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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线入党了，那一刻 ，我一辈子都忘
不了！”说这话时，张明已经于3月6日晚的山西
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火线入党仪式上宣誓，
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了。和前两次采访不同，“共产
党员”和“医务工作者”的双重身份，让她的语气
多了几分坚定和自豪。

“在抗疫一线，每天都能近距离感受到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不
怕苦、不嫌累的是党员，心里装着使命的是党员，
肩上扛着责任的还是党员……我多么向往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来到武汉两天后，张明便向山西
医疗队临时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张明是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监护室的一名主
管护师。疫情发生后，她第一时间上交了请战书，
她说，时代需要，“白衣天使”当是“白衣战士”，驰
援前线，我义不容辞！

工作四班倒，每班工作 4小时，交接班和防
护服穿脱严格、费时，前后都要多两个小时。进入
病区后，发药、监测、输液、心理疏导，每一个班都
像战场上的一次冲锋，厚重的“盔甲”让每个人都

变成了“笨笨熊”……但各种治疗、操作难不倒训
练有素、业务娴熟的张明。

“患者非常需要我们，挺心疼他们的！”在武
汉市肺科医院，有的患者对病情心存恐惧，有的
患者因为被隔离而焦虑，特别是一些老年患者因
为思念家人而情绪不稳，她苦口婆心地安抚无异
于一剂良药！

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累是常态。“但累得很
温暖！”张明说，卧病在床的患者疼惜地嘱咐她
好好休息，出院的患者道一声谢谢一步三回头，
陌生的路人见到她衣服上的“山西”字样深情地
道谢，湖北政府给予他们生活上精心周到的安
排，全国人民捐助了充足的物资，家乡父老给了
她深切的牵挂……无数的感动，桩桩件件温暖
着她的心！

她说：“我只是换了一身行头，换了一个工
作环境，我所做的，每一名医务人员都能做到。
从临汾到武汉，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快点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可以畅游在明媚
春光里！”

“2月29日，阴。今天很荣幸被评为山西省第十一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每日一星’，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
了家人……武汉这座城市很大，也很安静。我虽是一棵小
草，仍要努力唤醒整个春天……”下了夜班回到驻地后，景
艳杰翻开日记本这样写道。

景艳杰是市中心医院呼吸消化科的一名主管护师，从
事护理工作已有15年。2月18日，景艳杰作为山西省第十
一批、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出征，在武汉市肺
科医院参加援助工作。

景艳杰负责的11层病区，有许多从养老院来的患者，
一些老人因年纪大了，基本上处于半失能状态。由于景艳
杰从事护理的时间长，又长期在呼吸科工作，经验丰富，所
以领导安排她到11层病区。病区里的工作繁忙，护士们不
仅要负责患者的用药，还担负着患者的饮食起居、处理大
小便、消杀等护工的工作，最多的时候，景艳杰要照顾 12

个患者，进病区前，她不敢喝水、不吃东西，套在密不透风
的防护衣内，浑身的汗仍出个不停。

“刚来那几天，确实还有些不适应。因为上班前不进
食、不喝水，而且工作量大，体力透支很厉害。”景艳杰说，
好不容易把所有的患者都按医嘱处理完，刚想休息一下，
又有患者转进来了，她又得赶紧去接，“这几天下来，已经
完全适应了。”

有一次，景艳杰接班查房时，看到 23床一位老年患
者，因年龄大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导致下半身都浸在尿里，
被褥已经湿了一片。见此情景，景艳杰赶紧让病区外面的
同事帮忙从她自己带来的物资里取出纸尿裤，传递进病
区，并帮老人换好，同时给老人换上新被子和床垫。老人虽
然说话不太利索，但他充满泪水的眼睛和微微抬起的大拇
指，令景艳杰倍感鼓舞。

还有一位 70多岁的患者，闹情绪，不吃饭，隔一会儿

就不停地敲床……景艳杰发现后，赶紧去了解情况。原来
老人年纪大了，在隔离的环境里不太适应，又见不到家
人，有些烦躁。“伯伯，您的年纪和我的父母相仿，我爸爸
也 70多岁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现在，咱们要好好
吃饭，积极配合治疗，这样就能早日康复回家……”景艳
杰说，她又和老人聊了很久其他话题，逗老人开心，几次
下来，老人心情好多了，也开始吃饭了。

每次交完班，景艳杰都要再返回病房转一圈，发现有
出院的患者床单未处理完，她就挨个病房再整理一遍，以
方便下一个班能够更好地投入工作。景艳杰说：“我们一天
6班倒，有太原的团队，也有临汾等其他地方的团队。但是
咱们山西的医疗队是一个整体，要互相补台。见到没有完
成的工作，即使下班了，我也要帮忙处理一下，保证患者有
一个舒适、干净、整洁的环境。”认真负责的景艳杰多次受
到带队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初春的武汉，阴雨天比较多，但是路边隔离带里的
树木已经吐露新芽，透过宿舍的窗户，景艳杰望着隔离
带里生机勃勃的春色，再次打开日记本写道：“武汉的
春色渐浓，想必汾河岸边的桃花也快开了……春天的力
量已经开始彰显，一切的寒冷、阴霾都无法阻挡春的脚
步……”

“叔叔，昨天给你讲了我们山西临汾的壶口瀑布，今天讲讲大槐树
吧。”

“阿姨，听了我讲的牛肉丸子面，有食欲了吗？”
……
3月15日，记者连线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张浩，恰在这

一天轮休的他正在手机上搜索着家乡的文旅资源、名优小吃，准备第二
天进入隔离病区后讲给患者听。“原来的‘库存’早就讲完了，只能临阵
磨枪了。”

今年 22岁的张浩是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一名护士。在隔离病区，
医护人员和患者都称他为“可爱的小胖子”。

身高182厘米、体重90公斤的张浩能被大家冠之以“可爱”，是因为
他乐观、阳光、外向的性格。由于年龄小，张浩见到患者总会笑着喊对方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
“一定要笑着叫！”张浩说，虽然隔着护目镜和遮挡严实的口罩，但

笑着叫时，对方一定能感受到。“笑容能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
“给大家讲牛肉丸子面的时候，我会一边描述丸子面香辣可

口的味道，一边咽口水。有个阿姨开玩笑说，‘小伙子，我们可听
见你咽口水了呢。’”张浩说自己就顺势接过对方的话头回应说，

“等疫情过去了，你们都要来临汾看看，我带大家去吃正宗的牛肉
丸子面！”

爱笑的张浩把快乐传递给身边患者的同时也收获了无数感动。
“前几天，我负责的病区里，一个病房里的 5个人，4个人都出院了，剩
下的那个 50多岁的叔叔着急了，在楼道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另一
个病房的阿姨上去劝了他几句，他马上就展开了眉头，回到病床上躺
着了。”

张浩说他清楚地记得那位阿姨的话，“你看这些医护人员，都是从
全国各地赶来支援咱们的，谁不是放下自己的家来帮咱的？咱们不稳住
心思好好配合治疗、快点儿康复，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付出！”

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张浩看到了医患之间齐心协力战胜病
魔的决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一场全民战‘疫’，每个人都是
英雄！”

3月 6日晚，一向倒头就睡的吴晶失眠了，两次进入
隔离区的所见所闻一遍遍在她脑海中重演。她郑重地在
日记中写道：经历了惊心动魄的 15秒、遇到了暖心的患
者……我要用心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跟患者许下一
个“摘掉口罩”的约定。

今年 30岁的吴晶是市中心医院普外科主管护师，也
是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中的一员。经过严格培训和
几天来的主班、辅班历练，2月27日晚8时，吴晶怀着复杂
的心情做好防护后，首次进入隔离病房。

“快，血氧饱和度降低至88%，呼吸增快至33次/分……”
当天晚上9时28分，吴晶和同事再次查房时，患者出现胸憋，
血氧饱和度呈下降趋势。

“连接高流量吸氧装置！”同事杨江亭当机立断。此时，
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已降至 81%，患者用双手扯着衣领，大

声喊着：“医生护士救我！”
“血氧饱和度62%！”就在吴晶与同事检查高流量氧源

装置、排除氧源装置管路障碍、调节参数的同时，患者的血
氧饱和度仍在持续下降，患者的面部、嘴唇略呈青紫，暴躁
且痛苦难耐的患者剧烈摇晃着两侧床挡……

吴晶与同事一人握紧患者的双手进行安抚，一人继续
排除氧源管路障碍、调整参数。“没事没事，你看，我们都在
你面前，呼吸机也在旁边，你不要怕！”

68%、74%、83%、92%、96%……在他们不间断地安抚
下，患者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血氧饱和度也逐渐上升，累
得汗流浃背的吴晶和同事这才松了一口气。30分钟后，当
她们再次巡视病房时，患者已安然入睡，生命体征平稳。

惊心动魄的15秒，令吴晶感触良多，“生命太脆弱，15
秒既短又长，专业是用来救命的！”

如果说，过硬的技术、灵活的应变处置能力是对医护
人员的一大挑战，隔离服里的呼吸难题则是对他们的另一
大考验。吴晶说，穿上防护服，想要维持正常的呼吸已是不
易，但他们还要维持病房秩序，要跟患者谈心，要对入、出、
周转的患者嘱咐注意事项等等。所以，每说一句话，她都需
要先深吸一口气。而这一切也都被患者看在眼里。

在她巡视病房的时候，很多患者为了让她节省体力，
自觉担任起“现场秩序员”；有的患者在意识到她听不懂武
汉方言时，秒变为“暖心翻译”；为了减少与她不必要的接
触，患者们看到她进来，都会自觉躺在床上“排队”，等着她
做各项检查……

3 月 6 日晚 8 时，吴晶接班后，逐个病房检视患者。
“虽然看不到你的模样，但我记住了你的声音，记住了你
为我加油鼓劲的样子。”一位中年患者激动地握着她的
手说。

原来，不在隔离病房的日子里，吴晶总会通过“隔离
窗”为病房里的患者加油打气，这位中年患者就是通过这
样的方式“认识”吴晶的，“孩子，这是阿姨听到的最好听的
声音，你们不容易，给我你的电话号码，等我出院了，一定
给你邮最正宗的热干面……”“阿姨，等您好了我带您去看
壶口瀑布！”吴晶与患者约定。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3月 16
日早8时，忙碌了一夜的董文斌走出隔离区。若不是
微风拂过，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贴身衣衫已经湿透。

“我是一名急诊科男护士，来到武汉后的工作与
我之前的工作相比，其实更加注重的是细节，甚至到
了为细节‘挑刺’的地步。”来自市中心医院的董文斌
是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在他看来，之
前在急诊科是在和时间抢生命，现在是和病毒赛跑。

2月21日，董文斌第一次进入隔离区，在和队友
交接班时，他对病区的患者信息进行了全方位了解，
得知有位中年女性患者患有膀胱造瘘，接班后他便
第一时间去查看了该患者的造瘘袋（即尿袋），并详
细询问了她的日常护理状况。看到患者的造瘘口比
较清洁，日常护理也比较到位时，董文斌才安心离
开。然而，就在他转身去照顾其他患者时，无意中看
到的一幕却令他直冒冷汗。原来，这名患者为了省
事，竟然把造瘘袋挂在了脖子上，如果尿液较多，很
有可能造成管路脱出，而且，把造瘘袋放在这么高的
位置，很容易使尿液反流，造成膀胱甚至肾脏的逆行
感染。

董文斌赶忙上前帮患者把造瘘袋取下来，一边
对患者普及逆行感染的风险和尿管管理的原理，一
边和同事想办法制作了固定造瘘袋的背带。“病房
里没有绳子，我们便找来一根新的输液条，连接成
一个斜挎的背带，然后将造瘘袋固定在造瘘口以下
的位置，这样患者也不用自己用手提着了，还能保
证安全。”

记不清来到武汉收获了多少感谢，但这个认
真的男护士却从未忘记过自己肩负的职责，“患者
总叫我董大夫，每次我都会笑着纠正说‘我是男护
士’……”

“结束值班后从隔离区出来，看到同事拿着消毒液对准我的时
候，由衷地觉得他们是那么可爱，那种可以畅快呼吸的愉悦感，是我
这么多年从业生涯里从未体验过的。”董文斌说，细节决定成败，他愿
意做一个为细节“挑刺”、与病毒赛跑的人，让医者更安全，帮患者早
日康复！

由于母亲体弱，他选择了护理专业；理掉钟爱多年的
发型，他做好了随时上战场的准备；进入隔离区，他以“精
神上的鼓励”做最好的良药，增强患者战胜“疫魔”的信心；
回到驻地，他主动把体力活扛在肩上，做护士姐妹们的坚
强“后盾”……他叫师志国，是市中心医院一名手术室男护
师，也是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

穿上仅露两只眼睛的“猴服”、即将奔赴隔离病区的当
口，师志国仍在心里细细揣摩着可能会遇到的一切状况，
心里暗自打鼓的同时也不断给自己打气。隔着雾气蒙蒙的
护目镜，他需要不断调整视角才能确保稳、准操作；鞋套比
较滑，抽血、核对医嘱的精细活儿就变得异常艰难，每走一
步他都格外小心，防止自己滑倒，自己中招事小，耽误工
作、连累整个医疗队事大。上完第一个班，师志国就意识到
这个与病毒较量的战场不一般，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
神，打赢这场硬仗！

重症区的很多患者都有焦虑情绪，再加上患者比较
多，为了不加重患者的焦虑情绪，师志国会对每一个患者
做自我介绍，告诉他们“哪里不舒服就叫我的名字，也可以

按床头的呼叫器。如果我来得稍晚一些，一定不要着急，我
肯定在赶过来的路上”。

面对一双双充满焦虑与期待的眼神，这个外形硬朗的
七尺男儿时常表现出柔情细腻的一面。

有一位老人，住院后因家人不在身边，情绪很低落，一
度拒绝治疗。“他不喜欢插胃管，可不插胃管面临的就是喂
食。”老人吞咽能力差，只能吃流食，师志国担心老人的营
养跟不上，每次都会将各种饭菜打碎，一口一口地喂给老
人吃。他说，“我的父母也有老去的一天，我要像照顾自己
的父母那样照顾他。”

“碾碎的药片会很苦，岁数大的老人就像孩子一样，有
时也会任性。”给老人喂药时，尽管师志国侧身坐着，药液

还是喷到了他戴着的面屏和隔离衣上。当队友和患者都为
他担心时，他却安慰他们说，“我的防护很到位，除了三级
防护，还加了一个面屏，已经达到四级防护了。”

“勤沟通，为老人树立信心真的有很大的作用。”当师
志国耐心的、设身处地地为患者考虑时，患者也用积极配
合去回报他的善意。“您在这里会得到很好的治疗，您安心
住着，饭要吃好，药也得跟上，身体才能恢复得更快，我们
必须一起努力赶跑病毒，然后我们就都能回到家人身边跟
他们团聚了……”

推心置腹的沟通很快就让老人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看到老人艰难竖起的大拇指，师志国说那一刻让他毕生
难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主管
护师侯娜以当仁不让的决心成为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的一员。

“勇敢是面对恐惧依然前行。”第一天练习穿脱防护
服，侯娜的手心都出汗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她知
道，从那一刻起，所有的要领必须全部记住，丝毫不能出
错，所有的条条款款都与生命安全有关。

重症隔离病房里没有家属和护工，护士的工作成倍增
加，除了基础的医疗护理、治疗外，还要担负起照顾患者生
活起居以及心理疏导的任务。换床单、分发三餐、消毒、清
洁病区这些在平时不起眼的事，在封闭环境下变成了一件
格外费力的事。

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侯娜感受到了许多，有苦
也有乐，但她总希望能给患者多一份温馨……

有一位刚收治的患有糖尿病的老奶奶，血糖一直持续
高位，因为恐惧，老人不敢吃饭，生怕血糖会更高。“老人低
血糖表现比较早，要避免出现低血糖，就必须赶紧补给。”
有 5年内分泌护理经验的侯娜知道糖尿病人饮食的重要

性。“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出现心慌的感觉，要第一时间
进食，我给您备点儿零食。”侯娜联系了隔离区外的队友，
为老人送来零食，明白其中利害关系的老人不停地说着谢
谢。

一次值夜班期间，天色已渐渐泛白，病房里一位80多
岁的老爷爷又一次拽掉氧气，摘下口罩，拔掉监护仪……侯
娜判断老人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呼吸不畅和恐惧，便一边
安抚老人一边耐心解释，“爷爷，您身上连着的这些管子都
是救命的……”“您放心，等您好了，这些管子都会一个一个
撤掉……”“您现在要好好配合我们，才能尽快好起来……”
在她的持续劝说下，老人逐渐安静下来，眼里噙着泪花，安
静入睡了。

因爱而来，为爱而战。侯娜说，对于危重症病区的患
者，除了要耐心解释和安慰，消除他们的恐惧，更要寸步不
离地守护在他们身边，发现端倪，及时救治。

侯娜也有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患者的时候，那时她就默
默地倾听着，让患者的情绪有一个出口。更多的时候，侯娜
是被武汉人民感动着，无论是总帮助自己解围的 25床病
人、驻地的志愿者，还是接送她上下班的司机、酒店前台的

“逆行者免费便利店”，都让她感受到来自每一个平凡武汉
人的温暖与感动。

疫情日趋平稳，侯娜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她能
摘下口罩，近距离地感受武汉这座美丽的城市，和跟她一
起战斗着的英雄的武汉人民。三月的武汉，樱花绽放，春意无限，一群“大

白”仍旧在守护着这座城市。3月14日8时，走出
武汉市肺科医院隔离病区时，房玉卿才感觉到
贴身衣服已被汗水浸透。

作为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名医
务人员，市中心医院消化科护士房玉卿说，使命
和责任让她忘记了害怕。

“第一次进隔离病区是在 2月 24日，虽然穿
着厚厚的防护服，但当时感觉每呼吸一下都有
被感染的危险。”回想起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时
的心情，房玉卿自嘲地笑了笑。她说，“我也是平
凡人，也有过恐惧，但白衣战袍给了我无限的勇
气！”

“你别碰我，要不然你也会被传染的。”看着
缩在病床一角的患者赵阿姨，房玉卿既心酸又
感动。“那天赵阿姨刚刚转诊到我们病区，可能
是经过长时间的隔离，又刚刚确诊，心理压力
大，我就告诉她这个病的治愈率很高，她的病情
也比较轻，不要害怕。”房玉卿反复劝说，仍然没
有得到患者的正面回应。

怎么办？她热了一杯牛奶并亲自送到赵阿
姨手里。“赵阿姨接过牛奶的时候，可能是因为
我递牛奶的行为，或者是因为那杯牛奶的热
度，我能感觉到，那个瞬间她的整个身体都舒
展了，我赶紧抓住机会给她扎针。阿姨说‘一点

也不疼’，脸上写满了信赖和托付。”做了 14年
护士工作的房玉卿，又一次深切感受到被患者
信任的快乐。

室外春光明媚，暖意融融，隔离病房内的温
度也日渐升高，穿着严密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如
同行走在“桑拿房”。由于隔离病房内没有护工，
房玉卿便成为“四合一”护士，即一人要身兼护
工、保洁、心理咨询师、护士四职。每次刚进入病
房不久，浑身就会变得湿漉漉的，汗水一滴一滴
滑下，流到脚面上时却已变得冰凉。

房玉卿负责护理的患者以老年人居多，对
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患者，她需要付出更多的
精力。“我负责的 8名患者都上了年纪，得像小
孩一样照看他们，摸摸肚子、帮忙排尿、时常翻
身……因为当地方言比较难懂，没有人翻译的
时候我就勤往他们跟前跑，边看口型边猜发音
再辅助肢体语言进行沟通，时间长了就沟通无
障碍了。”

“有时候上班前，我都不敢去看当天的气
温，看到温度就会想起那种热得喘不上气的感
觉。但是直到进入病房，看到患者期待你的眼
神，看到他们的笑容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放
松，就给了我坚持下去的无限动力。”房玉卿
说，坚持下去就有更多的希望，朝气蓬勃的春
天已经来了！

3月 7日，王俊晖轮休。这一天，回到
驻地的他打开微信工作群里实时更新的
新冠肺炎疫情动态学习文件，边仔细浏
览，边快速做着笔记。

记者连线王俊晖时，他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没做啥特别的事情，都是应
该做的。”

王俊晖是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主
管护师，作为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他说在武汉的这些天里，每天都
能感受到温暖。

刚到武汉时，王俊晖所在病区的主
管医师就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贴在防护
服上，患者加上微信后，随时可以联系
他。“有时候患者心情不好，当面不想说
的话，就跟医生在微信里聊；有什么需
要，有什么难言之隐，也通过微信说，主
管医师每次都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再
后来，每个病房都贴了二维码图片，患者

用手机扫一扫，就能了解到许多他们迫
切想了解的内容。

王俊晖说，小小的一个二维码，像一
份“流动”的爱，把医患更亲密地联系在
一起。

3月 6日，王俊晖负责的病区又有 6
位患者出院了。

“谢谢你们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你们
了，你们都是英雄。”

“我一定好好爱自己，一定好好生
活。”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等疫情过去
了，我带你们在武汉好好转转。”

回想起患者出院时的点点滴滴，王
俊晖几乎能复述出每一位患者临走时的
每一句话，“每个人都对生命充满了敬
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所有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不懈努力下，这个充
满勃勃生机的春天终于来了！”

2月28日11时50分，武汉市肺科医院，山西省支援湖北医疗队接
管的住院部 11层，市中心医院消化科护士长刘晶晶换上防护服，给了
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微笑后，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刘晶晶负责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ICU病房里有一位“特殊”的患
者，该名患者因脑梗后遗症左侧偏瘫卧床，运动和语言能力丧失。对于
这样的患者，不仅基础护理任务量大，专业护理任务也非常繁重。

如何做好护理？有着7年神经外科重症护理经验的刘晶晶知道，必须
特别勤快、特别细心、特别耐心地关注患者。“患者想说说不出来，想动又
动不了，因为需求得不到快速回应，再加上家属不能陪床没有安全感，患
者的情绪就会很焦虑，也容易激动，这对治疗非常不利。”

下午两点多，一直关注着这名患者的刘晶晶看到患者面带急色，抬
起一只手，掌心朝内，手向下扇动着，便赶忙走近他，弯下腰，紧紧握住
那只悬在半空中的手。

“大叔，您是哪里不舒服吗？”刘晶晶关切地问。患者摇头！“那您是
口渴了？”还是摇头。刘晶晶把自己能想到的问题几乎问了个遍，得到的
都是否定。一筹莫展的刘晶晶突然想到患者的右手可以活动，他们可以
通过纸笔进行交流！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患者后，患者终于点了点头，松
开了一直紧握着的手。

“您是想坐起来？”刘晶晶依稀辨认着患者歪歪斜斜的字迹，患者微
微点头后，她便轻轻扶着患者靠坐在床上。然而，坐起来的患者仍在不
停地摇晃床挡，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患者是想下床。

这次，刘晶晶一下就猜对了，但却不能执行。“患者左侧肌力为
零，连肌肉收缩都没有，如果现在下床，一定会栽倒在地，后果不堪
设想。”

刘晶晶一边用湿巾为老人擦去嘴角的水渍，一边紧紧握住老人的
手，轻声细语地对老人说：“您身上插了很多导管，您还在输液，可不能
动。”看到患者不像刚才那样激动了，刘晶晶便趁热打铁告诉他，今天又
有患者康复出院了，只要听医生护士的话，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能好
起来……护目镜下，她的眼睛里充满温情和笑意，她像对待孩子一样，
用手轻触患者的额头，患者渐渐恢复了平静。

此时的武汉，草长莺飞，春天已翩然而至。刘晶晶希望所有的患者
都能被温暖治愈。这温暖，发自每一个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内心深
处，也源自每一个感受并回应着的患者。

“3月 2日，来到武汉已经整整 14天
了，从开始收拾病房、整理病区、收治第一
个患者，到现在累计收治50多名患者，严
格的驻地生活流程、充足的后勤物资保
障、队员间随时伸出的援手，尤其是‘郭妈
妈’……这一切都成就了我们这支既纪律
严明、又彼此守望相助的战地医疗队，也
成就了我。我很感激医疗队里的每一个
人，他们让我感受到团队的强大；我也很
感激每一个患者，他们让我看到了自己的
价值……这段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的一
笔宝贵经验和财富。”作为我市第三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市中心医院神经内
科护士席端在近千字的日记里写满了一
个年轻医者的成长和感念。

席端口中的“郭妈妈”叫郭淑明，是
市中心医院副院长，也是我市第三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长。“叫郭妈妈是有来由
的。”席端第一次进隔离区前，郭淑明贴
心地为他整理防护服、穿上靴套，那一
刻，他感受到了妈妈般的温暖，“感觉就
像儿子要上战场了，妈妈为他整理行装
一样，因为我在出发前妈妈也是这么帮
我整理的。”

“不要太紧张，不要着急，慢慢呼吸，
慢慢适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开展工

作……”就要进入隔离区了，郭淑明仍在
反复叮嘱他，那种如同妈妈对儿子的担
忧和唠叨，令席端长久沉浸在幸福的包
围中。

感受到幸福的席端，用点点滴滴的细
心呵护，让爱在隔离病房里缓缓流淌……

武汉市肺科医院 11层，中午 12时，
席端开始进行危重病人床旁交接。有一
位老年患者长期卧床，身上有多处压疮，
让席端格外心疼。“引发压疮的原因有很
多，但要想让压疮尽快好起来，营养摄入
很重要。”为其他患者分发完午餐后，席
端特意过来看这位患者，却发现老人还
没吃饭，饭菜也已经凉了。细心热过饭之
后，他开始喂老人吃饭。“其实喂饭挺危
险的。”因为患者吃饭时需要摘下口罩，
老人的吞咽能力又不好，一勺一勺需要
很长时间，无形中就会加大感染的风险。
看到老人吃得很急，席端时不时劝说着：

“慢慢吃，慢慢咽，别着急。”喂完饭后，原
先情绪不高的老人双手合十，一个劲儿
点头说着‘谢谢’！累出一身汗的席端却
不好意思起来。

“我不太会说话，但我就认一点儿，
关爱患者，做好工作，这是我作为一名医
者的职责。”席端说。

“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请所有关心我们的人
放心。”3月 4日，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常小惠想要向所有关心他们
的人报一声平安、说一句感谢。

作为一名急诊科护士，常小惠所在的科室经
常与死神赛跑。“在这个岗位上，我感受最深的就
是，人在灾难和疾病面前是脆弱的，但也是最不可
战胜的。”

疫情发生伊始，常小惠便再三要求去最前线
支援。这个勇敢的“90后”女护士曾经最害怕的
事就是“打针”。“小时候很怕‘打针’，所以看到手
拿针管、穿白大褂的人就觉得他们一定特别厉
害，才能做这份工作，这也是我选择做一名护士
的原因。”

常小惠记得离开临汾前往武汉的时候，她
的爱人前来送行。“他说‘你去，那是你的工作，
你要好好干’。”常小惠知道爱人对自己的支持，
但直到那一天她才知道身边这个硬汉对她的牵
挂和不舍。“坐上去武汉的大巴车，透过车窗我
看到了他眼里强忍着的眼泪，我们谈恋爱到结
婚三年了，我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泪。”说到这里，
乐观爱笑的常小惠哽咽了。

“我后来才发现他开车一路跟着大巴车到
了高速口。”常小惠觉得自己是被幸福包裹着
的人。

来到武汉，一下飞机，常小惠便感受到了落
差。“一路上看不到几个人，那时便觉得会有一场
硬仗等着我。”常小惠做好了心理准备，“推己及
人地想，一个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如果我
是武汉人，如果我是患者，情绪也难免会焦虑、会
低落，我都能想到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会是多么
大的挑战。”

进入武汉市肺科医院，看到自己要照料的患
者，尤其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时，常小惠长出了一
口气。“那种热情、向上的精气神儿非常有力量，当
时就觉得武汉是一个不会被打败的城市，武汉人
民是英雄的人民！”

穿上防护服的常小惠冷静沉稳耐心，脱下
防护服的常小惠则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的微信头像用的是卡
通人物，她喜欢把可爱的表情穿插在微信聊天中，在她眼里，未来
的一切都是美好且充满期待的。“春暖花开是归期！”她为自己鼓
劲儿，也为所有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加油！

从接到支援湖北的通知到出发前，丁娇一直在学习不
断更新的治疗指南，做着最充分的准备。

丁娇是市中心医院心内科的一名医生，也是我市第三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工作的日子
里，她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忙碌，她用医术去治愈患者，
带给他们希望和温暖，同时也被那里的温暖感动着。

与患者鲁阿姨的接触令丁娇记忆深刻。
2月22日，丁娇查房时看到刚刚入院的患者躺在床上

唉声叹气、满脸愁云，便关切地上前询问，原来由于走得匆
忙，患者没带任何生活物品。细心的丁娇下班后专门跑到
超市给患者买了洗衣液、香皂、抽纸等用品，但跑了两家超
市都没能买到拖鞋，知道情况后的市中心医院带队医生郭

淑明把自己崭新的拖鞋拿了出来。
“阿姨，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好起

来。”丁娇一边安慰患者，一边把苹果、梨、煮饼等山西特产
拿给她。看着准备齐全的生活用品，听着丁娇的贴心话，鲁
阿姨开心得像个孩子，心里的焦虑不安渐渐散去，病情也
逐渐有了好转。

2月 29日晚，鲁阿姨转去了轻症病区，但她依然习惯
每天向丁娇“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

3月 3日一大早，鲁阿姨高兴地给她发来信息：“丁医
生，我可以出院了，谢谢你。”丁娇说，患者康复出院的消息
是她此行收到的最开心的礼物。

由于不能随意在值班室和病区之间来回走动，丁娇把

自己的手机号和微信给了每一位她负责的患者。并把患者
从发病到住院的资料都整理出来，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
给他们听，增加患者恢复健康的信心。

丁娇的付出温暖着、感动着每位患者，她自己也同样
被温暖、感动包裹着。

从驻地到医院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每次上班都要
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但不论刮风下雨还是星辰满天，走出
驻地或医院门口时，总有人在那里等着接送他们。“我们每
一个医生、护士的班次都不一样，他们每天就排好班等在外
面，好几次都看到他们站在马路边吃盒饭，看到我们出来了
就迅速三两口扒拉完，为了紧我们的时间，他们吃的饭都是
凉的……”感动着、心疼着，丁娇每次坐车前都会提前洗好
一个苹果或者梨，要不就带点牛肉、香肠等拿给司机，“这些
志愿者原本可以选择待在家里规避风险，现在却连口热饭
都吃不上，每天接送我们，就想对他们好点儿。”

“疫情面前，全国上下没人是旁观者，每个人都在尽己
所能伸出援手。大家彼此感动着、温暖着，众志成城，必定
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丁娇坚信。

2020 年新春的一场疫情，冲淡了浓浓的
年味，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打响，让这个春天
变得不平凡。

为了打赢这场人民战争，许多白衣天使
毅然选择了逆行，冲在疫情最前沿。市第二人
民医院骨科副主任护师张秀娟就是其中一
员。“70 后”张秀娟在一线临床护理岗位工作
了 25 年，这次是她继参加 2010 年青海玉树抗
震救灾后的第二次出征。作为第二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员出征，她说，不是一时的冲动，而
是使命的召唤。

在武汉硚口武体方舱医院，张秀娟精心
照顾每位患者，她不单单是治病救人，更把患
者当亲人对待。2 月 29 日中班，张秀娟护理的
是 C 舱。下午 6 点左右，她接到了病区出院患
者名单。收到出院通知的患者都很高兴，可是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C 舱的一个患者得知出院患者名单上没

有他时，便很生气地去找医护人员理论……
“我们耐心解释，可老大爷就是不听，甚至摆
出一副今天不让他出院、大家谁也别想走的
架势。”张秀娟赶紧把老大爷在B舱治疗的老伴
儿叫过来，让她进行劝说，可是仍然没有效果。
张秀娟说，他们会将老两口的情况上报给专
家组，情况允许的话，会安排老两口一起出
院，但老大爷就是不听劝，音量越来越高，情
绪也越来越激动。

万般无奈下，张秀娟只能用对讲机当着老
两口的面跟方舱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听到总指
挥部的回复后，老大爷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是张秀娟都凭着丰富
的经验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一一进行
了化解。

3月1日，张秀娟所在的方舱医院休舱。短暂
休整后，她和战友们又转战到武汉的另一家医
疗机构，继续为战胜疫情而努力。

“下飞机后，坐上去驻地的班车，看着空荡荡的机场，寂静的街
道，武汉，这个偌大的都市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武汉需要我们，我
们与武汉同在！”这是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市中心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科杨江亭写在日记本第一页的话。

杨江亭，2013年进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2017年赴北
京协和医院MICU进修，主修气道护理与呼吸治疗，是一个年轻而又
经验丰富的护士。2月18日，抵达武汉并经过岗前培训后，迅速在武
汉市肺科医院上岗。

2月 28日，杨江亭值夜班。一位从养老院来的 68岁患者，左侧
偏瘫、失语，长期进食流食。为了避免患者肺部进一步感染，需要留
置胃管。虽然患者不能说话，但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对插胃管
十分抵触。插管前，杨江亭与老人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沟通，她便与
助手一起为患者进行胃部插管。“当胃管通过鼻窦快到咽喉部时，
因为紧张，老人的右手使劲抓住我的手，差点将我的三层防护手套
抠破。”杨江亭回忆道，当时也很担心手套会被抓破，加大感染几
率。于是，她再次对老人进行安抚，分散他的注意力，并教他如何吞
咽。患者稍微平静下来后，她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艺，趁老
人吸气的同时，迅速将胃管通过咽喉部。“经过咽喉部时，是患者最
难受的时候，如果技术不过关，患者极有可能将痰液喷到医护人员
脸上……”在助手的全力配合下，杨江亭顺利将胃管插好，全程不
到 3分钟。

在武汉，杨江亭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3月 3日下午休息的时
候，酒店给她送来了生日蛋糕，大家知道后，纷纷在群里为她送上
祝福。

晚上，杨江亭在蛋糕前许愿：“愿武汉、临汾和所有中国人，都康
宁寿久，居之不疾……”

“黎明前的黑暗说来漫长却总是被赋予希
望，出征前的担忧在声声宣誓中也早已化为无形
的力量。来了，就应该全力以赴，尽自己微薄之力
赶走病魔！”在武汉奋战的这些天，郭亚丹感慨万
千，曾经的些许害怕、不安和焦虑在上战场的瞬
间早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满腔热血。

郭亚丹是市人民医院口眼科护士，也是我市
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疫情开始之初，
她就做好了随时支援一线的准备，第一时间递交
了“请战书”，三次向院领导申请，直到“榜上有
名”。带着医者的初心、责任和使命，郭亚丹奔向
了最前线。她说：“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和病人
共战病魔，才能不负‘白衣天使’的称号。”

郭亚丹所在的武汉市肺科医院收治的是重
症患者，且老年人比较多，工作量和压力对于90
后的她无疑是一场“考验”。扎针输液、喂饭喂水、
拖地擦洗、搬移氧气罐……病房里，这个看似弱
不禁风的小女子瞬间演变为“文武双全”的女汉
子，什么样的“苦差事”她都抢着干。

“我们负责的病区老年患者比较多，在治疗
和护理上必须细致用心，不只是要减少他们身
体上的痛苦，更要用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护
理好他们。”在郭亚丹看来，既然上了战场，就要
付出百倍努力认真做好每一件细小的事。病房
巡视中，每次遇到因害怕、焦虑导致辗转难眠的
患者，她便蹲在床头，耐心进行开导，给予他们
信心，轻抚与拥抱成了最有效用的“药剂”。凌晨
的血氧饱和度监测中，为了不吵醒已入睡的患
者，她借着楼道的余光、迈着笨拙的步伐，小心
翼翼地为每一位患者进行测量。其中，一位80多
岁的患者执意亲手在她的防护服上写下“山西
临汾”，表示感谢。

在患者眼中，郭亚丹如“守护神”，离危险最
近，却从不畏惧。正如她所说：“生活中总会有不
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既然身穿‘战
袍’，就要与病毒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为了他们
心里那份治病救人的信念、冲锋陷阵的使命和
对春暖花开的期盼！”

小学一年级的张皓杰不止一次对爸
爸说：“我的妈妈是超人，我梦见过，她带
着武汉鸭脖回家了。”当他实在想妈妈的
时候，就要求与妈妈视频通话。而妈妈总
是很忙，偶尔视频也总是给他讲在武汉
市肺科医院照顾生病的老爷爷、老奶奶
的故事。

“妈妈今天陪一个生病的爷爷聊天，
希望他振作坚强。”

“妈妈今天看到一个奶奶康复走出
了医院，真开心。”

“你看妈妈刚卸下口罩，满脸都是印
儿，好丑。”

……
这时，皓杰就会给妈妈加油鼓劲儿。
皓杰的妈妈郭晓婧是市人民医院手

术室的一名护士，作为我市第三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出征武汉。2月 24日，是
她正式上战场的日子。“戴口罩、帽子、
护目镜，穿一次性手术衣、防护衣等等，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疏忽，穿好后，贴身
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回忆起那天，郭晓

婧依旧有些紧张。她深吸一口气，一边
给自己加油，一边鼓起勇气，推开了舱
门。安静的病房里，只有三种声音，氧气
的气流声、监护仪的报警声、自己急促
的呼吸声。

工作中，除了日常临床监测、计量、
送饭、问询等事宜，她还会抽空陪患者聊
天，排解他们的焦虑和恐慌。

每当夜幕降临，患者们进入梦乡，她
便成为守护者。看到一位大爷晚上不睡
觉，她就会走过去跟他聊天。时间久了，
大爷跟她熟络了。“您现在指标都挺好
的，再养几天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要多吃
饭、多休息。”郭晓婧总会安慰他。“谢谢
你，山西姑娘。”看着大爷一天天恢复健
康，郭晓婧心里暖暖的。

丈夫张剑勇与郭晓婧一样，都在市人
民医院工作，也很忙。从美丽的长发到利
落的短发，郭晓婧戏称，如今她和丈夫不
像夫妻，更像并肩作战的“兄弟”。“虽然不
在一起，但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在不
同岗位上为抗击疫情做着同样的努力。”

“在家庭中，我是儿媳、妻子和母亲，
守护着家庭；在工作中，我是一名护士，
一名共产党员，救治患者重任在肩！你们
是我的最爱，但此时此刻武汉更需要
我！”

——爱你们的闫晶
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管护师闫

晶接到出征湖北的通知后，担心家人情
绪波动，便写信告诉了家人这个消息。

收到信的家人没有埋怨闫晶，而是
全力支持她。“既然你选择了出征，就该
肩负起自己的使命。这是祖国吹响的集
结号，你要用实际行动书写一名共产党
员的荣光，等你凯旋！”

抵达武汉、经过严训后的闫晶，立即
投入到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区的工作中。

在病区，闫晶精心护理每位患者，耐
心回答他们的疑问，解开患者的心结。一

位62岁的大伯患有脑梗塞，行动不便，有
些焦虑。她一有空就去看他，帮他拍背、
翻身，像亲人一样陪他聊天。慢慢地，大
伯的情绪好转，彼此熟络起来。一天，大
伯问她：“我们的病到底有没有救，我还
有希望治好吗？”她笑着说：“当然能治
好。只要您吃好睡好，配合治疗，一切都
会好起来！加油！”“谢谢你，姑娘。有你们
在，我也更有信心了。”大伯笑着说。

驰援武汉期间，口罩、酒精、消毒液
等爱心物资源源不断送来。虽然不知道
这些紧俏物资来自哪里，但她和同事们
的心暖暖的，下定决心要与武汉人民一
起共克难关，战胜病毒。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
天不会来临。“武汉现在生病了，但是有祖
国作强大后盾，它一定会好起来的。”闫晶
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武汉的祝福。

“工作中细心，责任心强，积极肯干；团队里做好后勤保障；把苦、
累、怨留给自己，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3月6日，武汉市肺科医院发出了一张山西省第十一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每日一星”的海报，如上是对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李海杰的评价。

李海杰是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得知我市组建第三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时，她在“请战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才把消息告诉
家人。

“我是党员，我要去支援湖北。”当家人再次反对的时候，她这样
向家人解释。其实，在她签名的时候，医院的同事及护理部主任都很
担心她，并劝她放弃这个决定。

2019年 7月，李海杰做过一次甲状腺手术，虽然身体恢复得很
好，但身边人都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我想去，别人都劝我别去，内
心很复杂,觉得不被人理解。”即便如此，李海杰还是毅然剪掉了心爱
的披肩秀发，作出了支援湖北的决定。

在武汉奋战的日子里，李海杰会在工作之余，记录生活的点滴。在
病房里，她不单单是简单的治病救人，重症患者的吃喝拉撒也要做到全
方位照顾。用她自己的话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仅是护士，还是患者
的亲人、家属。”

在抗疫一线，李海杰累并快乐着。护理的患者中，一位40多岁的
武汉中年人让李海杰印象深刻。由于该患者脾气暴躁，情绪激动，许
多护士都怕照顾他。李海杰通过和他唠家常，知道他妻子在另外一家
医院治疗，便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心理辅导，患者的情绪稳定了许
多，再次给他发药、量体温时，他还对李海杰说了声“谢谢”。得知此事
后，护士们都对李海杰竖起了大拇指。

“防护服上有我的名字，也有‘临汾市人民医院’几个字。”李海杰
表示，“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要用过硬的业务知识和积极
热情的服务态度做好每一件事。”

“待到春暖花开，再看往日繁华。”李海杰表示，“作为一名党员，
从入党宣誓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将一切困难置之度外，并愿意用实
际行动，践行好一个党员的义务和责任。”

驰援湖北 同心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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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应该做的事情”
本报记者 刘静

我感动了你 你温暖了我
本报记者 李卫红

是暖男 更是硬汉
本报记者 闫晏宏

因爱而来 为爱而战
本报记者 闫晏宏

小草也要努力唤醒春天
本报记者 郝海军

隔离病房里的约定
本报记者 亢亚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