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夜的武汉，万籁俱寂，夜色如漆。武汉火神

山医院的一间办公室仍亮着灯光。作为火神山医

院副院长，军队援鄂医疗队专家、陆军军医大学医

疗队长、陆军特色医学中心主任徐迪雄和医疗队骨

干讨论正酣，大家连夜研究第二天的救治工作。

母亲嘱咐他放开手脚好好干

“送到我们这里的全是确诊患者，有的病情很

重，我们现在一分钟也耽误不起，与时间赛跑，与病

魔抢生命，我们多付出多努力一些，患者的生命健

康就多了一分保障。”徐迪雄言语急切。自除夕夜

从重庆奔赴武汉后，他和队员一刻也不敢懈怠，20

多天来，争分夺秒救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徐队长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强度很大，但他

拼劲十足，忘我奉献，激励着我们守好战位打胜

仗。”队员们由衷地佩服他、信任他。

这次紧急任务不期而至，是徐迪雄没想到的。

本来他已准备回老家陪身体不好的 78 岁老母亲吃

团圆饭。平时因工作繁忙很少陪在老母亲身边，他

觉得亏欠老人很多。但武汉疫情告急，形势严峻，

除夕前一天，徐迪雄被任命为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

长，带领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

“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面对组织的

信任和重托，徐迪雄没有丝毫犹豫，立即领受任务，

迅速部署工作，思想动员，抽组人员，准备物资，很

快组建起 150人的战斗队。

这时，面对期盼他回家的老母亲，他忐忑不安

地拨通电话：“妈，对不起，我这边有任务，今年过年

不回来。”老人却说：“孩子，我懂，你是军人就要听

党的话，听组织的话，放开手脚好好干，不要担心

我。”母亲话音刚落，这位从军 30载的男子汉鼻子一

阵发酸，母亲没有半点抱怨，而是非常理解支持他，

让徐迪雄非常感动。

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除夕深夜，空军运输机紧急出动，将徐迪雄带

领的医疗队快速运至武汉。按照上级任务部署，医

疗队进驻武汉疫情最前线——金银潭医院，接管了

两层病房用于接诊新冠肺炎患者。到达目的地，已

是次日凌晨。徐迪雄和指挥组来不及休息，立即指

令物资设备运送安装到位，与院方互通接洽，安排

队员住宿，制定病房改造方案，还召开医疗队党支

部紧急会议，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讨论和安排。会

议结束后，已是凌晨 3点。

“徐队长，有事情向您报告！”早上 7 点刚过，才

睡不到 4 小时的徐迪雄接到一名专家打来的电话，

他立即奔向病房现场办公。

两天后，隔离病房建好正式接诊，确诊的重症

病人一个接一个被送到里面，空气凝重了起来。队

员从没面对过传染性如此强的疾病，心里还是免不

了有些紧张。这虽不是硝烟炮火的战场，却是与死

神斗个你死我活的实战。徐迪雄决定率先垂范，为

大家鼓劲打气，要求穿上防护服亲自去里面查看。

队员劝阻说：“您在外面坐镇指挥就行，不必亲自到

里面。”他却说：“越是危险，指挥员越是要靠前指挥

作表率。”他带领指挥组的同志，穿上防护服、戴上

口罩和护目镜走进隔离区，从清洁区、半污染区、污

染区，从每个病房到每张病床，他带着大家逐一查

看，确定安全才放心让其他医护人员进入。

在他的鼓舞下，队员们不怕艰险不怕困难，以

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由于人手紧张，有的队员连

续工作近 8小时，已经远远超出工作极限，体力透支

严重；有的队员长时间穿戴护目镜和口罩，脸上被

挤压出深痕甚至血印，徐迪雄对此心疼不已，并想

尽办法来为队员们调适。

自从到了武汉，徐迪雄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

觉，被任命为火神山医院副院长后，肩上的责任和

担子更加艰巨，但他信念坚定，心怀信心，力争带领

队员实现“四个目标”：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医

务人员零感染，收治患者零投诉。疫情还未结束，

战斗仍在继续，为了最后的胜利，他和队员们坚守

战位。“坚决完成‘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他说。

图为火神山医院副院长徐迪雄 受访者供图

火神山医院副院长徐迪雄：
“坚决完成‘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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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38 岁生日，虽然远在千

里之外不能和家人一起团聚，

但在援鄂医疗队的大家庭里，

能跟大家一起生活和战斗让

我倍感荣幸。

”

“

山东省临沂市有一家 6口人，家中 4个大人相继因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住进医院，家里只剩下一个 10岁女孩和一个

1岁男孩，作为密切接触者，他们会不会被传染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临沂市兰山区疫情现场指挥部决定让两个孩子隔离观

察，抽调两名护士专门照顾。

兰山区疾控中心马上编发信息，在全区卫健系统招募志

愿者照顾孩子。军嫂、半程镇卫生院护士王秀秀抢先报名：

“我上，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照顾幼儿我有经验。”几乎在同

一时间，半程镇卫生院 95后未婚护士于玉主动请缨：“让我来

吧，你们都有小孩，我没有后顾之忧。”

1 月 28 日，大年初四下午 4 点，两名护士赶到患者家中，

带着孩子赶到隔离地点安顿。由于孩子处在隔离观察期，禁

止与外界接触，两位护士需要 24 小时陪伴左右，餐食和生活

物资等则由专人送到隔离房间门口。

每天，除了监控孩子体温，还要陪孩子玩耍，帮他们擦洗、

洗衣服等。“小女孩爱吃米饭、炒鸡蛋、沙糖橘，男孩喝奶粉、爱

吃葡萄、海苔……”这些细节王秀秀脱口而出。

白天俩人不仅照顾孩子，一有空还通过微信给孩子妈妈

分享照片。夜里一个小时起一次床，还要给孩子喂奶粉、换尿

不湿、盖被子，俩人累了只能靠在陪护床上眯一会……

孩子想妈妈了，王秀秀随时打开视频让孩子们和正在接

受治疗的家人通话。看到孩子被悉心照料，孩子母亲特别感

谢两名医务人员。前几天，孩子妈妈给王秀秀发了一则微信，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医生跟我说可以出院了。作为一个

妈妈，我希望我能早点出去。说实在的，我这当妈的也没你这

个外人照顾得好。”

在采访中，于玉说，她只是普通医护人员，希望用自己力

所能及的行动，帮助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与他们共同

战胜病魔。

两个孩子的“临时妈妈”

“金都河畔小区的居民请注意，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

勤消毒……”2月 16日，在哈尔滨市阿城区金都河畔小区上方

百米盘旋着一架无人机，不断地向居民宣传防疫常识。

拍摄者李春江是哈尔滨供电段让胡路维修车间的一名接

触网工。平时的他是一个飞檐走壁的“蜘蛛侠”，行走在线索

与线索之间，守护着列车的“大动脉”。

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一个拥有十多万粉丝的小网

红。他时常在网络上发布一些小视频和微电影。疫情暴发

后，李春江的母亲成为疫情防控的志愿者，每天为居民送去酒

精，结果旧疾复发病倒住院。休假在家的他接过母亲的接力

棒，加入哈尔滨市阿城区电视台和区科技模型无人机协会成

立的无人机防控小组，利用无人机的灵活机动性在广场、街

道、居民小区等上空进行宣传防控，实时了解辖区人群聚集、

个人口罩防护等情况，及时喊话提醒、播放防疫有关事项，确

保疫情防控宣传信息传送到每个角落，让防疫知识家喻户晓，

让每个居民科学、规范、有效地开展防疫工作。

有了这一硬核武器，阿城区各社区得以部署更多力量在

出入口进行重点疫区人员的登记、监测和服务工作。

“这两天还是无人机的初步测试，主要用于劝说居民回

家、普及防疫知识等，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应用到防控工作的

实时监督上来。”李春江说，防疫之战，每个社区都是主战场，

要构筑群防群治严密防线，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助力社区防控，

“蜘蛛侠”带来了无人机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藏德三 孙 磊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张学鹏

朱广平 陈小俊 本报记者 雍 黎

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月18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潘维伟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儿科

医生

今天是我 38岁生日，来武汉也 11天了。

一位 80岁的老爷爷，是我收的第一个病人。刚

入院时，他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都很明显。

后来，我了解到他的老伴在疫情中不幸去世，她女

儿打电话和我聊了许久，让我多关心老人。每次只

要我有时间都会和老爷子聊聊天，给他打打气。当

我看到老爷爷体温正常，咳嗽和呼吸困难明显好转

时，我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活着真好！

38岁生日，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不能和家人一起

团聚，但在援鄂医疗队的大家庭里，能跟大家一起

生活和战斗让我倍感荣幸。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北

医三院援鄂医疗队给二月份生日的队员们集体过

生日，今天大家纷纷给我送来生日祝福，乔杰院长

还特意和我合影留念。

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是患者病情好转，

最美的生日礼物是患者出院。

婚礼延期，爱未缺席

2月18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孙立佳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骨科

护士

出发来武汉前几天，爸爸妈妈还在跟我们讨论

3月 29日的婚礼要不要延期。

2 月 6 日下午 4 点半左右，突然接到护士长电

话：随时待命准备去武汉支援。挂掉电话，我的小

心脏怦怦地跳了一会儿，有点激动，但没有害怕。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在危难时能够走到一线，我感

到无比自豪！

2 月 9 日 下 午 ，我 终 于 上 岗 了 。 进 入 病 房

后，呼叫器不停地响着，工作繁琐且有序地开展

着……一位老大爷叫住了我：“小姑娘，你看你眼

镜上都是水珠，可要小心点别摔倒了！”我的眼圈

不禁有点儿红了。

2 月 10 日，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要向党员

同事们学习，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恪守职

责、坚定信念，共同抗击疫情！

2 月 12 日，第二次进入病房，通过反复的练习

对很多操作我已经很熟练了。在为一个患者更换

液体时，他说：“留置针的地方有一些疼，姑娘你帮

我看一下。”我慢慢卷起他的衣袖，仔细检查了留置

针没有问题并跟他解释可能是液体有些凉，帮他调

慢一点：“如果有不舒服，随时叫我们。”他笑了：“谢

谢你姑娘，我好久都没有笑过了。这是得病以后第

一次笑，你让我觉得很安心。”

在支援的院区中有一块碑石，上面写着：生命

之托，重于泰山。我想，自己不仅仅是一名抗疫护

士，也是他们生命的希望！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更多

的患者早日康复！

我经治的4名患者出院了

2月17日 医疗队武汉宿营地 晴
陈阳 军队援鄂医疗队队员、主治医师

今天，又一名病人出院了，这是经我治疗的第 4

位患者出院，更是转移“阵地”后经我治疗出院的第

一个患者。援助武汉 25天了，我给了患者康复的信

心，患者出院给了我必胜的信心。

这是一名 66岁的女性患者。病情不是很重，可

是，她一住进医院我就注意到她心事很重。

患者的心理状态对治疗效果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于是我主动与她拉家常，了解到她和她丈夫是

同一天住进医院的，爱人住在 ICU。她不仅担心自

己，更担心她丈夫。

了解到她情绪低落的原因，我就试图解开她

的心结。我告诉她，我们的 ICU 医护团队有多棒，

打消对她丈夫的担心。我还像个“婆婆嘴”，和她

说家长里短，给她心理安慰，并从专业的角度给她

解释我们对她如何治疗，将起到什么效果，树立她

与疾病抗争的信心。第二天、第三天……她紧皱

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也愿意主动配合医生的治

疗。我们还加了微信，她一有疑问，就随时问我，

我一有空就耐心地给予回复。打开心结的她，一

天比一天恢复得好，终于，在入院的第 7 天，康复

出院了。

其实，在与病魔搏斗中，医生和患者本来就是

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作为一名军人，我知道战友的

这份情谊有多么深厚！

好消息总是一个接一个，加上在金银潭医院经

治的患者，目前我经治的 4名患者已经出院了。

每天下班，我都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微信，及时

回复康复了以及正在康复的患者咨询、交流和问

候。透过手机屏幕，我仿佛看到他们那一双双期盼

的眼睛——那可是生命相托！

死盯每一位队员的穿脱防护流程

2月17日 武汉新洲区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晴
杨冬华 青海省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青海大

学附属医院感染管理科主治医师

在重症组的几天，我们院感染管理组 3 人每天

高强度工作，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死盯每一位队员的

穿脱防护流程是否规范，找出穿脱流程在实战中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优化改进。比如要使用外科手

套，乳胶检查手套容易脱落；穿防护服的时候应根

据个人体型选择合适的防护服，以避免皮肤和内层

防护用品的暴露；监督并保障胶靴和护目镜的清洗

消毒达标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对各区域人员及环

境进行管理，清洁消毒，反复核查病区每天送来的

五花八门的防护物资等。

医护老师们 24小时四班倒，而我们院感染管理

组需在他们身边 24 小时两班倒，可我们无怨无悔，

就一个信念——保证每一位老师都要安全。

从正式进入病区救治患者开始，每个队员都是

以本色之心、平常之心参与到工作中，救死扶伤是

本职，没有看到大家有多恐慌，也没有看到大家谁

有一丝一毫的不愿意。患者情况好转一些了，大家

会在援鄂重症组的微信群里面发一下照片，老师们

的眼角会笑一下；患者情况不太好的时候，大家又

会在微信群里面讨论及时救治患者。

在这里，大家没有过多的情感抒发，也没有过

多的情绪宣泄，而是一个个冷静的白衣战士，把技

术、温暖、强大都给患者；而我们感控医师又是保障

各位医护老师安全的定海神针。

青海省人民医院呼吸治疗师贾桂彬是我多年

的挚友，我问他为什么会来，他说这些患者目前没

有特效药物治疗，氧疗是关键，而作为一名呼吸治

疗师他理所当然要来。我研究生同窗室友青海省

人民医院院感科刘佳微，她也是一名感控医师，我

们俩并肩作战，一个眼神我俩都懂彼此想表达的。

每天呼叫最多的就是“方护士长”这几个字，作为新

洲区人民医院重症 ICU 护士长的她，永远都是“好

的，好的，我现在就去弄，谢谢你们”。

大家各司其职，除了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我

们都看不到彼此的脸庞，只能靠防护服上青 A、青

B、鄂 A……还有通过声音判断彼此的伙伴。春天

到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摘下口罩，看到大家的

笑容。

我给患者康复的信心我给患者康复的信心
患者给我必胜的决心患者给我必胜的决心

在支援的院区中有一块

碑石，上面写着：生命之托，重

于泰山。我想，自己不仅仅是

一名抗疫护士，也是他们生命

的希望！

”

“

在与病魔搏斗中，医生

和患者本来就是同一个战壕

的战友。作为一名军人，我

知道战友的这份情谊有多么

深厚！

”

“

每个队员都是以本色之

心、平常之心参与到工作中，

救死扶伤是本职，没有看到大

家有多恐慌，也没有看到大家

谁有一丝一毫的不愿意。

”

“

李春江操纵无人机 受访者供图

军嫂、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卫生院护士王秀秀给10
岁女孩和1岁4个月男孩当起了“临时妈妈”。 孙磊摄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综合外科护士李建君绘制北医三院综合外科护士李建君绘制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救中心侯明主任和青海省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孙斌主任即将进入重症病房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