线医务人员的家属手中。“前方打

仗，后方送粮，家庭不稳，心哪能安？”连

日来，武汉市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一线医

务人员家属的慰问关爱举措。该市为一

线医务人员家庭建立档案，开展需求调

查，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截至目前，已

完成省部属医院、市卫健委所属医疗机

构等四类医疗机构一线医务人员家庭信

息建档，共建立近2万户有慰问关爱需求

的家庭档案。

“叔叔，您下次治疗是什么时间，我陪

您一起去。”2 月 20 日，江苏省南京市鼓

楼区凤凰街道华阳佳园社区党委书记叶

荣蓉拿起手机，拨通了省人民医院支援

湖北医务人员王蕾父亲的电话。王蕾在

抗“疫”第一线，最放心不下的是还在上

小学的孩子和需要定期去医院做治疗的

父亲。为激励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

员，南京市承诺为该市支援湖北的一线

医务人员办十件实事，包括全面了解一

线医务人员及家属的需求和困难，安排

专门人员开展“多帮一”服务等。

疫情发生正值寒假期间，陕西省卫健

委组织协调多所知名中小学教师志愿

者，为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特别是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的学龄子女进行线上

课业辅导。目前，该省首批支援湖北医务

人员学龄子女的课业辅导需求全部得到

匹配满足，完成对接开课。“接下来，我们

将继续协调招募志愿者，对其他有需求

的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及抗击疫情一线医

务人员的学龄子女提供课业辅导志愿服

务。”陕西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说。

着眼于加强对防疫一线医务人员家

庭的爱心照顾，山东省出台政策，明确对

防疫一线医务人员无人照看的高龄老人、

未成年子女，可根据需要由所在乡镇（街

道）负责，由所在社区等协助安排托管照

顾。同时，建立关心关爱小组和家属就医

绿色通道，并依托专业力量对有需要的防

疫一线医务人员家属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河南省妇联积极当好“娘家人”，通过

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省女企业家协

会，发起了“三送”——娘家人暖心服务行

动，针对全省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家庭，开

展送暖心包、送爱心菜、送贴心帮等暖心

服务，满足他们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此

外，依托妇联组织12338维权热线和心理

服务电话，为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庭成员

提供心理援助、压力缓解、法律咨询、家庭

教育等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姐姐，我听爸爸说，你的妈妈正在打

‘怪兽’呢！”2月 21 日，一场特殊的视频

连线让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家庭距离拉

近了。屏幕这头，是重庆市巫溪县政协委

员何兴蓉的儿子，屏幕那头，是该县人民

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刘双的女儿明昕。“自

从和何兴蓉家结对，明昕就多了个弟弟

陪伴她，我也就放心了。”刘双说。疫情发

生后，巫溪县政协开展与医务人员家庭

“一对一”结对行动，通过政协委员电话

沟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形式，替医务

人员守护好大后方，确保他们安心工作。

截至目前，在抗击疫情一线参与救治任

务的24名巫溪籍医务人员的家庭已全部

实现对接。“疫情不结束，我们就一天不

撤离，坚决做好后援工作。”巫溪县政协

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版编辑综合）

我们与白衣天使同行

“我们坚守一线，
请你不要担心”

他们，是一群穿着白衣的“天使”；他们，是一群胸怀大爱的勇

者；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是一群无畏无惧的守护

者……当踏上了前所未有的出征，他们留下的，是最美的背影。

面对病毒肆虐的疫情，广大医务工作者逆行在抗击疫情一线，

留下了无数的催泪剪影，也道出了不尽的感人心声。

“你们战在一线，
我们守好后方”

编者按：
疫 情 就 是 命 令 ，白 衣

就是战袍，医务工作者们
是“天使”，也是战士。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面前，全国的广大医务
工作者冲锋在前、无私奉
献，以生命践行着使命，以
使命守护着生命。据国家
卫健委发布的消息，截至 2
月 19 日 ，全 国 已 经 有 278
支医疗队，32395 名医务人
员从各地驰援湖北，在重
点疫区救死扶伤、英勇战
斗。在全国各地，还有无数
医护人员坚守在广大城市
乡村的防疫一线，这些白
衣天使时刻捍卫着人民群
众 的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当之无愧为特殊时期
里最可爱的人。

白衣天使们的默默付
出感动着人们，“你在前线
安心抗‘疫’，我在后方为
你解忧。”连日来，全国各
地相继制订举措帮助一线
医务人员解决家庭实际困
难和问题，全力为最美“逆
行者”解除后顾之忧。人们
的暖心回馈让冲锋在一线
的白衣天使们感到欣慰，
他们的心声其实很简单，
就如一位医生在日志中写
道的那样：“他们（患者）治
愈出院，就是对我们全力
付出的最大褒奖！”

在这个无比特殊的时
期，无论身处何地，人们心
中都有着一样的期盼——
齐力战胜疫情，大家平安
健康，待春暖花开时，我们
摘下口罩，幸福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