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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就尽量多干点活，不然也没
有意义”，“别夸我，怪不好意思的，搞
专业技术的人骨子里都这样。”“大家
都在努力，其实，我们只是干了点该干
能干的事情而已。”在与临汾市人民医
院重病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宗俊峰交流
的过程中，他多次这样表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宗俊
峰认为挺身而出是义务；面对病区内
繁杂危险的工作，他认为尽心尽力是
分内之责；面对来自社会的褒奖赞赏，
他觉得不好意思。这份朴实，让人肃然
起敬。

2月 18日，宗俊峰随我市第三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赶赴武汉。“第一次
穿防护服上班，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压
力，毕竟，新冠肺炎是个新的病种，而
肺科医院收治的是病情较为严重的
病人，再说，环境、团队、同事都是新
的，互相都不了解。”宗俊峰说，不过
一进入工作状态开始忙碌，这种情绪
很快消散。

“这边的病房都是一人一个房间，
可是，有些病人因此心理上更为紧张，
尤其是看到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
他们更为焦虑，这对治疗很不利。”宗
俊峰说，他的病区一个 40多岁的女患
者，由于一直照顾身患新冠肺炎的父
亲而被感染，父亲之前刚去世，她现在
隔离治疗，一人在病房，心里十分恐

惧，睡眠障碍，心慌气短，甚至腹泻。为
了舒缓其情绪，让她尽快康复，宗俊峰
便给她做心理疏导，告诉她隔离治疗，
是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而不是因为病
情危重，每天都有很多患者治愈出院，
预后也很好，一定要树立信心，才会更
快康复。

宗俊峰与同事回到住处也在探讨
患者的病情及诊疗方案：“《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已
发布，我们要尽快熟记全部内容，才能
更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根据病人
不同的情况精准施治，才能更好地完
成使命。”

“我有从事护理工作逾 10年的丰富
工作经验，还是一名男护师，在体力方面
有很大的优势。作为医护人员，奋战在疫
情最前线，更是责任和使命。”我市第三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市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管护师翟元梁说。

2月 18日到达武汉，经过严格的岗
前培训，翟元梁被分配到武汉市肺科医
院。“由于我们所在的病区是新建的，前
期主要工作是把病区彻底、无死角地进
行一次全面清洁、消杀，确保达到顺利救
治病人、医护人员零污染的目标！”翟元
梁说。

3月 1日，对翟元梁来说是有特殊意
义的一天。之前一直在清洁区负责消杀
和库房管理的他，这一天，第一次进入病
房接触患者。“我主要负责患者的生活护
理、生命体征监测、标本采集等工作。”穿
上厚厚的防护服、隔离衣，戴着护目镜、
防护面屏和两层口罩，就像一个“全副武

装”的战士，护理病人、发放食物、采集咽
拭子，不停地穿梭在“战场”中。

在护理中，一位性情急躁的老奶奶
引起了翟元梁的注意。他了解到，老人好
长时间没有和家人联系了，想要回去和
他们团聚。“奶奶，现在咱们是在隔离区，
不能回家。为了家人的身体健康，还是不
和他们接触比较好……”在一番劝说下，
老人的情绪好点了，翟元梁又拿上病区
的电话，帮老奶奶联系到她的家人，老人
情绪稳定下来，积极配合治疗。

除了护理患者，翟元梁还要对新住
院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健康宣教。他根
据每个人的情况进行细致讲解，看到他
们满意而肯定的眼神，翟元梁感觉浑身
有使不完的劲。

翟元梁说：“在护理过程中，患者对
我们的信赖，让我变得信心百倍，我们一
定会尽心尽力帮助更多的患者，让他们
能够早日康复出院。”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才接到通知，虽
然自提交《请战书》后，心里时时刻刻都在
做着随时奔赴湖北的准备，但那样突然的
一通电话，让我一夜难眠，期待又忐忑！”
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临汾市
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主管护师郭
玉琴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如今，在武
汉市肺科医院，她已经完全适应了工作环
境，在重症监护室里尽职尽责地救治着重
症患者。

“根据工作安排，我每天要工作四个
小时，但我会提前两个小时到岗，因为光
穿戴防护服就要很长时间，早点去，也可
以及时掌握最新情况，尽可能多帮一点儿
忙！”郭玉琴说，穿戴防护服非常费力费
时，为了预防万一，还得穿成人尿不湿。

“我有两个孩子，小的那个才一岁半，
也正是穿尿不湿的时候。”郭玉琴说，“来
到武汉后，每次穿戴成人尿不湿，总会想

起家中的‘老小’，忍不住就想打视频电
话，可已经穿戴好了防护服，只能把思念
放下，等休息后再联系。”

“如今，站在疫情防控任务最艰巨的
武汉一线，压力一定会有，但作为专业的
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也是
奔赴武汉支援的初衷。”郭玉琴说，进入了
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心理压力肯定比其他
患者大。在病房里，她会经常鼓励患者振
作起来，要相信政府，相信医生，相信自己
可以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出院。她还会介
绍一些临汾的物产风情，缓解患者的紧张
心理。

“从‘请战’后，就一直等着今天的到
来，所做的准备，也一直为了今天，现在我
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工作环境，面对病
患，都付出了十二分的努力和热情，我们
既然来到这里，就要留下一片爱心，如此
才算不负此行。”郭玉琴动情地说。

2月 29日晚，在武汉市肺科医院
11层隔离病房的灯光下，冯涛努力将
护目镜上的水滴甩下，打起十二分精
神握紧手中的针。

作为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的医疗
队员，这是冯涛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新
冠肺炎患者。“厚厚的防护服、两层手
套，护目镜上一直雾蒙蒙的，再加上我
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可视范围受到
很大影响。打针采血是我们每天做得
最多的工作，我要用心做好，力求一次
成功，减轻病人的痛苦。”冯涛是市中
心医院骨科的一名护士，她说，南丁格
尔被誉为“提灯女神”，我作为一名护
士，愿做一个“提灯姑娘”，为武汉市肺
科医院的患者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从进入隔离病区，冯涛一直奔
波在各个病床之间。“有位 80多岁的
老人是 2月 29日入院，可能是因为突
然离开家人，加上身体不舒服，他特别
地焦躁和害怕，我们刚准备离开，他就
说‘你们去哪里？’，老人说的是当地方
言，我的大学同学中有武汉人，正好能
听懂一些，所以就一直安抚他。老人本
身常年患病卧床，身上有很多压疮，我
就时常帮其翻身。在医护人员的关心

下，他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冯涛
说，接下来的一幕，让她至今回忆起来
仍旧头冒冷汗。

“我口渴！”“我给您倒杯水。”冯涛
很自然地将水杯送到老人嘴边，并小心
地扶着他的头部。老人喝了几口水后，
突然开始剧烈咳嗽。“出于职业本能，我
一直扶着老人，过了一会儿，我才突然
意识到，这样我很有可能被感染。”冯涛
说，那一刻感到有些害怕，可老人双手

合十的感谢让她恐慌的情绪有所缓解。
四个小时很忙碌，冯涛和同事

穿梭在病房内，时刻关注着每个病
人的状态。“不仅要护理他们的身
体，更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冯涛对
一位血压持续高位的患者说，调节
紧张情绪，才有助于治愈。在她的帮
助下，这位患者慢慢舒缓了情绪，血
压也降了下来。冯涛和同事们尽心
竭力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得
到了患者“谢谢你们能来，山西医疗
团队真棒！”的暖心回应。

冯涛说，她愿做提灯者，照亮患者
的治愈之路，期盼着在下一次进入隔
离病房时，看到更多的人病情减轻，早
日康复出院。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个医务工作
者的心。有着 15年呼吸科工作经验的市
中心医院主管护师韩彩芳，连续两次报名
请战，2月 18日，作为我市第三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出征武汉。

接收武汉市肺科医院后，带队领导考
虑到她在呼吸科工作多年，且经验丰富，
技术全面，还是一名呼吸治疗技师，安排
韩彩芳第一个进入隔离病房。

在韩彩芳护理的病人中，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脾气特别大。她的方言不
太好懂，大家“猜”不到她说的话，她就大
发脾气，还摔东西。韩彩芳看到这种情况
后，主动承担起了护理任务。慢慢地，通过
多次接触，韩彩芳的热情和尽责感动了这
位老太太。有一次，当韩彩芳听到她不断
咳嗽后，急忙赶到她面前，倒了一杯热水
递了过去。老太太刚开始愣了一下，然后
接过水杯，小口地喝着，并对韩彩芳说了
一句“谢谢！”。

工作中，韩彩芳结合自己的临床经
验和呼吸治疗技师的相关知识，将肺功
能锻炼与呼吸操手绘图（同事李苏帮忙
手绘）整理出来，指导患者练习，受到了
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一致好评。由于她和
病人相处很“有一套”，而且又十分热心，
善于总结，并乐于分享，大家都亲切地称
她为“小小专家”。

来到武汉后，韩彩芳最担心的就是上
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因为她爱人在外地上
班，爷爷奶奶辅导不了孩子的功课，经常
是在她换班休息的时候，抽时间通过视频
给孩子辅导作业。“上网课以来，多亏了孩
子的老师，我们都不在身边，老师把我们
该操的心都操了，感谢孩子老师的付出。”
韩彩芳说。

韩彩芳在日记里写道：“乌云遮不住
太阳，阴霾终将要散去，唯努力不会被辜
负……我们一定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迎来春暖花开，万家祥和！”

色彩艳丽的红苹果、蝴蝶结、高跟
鞋、长筒袜以及五颜六色的花朵……
每每翻看手机里一幅名叫《春天的脚
步》的画作，“85后”宝妈董琴心中总会
涌动暖流。

董琴是临汾市人民医院喉镜室的
一名护士，也是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2月20日，抵达武汉的第
三天，是她的生日，女儿“美羊羊”画了
这幅画作为生日礼物。

稚嫩的线条描绘了一个 5岁小女
孩眼里的世界，那般美好和无忧无虑。
近来，董琴不忍心也不敢经常和“美羊
羊”视频，因为身在感染风险大、工作
强度高的武汉市肺科医院隔离病区，
笨重而密闭的防护装配一次次在她脸

上留下勒痕。董琴爱美，但她更怕吓到
女儿。“疫情当前，为了更多像‘美羊羊
’一样的孩子拥有美好的童年，我必须
藏起我的多愁善感，奋战在一线，做个
信念坚定的医务人员。”每当这时，董
琴都会这样宽慰自己。

温情犹如一剂良药，它总会使身
处一线的白衣战士坚定必胜信心，也
往往会让被疫魔纠缠的病患得到心理
慰藉。2月29日凌晨，值夜班的董琴在

病区接班查房后，一位老人找到她说：
“我心慌，一直在出汗，刚才尿到裤子
里还拉了粑粑，床单、被子都被尿液浸
湿啦，你能不能帮帮我？”“好，我来帮
你！”凌晨1点多，董琴在微信群里发了
一条求援信息，很快就在病区外战友
的帮助下拿到了纸尿裤，给这位老人
穿上后，又为她换了一条干净的外裤。

一切收拾停当，躺在病床上的老
人主动和董琴聊起了家常。原来，老人

今年 74岁，32岁时就失去了老伴儿，
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后，还是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把她送来医院的……听了
老人的诉说，董琴知道想要化解病患
内心的恐惧、焦虑与孤独，给予心理安
慰十分必要，于是，此后她就时常劝慰
老人：“我们在努力，全国人民也都在
努力，您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医院，
相信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是的，一切都在变
得好起来！一个个方舱医院“关门大
吉”，一批批患者病情好转既而康复出
院，董琴愈发相信“春天的脚步”近了，
她与女儿“美羊羊”便有了一个约定：
待到春暖花开时，来武汉赏樱花。

“我们结婚才两个月，你却要与我
分隔千里，让我如何能放心？我知道，
这是你身为党员的决心和使命。只希
望，你在前方保重身体，平安归来！”

贾燕丽收到这条微信时，已经在
奔赴武汉的路上。她是市中心医院呼
吸科主治医师，也是我市第三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队员。她知
道，对于自己的先斩后奏，丈夫在“埋
怨”之余，更多是理解、牵挂与支持。

有了坚强的后盾，贾燕丽从新婚
的美娇娘变身为打怪的“奥特曼”，斗
志满满地冲向新战场——武汉市肺科
医院，全力以赴救治该院新冠肺炎患
者。她每天经过重重“机关”，穿着笨重
的防护服穿梭在病房，观测和记录患

者的病情变化。
“有些老年患者呼吸道症状相对

轻微，但是合并很多基础病，再加上心
理压力大，往往存在抑郁、焦虑、睡眠
差、食欲不佳等问题，不利于疾病恢
复。”为此，贾燕丽在救治患者的同时，
时刻留心对方的情绪变化，适时对其
进行心理疏导。

别看贾燕丽在生活中不拘小节、
大大咧咧。一旦工作起来便十分认真，

对待患者更是细致入微。疑似患者黄
阿姨的“异常表现”引起了她的注意。
黄阿姨长期处于焦虑之中，总爱胡思
乱想，见不着大夫就不安。她不仅在工
作时间积极开导黄阿姨，还在休息时
间与黄阿姨聊微信，并用一些搞笑表
情包来逗趣。

一来二回，贾燕丽和黄阿姨成了
好朋友。更令她开心的是，黄阿姨的身
体不适和焦虑情绪逐渐缓解，目前已

排除疑似、康复出院。黄阿姨的女儿特
意向她道谢：“我妈妈很幸运，能遇上
你们这样一群美丽的天使。”

在患者心中，贾燕丽是“及时雨”，
也是“开心果”。在家人看来，她却是个

“狠心人”。原来，自结婚后，她一直忙
于工作。春节又遇上疫情，她便迟迟没
有回运城娘家。直到抵达武汉，纠结数
日，她才将这一消息告诉父母。

面对父母的担忧，她说：“迎着一
双双渴望康复的双眼，我只有一个遗
憾——没有早点儿来。只要疫情一日
不除，孩儿就一日不归，别问为什么，
一切都值得。希望，我回家时，这座城
市已恢复往昔的繁华与喧闹，所有人
都不用再戴口罩……”

“病情有所好转，病人都着急出院回
家，我们每天早上查房，要用大量的时间
安抚大家的急切情绪，避免焦虑和（病情）
反复。”3月8日，身处武汉市肺科医院的民
盟临汾市委医疗工作委员会委员、市人民
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瑞芬告诉记者。

3月 8日下午，张瑞芬和宗俊峰大夫
一起值班，他们工作在病区11楼。这时护
士用轮椅推进来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
张瑞芬了解到，76岁的老人双目失明3年
了，由于当前是无陪护病房，家人不能陪
床，老人吃喝拉撒、输液等都是问题。张瑞
芬进一步询问病史，这才知道老人老伴、
女儿也是确诊后，在老人之前住进肺科医
院的9楼。在给老人安排晚饭、监护、治疗
后，张瑞芬和宗俊峰积极联系 9楼大夫，
一有空床就优先安排老人转科。在大家的

接力下，3月9日上午10点顺利将老人转
入 9楼，让一家人在特殊时期团聚，转科
时老太太不停地说谢谢。“这就是我们的
日常工作，从病情出发治病救人，从生活
细节和心理上照顾病人，确保他们早日康
复。”张瑞芬说。

作为一名在医疗战线工作14年的医
生，张瑞芬的脑海中回响着当初的誓言：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张瑞芬说：“2020年
的春天，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变得刻
骨铭心，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听从时代召
唤，集结到武汉，当我们举起手庄严宣誓

‘以生命守护生命’时，我不禁热血沸腾！”
张瑞芬在工作日志上写下：“在黑暗

的日子，我们坚信前方总会有光明等着
你。我愿意努力变成一束光，给这个世界
以温暖和光明。”

2月 28日清晨，在临汾第三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驻地，临汾市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赵能能起了一个大早，她发
现，武汉的风已然没有先前那么刺骨
了，春天也已经到了武汉。

赵能能说，作为临汾第三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的 52名队员之一，她和战
友们是在 2月18日13时56分，历经9
个小时的集结与周转到达武汉这方热
土，开始并肩战“疫”。

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接管了武
汉市肺科医院一个重症病区，队员们深
感责任重大。每天交接班时，同事都事
无巨细地交代着每一个事项，最后总会
嘱咐一句“做好防护”。赵能能说：“我们
抵达武汉的时候，指导临床治疗的是新
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日趋成熟

的诊疗、肺科医院的专业指导、临汾市
人民医院的远程协助，让我们在诊疗时
有方法、有依据、有参照、有指导，内心
有底气、下手有把握。”

医护人员和患者朝夕相处熟了起
来，赵能能一走进病房，他们都冲她微
笑，中间床上的患者亲热地问候：“赵护
士，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

“还好，还好！”赵能能嘴上这样
回答，鼻头却有点酸楚，其实昨天晚
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牵挂着

850公里外的临汾，家里的两个孩子，
大的 7岁，小的才两岁，还有照顾孩子
的婆婆和老公。她接到市人民医院院
办赴武汉的通知电话是 2 月 17 日晚
上，她正在值夜班，匆匆忙忙地收拾
了点日用品就出发了，根本来不及和
家人说什么。

赵能能知道，她不能把牵挂带到
工作中来，她深吸了一口气，提醒自
己注意情绪，然后开始给病人发口服
药。西床的患者年龄偏大，病情不稳

定，烦躁不安，情绪很容易激动，赵能
能耐心地告诉她只要好好配合治疗，
好好吃饭，病情很快就能好转。全国
各地都在支援武汉，咱们一定能战胜
病魔。在赵能能的柔声细语里，患者
把药服了下去。

送药打针的工作做完后，赵能能
抽空组织大家做了一个变“戏法”的游
戏，她“变”出了许多家乡的大红枣，让
每一位患者都品尝到临汾的美食。患
者们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这么甜
的枣，等身体恢复健康，疫情过了，一
定去临汾看看。他们边说边笑，笑声在
病房里荡漾。

赵能能也笑了，脑海中浮现出一
幅美丽的画卷：明媚的春光下，人们三
五成群在武汉大学里赏樱花。

去超市买菜如何做好防护？复工复
产后在会议室开会要注意哪些问题？通
过高强度的锻炼能否提高免疫力？在近
期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这些问题有了权威解答。

——随着各地复工复产，飞机、高
铁等交通工具的乘客密度增加，如何做
好个人防护？

答：关注时刻表，到候机楼、候车室
的时间不要太早。全程佩戴口罩，少接
触公共设施和物品，少和陌生人交流，
尽量保持安静。使用卫生间后及时做好
手卫生。条件允许时和邻座隔远一点。

——去超市买菜和生活必需品，如
何做好个人防护？

答：尽量避开超市的客流高峰期，减

少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全程正确佩戴口
罩。购物、过秤、排队、结账时相互之间保
持起码一米以上的距离。最好电子付费。
减少逗留时间。回家后做好手卫生。

——随着各地复工复产，企事业单
位不可避免需要召开会议，要注意哪些
方面？

答：保证会议室的通风换气，最好
是开窗通风，如果用中央空调，尽量使
用全新风。会议开始前及结束后，对会
议室桌面、把手、地面消毒。缩短会议时
间。参会者的距离不要太密集，全程要

戴口罩。如条件允许，尽量使用网络视
频会议替代现场会议。

——目前不少地方存在过度消毒
的问题。哪些场所或情况不应该或不宜
消毒？

答：不对室外环境开展大规模消
毒。雨雪天气不对室外环境进行消毒。
不对外环境进行空气消毒。不直接使用
消毒剂对人员全身进行喷洒消毒。不对
外环境的水塘、水库、人工湖这些环境
投加消毒剂消毒。不在有人的情况下对
室内空气进行消毒。

——疫情期间是否可以通过大强
度的锻炼来提高抵抗力？

答：居家健身不宜进行长时间大强
度锻炼，会导致身体机能失调，免疫功
能下降，增加运动损伤风险。居家运动
强度要适宜，运动后感觉轻度的呼吸急
促，周身微热，面色微红，内心轻松愉
快，没有疼痛和麻木为宜。

侯秀娟整理

驰援湖北 同心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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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治 我心永恒
本报记者 韩晓芳

温情春天 美丽相约
本报记者 孙宗林

“男丁格尔”干劲十足
本报记者 刘文军

舍去小家 为了大家
本报记者 刘 晚

“提灯姑娘”你们最棒
本报记者 潘华玲

俏美新娘 投身战场
本报记者 李 静

放下“老小”情牵病患
本报记者 杨 全

变成光束 守护生命
本报记者 郑红卫

疫情防控 请你这样做
近日，市中医

医院积极发挥中医
药优势，结合我市地
域、气候等特点，研
究制订出健脾祛湿，
补益正气，增强体质
功 效 的“ 中 药 代 茶
饮”处方，并免费赠
送给临汾西站、临汾
民航机场和南街办
事处等单位。图为该
院医务人员在根据
代茶饮药方配药。

本报记者
郝海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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