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二十九，受国家卫健委指派赴广西指导新

冠疫情防控；大年初一，又作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带着 21人的队伍奔赴

武汉……他叫罗凤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科党

总支书记，也是华西医院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

队长。进入武汉江汉区红十字会医院病房的第一

天，他就告诉患者：“我们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党和政府让我们来帮助大家共渡难关，有我们在，

你们不用怕！”

我是党员，不上前线谁上
前线

时钟拨回到 1 月 23 日，大年二十九，正是人们

筹备年货准备欢度春节的日子，此时罗凤鸣受国家

卫健委指派，作为专家组成员奔赴南宁检查指导广

西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大年三十，刚结束广西工作的他回到成都，还

顾不上休息，又作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医疗队

临时党支部书记，在大年初一带着 21人的队伍奔赴

武汉。“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是医生，治病救人义

不容辞，我还是党员，要以身作则，与团队努力出色

地完成救援任务。”罗凤鸣始终牢记着他的使命，

“我是党员干部，我不上前线谁上前线。”

从到武汉的第一天开始，罗凤鸣就迅速带领医

疗队投入到江汉区红十字会医院的抗疫工作中，1

月 25日成立临时“新冠感染科”托管 30名患者，1月

27日接管 13楼整个病房，1月 30日接管和重建重症

病房……

罗凤鸣把医疗队员分成 3 组，除了打针、输液、

管道护理、血糖监测等常规工作外，还要帮助病人

发放盒饭，协助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进食进饮，对

病人做健康宣教和心理疏导。队员们在上班的 5个

多小时里不喝水，因为基本没有上厕所时间。作为

医疗队长的罗凤鸣，除了治疗任务，还有许多指导、

会诊的工作，每天他都像个陀螺一样，辗转在临床

救治、查房、诊疗、放射、重症会诊的高强度工作

中。罗凤鸣的拼命，队员们都看在眼里：“每次下

班，看着他深陷的眼眶，因为防护用品紧压导致的

紫红色鼻梁，我们都希望他适度休息，但每次他都

风趣地说，‘怪我的鼻子太挺了’。”

发现问题，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出发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嘱托罗

凤鸣：“要发挥好华西医院在历次紧急医疗救援中

总结的经验，与当地的医护团队密切配合，加强合

作。”

发现问题，总结经验，逐步推广，这是罗凤鸣和

队员们的目标。

面对集中供氧系统压力不足，罗凤鸣带领团队

把集中供氧系统和钢瓶供氧相结合，用最“土”的办

法增加患者供氧量。“在集中供氧条件下，如果患者

使用无创呼吸机，我们就给患者增加钢瓶鼻导管吸

氧；如果患者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仪，我们就给患

者增加钢瓶面罩吸氧。”罗凤鸣表示，在实践中多名

患者使用这些“土办法”后，血氧饱和度指标出现了

明显上升。

在调研了江汉区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现状后，罗

凤鸣提出重新规划收治病人，轻、中、重症病人按楼

层和房间分级治疗，对病房进行规范管理。2 月 2

日，罗凤鸣牵头撰写了《四川医疗队—协和武汉红

十字医院病人诊治流程（试行）》。“这是在卫健委第

四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基础上，结合江汉区红十字

会医院的具体情况，给出的不同病房、不同分层患

者的分类处理及诊治流程建议。”罗凤鸣说，流程对

与协和武汉江汉区红十字会医院类似的二甲医院

参与疫情防控具有参考意义。目前，第一版已下发

到各科室供临床医生使用。

有多少人去，就要有多少
人平安回来

除了救治患者，罗凤鸣还如兄长般关照着身边每

一位医疗人员。身处疫情严重的医院，他知道队员们

心里不紧张、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于是每天都关心询问

队员和红十字会医院医护人员的身体情况，帮助江汉

区红十字会医院医护人员患病的家属会诊。

在队员眼中，罗凤鸣永远沉着冷静，面带微笑，

若哪一位队员有身体不适，他都会亲自去探望，了

解病情并安排治疗。

一次，队内一位护士低烧，他立即安排 CT 检

查，结果显示右肺膜玻璃影，这和新冠肺炎患者肺

部影像很接近。接到放射科电话后，他放下刚吃了

一口的盒饭，立即赶到医院。看着慌乱不安的队

员，他亲切安慰，冷静地调取该队员出发前的影像

对比，最后证实是虚惊一场。为了让队员不要有心

理负担，他陪队员慢慢走回驻地，聊天安抚让队员

放松下来。

“任何事情罗教授都亲力亲为，和大家一起搬

物资，关心我们衣物是否够穿。”一位医疗队员说，

他时常告诉队员们：有多少人去，就要有多少人平

安回来。

罗凤鸣：病人心中的救星，队员眼里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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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由于防护服不透气，工作

量比较大，浑身出汗，防护服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汗液已

经把身体的水分无情‘榨干’。

”

“

陶玉祥 本报记者 盛 利

邹争春 本报记者 陆成宽

腊月三十，听说了武汉的疫情情况，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胸外科护士长赵孝英早早就来到科室，向组织提出了请战

要求。

当天下午，走在回家的路上的赵孝英就接到了电话通知，

“赵护士长，通知您参加医疗队，立即到单位集结”。赵孝英边

折返边给家人打电话告别。她怕影响父母过年的情绪，更怕

父母、儿子担心，于是让爱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今年工作忙，回

不去了。

除夕夜，临登机时的赵孝英望着北方，想起了父亲当初送

她进军营时说的话，“堂前孝父母，在外忠国家”。

1 月 26 日下午，接管金银潭医院的医疗队开始接收患

者。赵孝英进入红区战斗，1 个、2 个、3 个……不断有患者被

送入病房。她和战友们监测体温、记录治疗、和病人沟通……

“赵护士长，你在红区 4 个小时了，请返回清洁区！”同事

蒋小娟通过电话对忘我战斗的赵孝英发出了第一次通知。曾

经抗击埃搏拉时她俩就是一对好搭档。

但看着患者渴望的眼神，看着年轻护士首次接触病人精

神高度紧张的样子，赵孝英选择了继续在岗位上战斗。她说：

“我是老兵，抗击过埃搏拉，有经验，有我在能平复护士们的情

绪。”

“赵护士长，5 个小时了，马上返回清洁区！”这是第二次

通知。“还有几个病人，很快就结束。”赵孝英挂了电话，继续战

斗。赵孝英的忘我行为感动着病人，也感染着和她并肩战斗

的战友。

红区、黄区，黄区、红区。赵孝英一直奔波于两边，联系着

病人和医生。

“我呼吸难受，这都解决不了，还治个什么。”45床的陈老

先生是一名高龄重症病人，有很严重的基础疾病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入院后情绪十分烦躁，不吃饭、不配

合治疗。

赵孝英和战友们一边每天轮流陪他聊天，疏通他的心结，

一边及时把情况向专家反映。心态慢慢平和了的陈老先生渐

渐配合用药后，氧饱和度从 93%上升至 96%，呼吸困难也得到

缓解，有什么需求也愿意向赵孝英她们说了。

“和解放军在一起，不孤独不焦虑。解放军是最温暖的陪

伴。”慢慢地，陈老先生变了个人似的，感谢医疗队，称赞医疗

队员的话也不断从他口中说出。

“我穿过军装，向党旗宣过誓，面对严峻的疫情，肩上只有

沉甸甸的责任。”赵孝英表示，虽然没能回山东尽孝，但我在战

斗，父亲会为有我这样的女儿自豪。

面对疫情

她扛起沉甸甸的责任

战疫一线有种另类“神器”

2月16日 武汉人民医院东院区 晴
武荧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科专业护师

在普通人眼中，新闻上出现的医护人员为了不

浪费防护服，减少感染几率，忍着 8 小时不上厕所，

这种行为让人震惊又敬佩，但处于特殊时期，我们

医护人员已经把它当成理所应当的了。

在出发之前，根据一线战友们的经验心得，万

海燕护士长为我们列了所需物品清单，成人纸尿

裤便是其中之一，我想大部分援鄂医务人员的行

李箱中都有这么一件防护“神器”。也许很多人不

了解，为什么要穿纸尿裤？因为防护服为一次性

连体设置，如果上厕所的话，就要重新更换一套，

穿脱防护服实在是太麻烦了！穿一次防护服需要

20 分钟左右，而脱一次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上，

还会造成防护资源的浪费。在隔离病房可以不喝

水，可以不吃饭，可人有三急，怎么能不上厕所

呢？于是，成人纸尿裤便成了我们的防护“神器”

之一。

在第一次进入病区之前一小时，我便没有喝

水 吃 东 西 ，但 为 了 以 防 万 一 ，还 是 穿 上 了 纸 尿

裤。幸运的是纸尿裤“神器”也没派上用场。由

于防护服不透气，工作量比较大，浑身出汗，防

护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汗液已经把身体的水

分无情“榨干”。成人纸尿裤也是消耗品，而齐

鲁 医 院 的 后 方 保 障 总 是 那 么 及 时 ，老 家 医 院 的

同 事 们 一 直 在 给 我 们 运 送 物 资 ，才 让 我 们 在 前

线没有后顾之忧。

作为抗疫路上的“逆行者”，特殊时期总要有特

殊的办法，穿上纸尿裤的我们并不丢人，依然是最

美丽的战士。

医患永远是战友

2月16日 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晴
周童 核工业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今天晚上查房不轻松，原本只想把重点病人过

一遍，但是走进病房，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有这样那

样的疑问。

“医生，我怎么还发热啊？”“医生，我今天早上

抽血的结果怎么样啊？”“医生，这是我的 CT 片，你

再帮我看看？”“医生，能帮我把地上的袋子放到椅

子上吗？”

其实，经我诊治的大部分病人都并非重症，没

有太严重的问题，无需特殊处理。但是，从他们的

眼神中我可以看出祈求、期盼和希望。

我则耐心地一一回复着他们。

“阿姨，没事的，体温虽然有点波动，但是总体

趋势还是往下走的，耐心点！”“大姐，检查的结果

基本还是满意的，但是不能大意，还是要坚持，营

养要加强，适当活动，不要经常躺在床上！”“小伙

子，你这个 CT 和前面相比，炎症范围没有扩大，

但是吸收还是有点慢，还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别着

急！”“老太太，你这个氧气管一定要戴在鼻孔上，

否则就不起作用了，来，我帮你再戴一下！”“你差

不多可以出院了，等会，别太兴奋，回去还得再隔

离两周，记住了吗？”

病情稳定的，我要鼓励他坚持；病情好转的，我

要劝他“戒骄戒躁”；依从性差的，我要加强督促；自

理能力差的，我要多关注帮助……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病区，我们不仅仅

是去救助，更多的是要去陪伴，去倾听，去交流。

医患永远是战友！我们一起加油！

特殊时期的惺惺相惜

2月16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 晴
阮征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护士

今天是来武汉的第 19天了，每天我们都在充实

的工作与生活中度过。最近几次班，都碰到同一组

的小妹妹们，在空暇时间聊了一下，发现她们居然

都是 90后，还有一位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样身为

母亲，我们感同身受，对孩子的想念犹如灌了一口

二锅头，有点儿上头。但我们工作起来，却又是那

么义无反顾。

上一个班中，一位老大爷由于病情相对较重需

要吸氧，整个人都是弱弱地瘫在床上，晚上发饭时

我看中午的饭他也只吃了几口，于是我跟老大爷

说：“好好吃饭吧，不然身体怎么会有劲，怎么有抵

抗力呀。”他只是摆摆手：“不想吃，没办法的。”我找

来搭档燕雯，一起努力劝说，5 分钟过去了，还是没

有效果，没办法，我俩只能互相配合，我扶起大爷，

她帮着一口一口地喂！

大爷也感动于我们的坚持，说：“你们放下吧，

我自己吃。”出了病房，我两已经开始喘粗气，但能

看到彼此的眉眼之间写着“棒”字！

“戴好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别紧张，

您已经好多了，继续加油。”“血氧特别好，也不憋气

了吧，再努力，氧气就可以撤掉了。”“在床上一定多

做勾脚背的动作增加血液循环，定时翻身，腿要活

动，不然会有血栓。”

每天，我们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对着病人说这

些话。我们如果累喘了，就歇一歇然后继续说，再

累了就听一听，再继续说。

在这个特殊时期的隔离病房中，我们能感受到

彼此的关怀与爱护，能感受到战友间的惺惺相惜，

能感受到来自武汉人民的热情与感恩。我们也将

一往无前，一定打赢这场战“疫”。

他的手紧紧拉着我的防护服

2月15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区 小雪
夏艳辉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ICU护

士
连着阴雨好几天，今天的武汉飘起了雪花，伴

着大风，纷纷扬扬的，犹如我的心情，无比的复杂。

由于工作安排，我调离 ICU 病房，转到危重症

隔离病房上班。这里的病人没有家属的陪伴，大多

数患者都呼吸困难，需要吸氧、上监护并且不能下

床。我除了承担基本的护理工作以外，还要给病人

送饭、倒水、喂药、喂饭、清理病房垃圾……

在我给一个病人扎针的时候，他的另一只手一

直紧紧地拉着我的防护服，我虽然怕他抓破我的防

护服，让我暴露，但我并没有推开他，因为我知道他

缺乏安全感。我做完操作后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

他瞬间感动得哭了；另一个病人出现了病情加重的

情况，呼吸困难，需要气管插管，我给他换病房，帮

他脱衣服，整理物品，他费力地告诉我箱子里有两

提旺仔牛奶，没开封，不脏，他想送给我；还有一个

病人上了无创呼吸机，我帮她清理排泄物，她一直

盯着我看，我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头，示意我拉

开抽屉，里面有个本子，歪歪扭扭地记着我们每一

个护理她的护士的名字，同其他人一样，我在上面

写下我的名字，她点点头。他们虽然病着，但一直

心存感恩。

疫情仍然严峻，我能做的是尽一个护理人员最

大的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安慰。

加油，武汉！即使风再大，我们站成一排也会

将风势降低。即使雪花飘落，我们大家伸出双手，

也能让其融化。

我们不仅仅救助我们不仅仅救助，，
更多的是陪伴更多的是陪伴

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症隔离病房，，重庆三重庆三
峡中心医院重症医学主治医师黄霞与患者交流峡中心医院重症医学主治医师黄霞与患者交流，，
为他加油鼓劲为他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摄摄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特殊

的病区，我们不仅仅是去救

助，更多的要去陪伴，去倾听，

去交流。

”
“

在这个特殊时期的隔离

病房中，我们能感受到彼此的

关怀与爱护，能感受到战友间

的惺惺相惜，能感受到来自武

汉人民的热情与感恩。

”

“

加油，武汉！即使风再

大，我们站成一排也会将风势

降低。即使雪花飘落，我们大

家伸出双手，也能让其融化。

”

“2 月 16 日，
武汉雷神山医院
病房，新入院患
者与医护人员相
互 鼓 劲 加 油 。

新华社发
（高翔摄）

2月 15日，匆匆扒了两口盒饭，简单给妻子报个平安后，

范鸿儒转身又一头扎进了病房。此刻，他正在雷神山医院感

染一科第十六病区忙碌着。

范鸿儒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3 届硕士

研究生。作为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他第一批挺进雷

神山医院。他的妻子牛晓静，同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

医学院的毕业生，目前是武汉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医生。这个

小家庭的夫妻俩均作为医务工作者奋战在抗“疫”一线。

在过去的 30多天里，范鸿儒经历了太多太多。在医院呼

吸三病区支援的时候，他每天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十几个小

时，为了少上洗手间，尽量忍着不喝水，经常忙得耽误吃饭，再

辛苦他都坚持了下来。

1月 31日，得知医院组建雷神山医疗队，范鸿儒立即给医

务处打电话请缨前往支援。

范鸿儒在电话里告诉医务处余芳主任：“我不能停下来，

武汉是我的家乡，我要去雷神山，为家乡继续战斗！”余芳没有

贸然答应他的主动请缨。但范鸿儒的妻子牛晓静在旁边接过

电话，冷静地说道：“我是他的妻子，我同意他去雷神山。”

2 月 6 日，天空下起了雨，武汉市第一医院的 45 名医护人

员，在冷雨中出征雷神山医院，成为首批进驻该院的医疗队。

结合疫情救治需求，首批医疗队成员中的大多数具有新冠肺

炎的一线诊疗经验，且出发前已接受了强化培训。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范鸿儒选择逆行到抗击疫情的最前

线？“最为难忘的是入学那天读过的《大医精诚》。”范鸿儒轻声

朗读起来，“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

蚩，怨亲善友，一心赴救，无作工夫行跡之心，如此可做苍生大

医……”

我是“广中医”的孩子

今夜守护雷神山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彭 意 孟 楠

范鸿儒在雷神山医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