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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镜头

阳光洒在窗沿，欢声齐

奏的和弦，永远回荡在人世

间。巾帼无言，擦干泪眼，让

我记住你的脸！

”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我 们 与 患 者 已 亲 如 一

家！我们身上，有他们生的希

望；他们身上，有我们对健康

的寄望。

”
“

47 岁的陈静个头不高，看上去还有几分柔弱，

但双眼炯炯有神，十分干练。平时挺和气的她，一

到重症病房，就立马变为“大姐大”，不苟言笑，甚至

会大声“唠叨”。

陈静，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火神山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

如果说抗击疫情，火神山医院是一把紧急作战

的尖刀，那么重症医学一科就是尖刀上的刀尖。考

虑到她一年前刚做过两次大手术，上级曾想把她调

离重症监护病房，可她坚决不同意，“我不一定做尖

兵，但我不可能做逃兵。如果连我都害怕，那谁来

救患者？”

要当就当冲锋陷阵“第一人”

陈静没有胆，2018 年随和平方舟执行“和谐使

命”任务前 2个月做了胆囊切除术。

但是她有异乎常人的胆量！

他们最初进驻的汉口医院

是一家康复医院。在确定重症

病房护士长人选时，医疗队临时

党委就直接任命了她。原因是

她长期从事肾病患者的夜间血

透工作，有着抗击埃博拉病毒的

实战经历，是最适合承担起重症

监护病房工作的人选。

重症病房，面临的风险极

大。1 月 25 日，大年初一晚上 8

点，这一刻陈静终生难忘。这天

晚上，医疗队确定次日进驻汉口

医院重症病房，3 名医生和 5 名

护士组成第一梯队第一班岗。

护士长张婷至今都记得那

晚陈静说的第一句话，“明天谁跟我上？”潜台词很明

显：“我已经把第一个名额留给了自己，谁也别争！”

陈静是多次经过重大考验的。2014年，陈静远

赴非洲利比里亚埃博拉疫区，执行长达 100 多天的

“援利抗埃”任务。2018年，陈静随和平方舟号医院

船，执行为期 8个多月的“和谐使命—2018”任务。

1 月 24 日，农历除夕，凌晨 4 时整，陈静突然被

一阵急促的手机震动声音惊醒。电话是医院护理

部主任彭飞打来的。一向沉稳的彭飞这次语气异

常急速，通知她务必在 1 小时内上报支援武汉分管

片区的 10名护士名单。

疫情如虎，必须速断速决确定人选。陈静首先

把自己“框”进名单，自己岁数最大，又是护士长，理

所当然是冲锋陷阵“第一人”。知妻莫如夫，曾在武

汉上大学的爱人在一旁轻声地说：“以前都是出国

为了别人，这次是为咱‘家人’去打仗。我支持你！”

“不苟言笑”是为了战友们
笑得灿烂

2 月 2 日，在汉口医院奋战 8 天 8 夜之后，陈静

和战友们整建制转场到火神山医院，和全军支援武

汉的战友一起融合作战。

考虑到前一阶段战斗的出色表现，火神山医院

党委直接任命陈静为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知名

专家张西京教授任主任，他在得知陈静既不是传染

病专业出身，又没有重症病房工作背景之后，一度

很担忧。

按照之前工程设计，传染重症病房分为污染区、

缓冲区、清洁区 3个区域，值班医生可以从重症病房

返回到半污染区进行医嘱处理。看完工程设计图

纸，陈静立马警惕起来，她结合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经

验，当场提出整个病房设计从进到出，必须是单向行

走，不能折返。她坚持重症病房工作区的划分就要

“非黑即白”，要么是污染区，要么是清洁区。张西京

非常认可地点了头，之前悬着的心也放下来。

重症医学一科是由来自军队多家单位的医务人

员组建而成的，护士占一多半。不同军种、不同医

院、不同专业，医护人员工作习惯、治疗理念、防护意

识都有很大差别。作为“大管家”，陈静如履薄冰，从

穿防护服、隔离衣、戴护目镜到戴鞋套、洗手，自身防

护大大小小几十道程序，她死死盯住每一个医生、每

一名护士，哪怕是在生活区，她都瞪大眼睛盯着。

“每天讲 2 遍不够，我就讲 200 遍！”“护目镜必

须戴好！”“洗手后必须戴手套！”……这些话，她经

常挂在嘴边。

“我现在不苟言笑，是为了战友们回去后笑得

灿烂。”陈静坦言，护士们在重症监护病房体力上消

耗快，空气中弥漫着患者的气溶胶，感染的风险非

常大。为了这群护士姑娘们的健康，自己哪怕每天

喊一百遍、一千遍“做好防护”都是值得的。

刀尖上“起舞”，绝不做逃兵
——记军队援鄂医疗队队员、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陈静

孙国强 吴浩宇 本报记者 张 强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截至 2 月 29 日，华中科技

大 学 同 济 医 学 院 附 属 梨 园 医 院 已 有 14 名 医 护 人 员 在 战

“ 疫 ”火 线 向 党 支 部 递 交 了 入 党 申 请 书 ，其 中 11 名 是“80

后”和“90 后”。

这是申请书，也是请战书、决心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一封封入党申请书是一颗颗甘愿为人民献出一切

的滚烫的心。

梨园医院肾病学科副主任李凝旭、创面修复科副主任

邹利军、药剂科副主任张世应等 8 名医护人员不仅主动请战

支援雷神山，还第一时间向雷神山医疗队临时党支部递交

入党申请书。他们在接管的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 C12 病区

历经疫情血与火的淬炼，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接受党组织

的考验。

“我一直都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在这次疫情开

始的时候，我看见许多党员同志积极递交请战书上前线，

冲在最前面带头的也有很多党员，这使我深受感染，所以

我很想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这让我觉得很光荣和自豪。”

李凝旭说。

请战加入感染三科的老年病科医生涂艳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我身边的很多优秀党员争先恐后，不顾安

危，不惧生死，逆行抗疫，奋战在最前线，这种精神深深感染

了我，加深了我对党组织的向往，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决心和信念。我愿在国有难、民有疾时接受党对我的考验，

为夺取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不懈努力。”

内分泌科护士吴亚兰和方小丽在隔离病房工作时不幸

感染新冠肺炎。

“若有战，召必回！”两个年轻“90 后”小将出院后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回家隔离期间得知康复者的血浆可以救人，不

约而同打电话报名捐献。

他们在战“疫”火线

递交入党申请书

王呈呈 本报记者 陈 瑜

她突然拉住我的手

3月2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 小雨转阴
邱爽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

诊科护师

一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中国人最隆

重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喜庆气氛，也勾起我对十

多年前非典疫情的回忆。那一年，我的同行——白

衣战士，夜以继日地与病毒抗争，全国上下守望相

助，共同阻止了它们的“逞凶”。

都说我们很勇敢，什么是勇敢？勇敢就是我们

虽然害怕，但依然奋勇前行。

今年，全国白衣天使再一次成为战士，在早春

“爆款”防护服的保护下，联手走在第一线阻击病

毒。抗击了一个多月，我们终于每天都能收到诸多

喜讯。每一次听到好消息，我都激动得泪光闪烁，

当然也很振奋：我们离成功又进了一大步！

来武汉，进入隔离病房 20 天了。昨天，我像往

常一样进入病房，隔壁床张阿姨突然喊了我名字。

好久没有患者喊我的名字了！我走到阿姨病

床前，她突然拉住我的手，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谢。

“谢谢你，姑娘。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你像

亲人一样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让我在陌生的环

境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让我有极大的精神力量

和病毒做斗争。”阿姨还说，很心疼我们 6 小时穿

着厚重的防护服，水不能喝，洗手间不能上。她嘱

咐我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希望我们能早日回家，

和亲人团聚。

这一刻，我很恍惚，我觉得像是母亲在对女儿

说话。我的泪水没忍住，涌了出来，模糊了我的护

目镜。我已看不清阿姨的脸，只听见耳边她在说，

祝我工作顺利……

太值了！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受到患者感恩

是我的“额外奖励”！我此刻的心情，如同沐浴在 25

摄氏度的太阳光里！

是的，患难与共，我们与患者已亲如一家！我

们身上，有他们生的希望；他们身上，有我们对健康

的寄望。

受病毒侵害的同胞啊，请你们再坚持一下，再

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努力，送大家平安回自己的

小家！

完成首例气管插管手术，开心！

3月1日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 阴
康军 军队援鄂医疗队队员、陆军特色医学中

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早上出舱前，又去看了看 3床的“年轻人”，给他

打了打气。“邹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您的氧和指

数升到三位。继续加油哟！”

他用右手比了个 OK。

邹爷爷是我们收进来的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一

位，69岁，患有慢阻肺、慢性肝病等基础疾病。转诊

进来，病情发展迅猛。所幸，经我们抢救、置管后情

况明显好转，这也是泰康同济医院实施的第一例气

管插管术。

得知情况，战友们都为我点赞：首战告捷！苗

爸，干得漂亮！

25 日上午，邹爷爷突然呼吸急促、意识模糊，

给氧条件已达到极致，但血氧饱和度却一直上不

去……专家组蒋东坡主任立即会诊，决定当务之急

就是经鼻腔快速置管、做机械通气。

而平时再寻常不过的操作，此时却成了过命之

举（有感染风险）。插管过程，患者口腔会有大量病

毒喷出来，危险！但患者的氧和指数太低，撑不了

几个小时，为了和死神抢时间，我们必须冲上去！

如何又快又准置管？如何确保大家安全？这

成了我们术前讨论的重点，征得家属同意后，最终

决定由我、尹昌林教授、梁泽平护士长和杜政、胡

风、张巧三位护理小伙伴准备实施操作。场地选择

在负压病房进行。随后，我和尹教授提前进入病

房，设置相关支持参数，协调转运、操作配合及感控

流程。

下达手术指令，战友快速给药、麻醉……确认

各种条件具备后，我熟练抬起患者的下颌，以最快

的速度经鼻腔探下支气管镜，清理视野，向声门置

入气管导管、调整深度、充气囊，联接呼吸机、固定，

一鼓作气。

万幸，血氧饱和度开始回升，几位战友舒了一

口气，将患者推回病房，调整参数，俯卧位通气。经

测，患者吸氧浓度从 100％降至 65％，明显好转！今

天，爷爷吸氧浓度已降至 40％，各方面指标均稳步

改善。开心！

在死神一度来临之际，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又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晚上，和家人通话，5岁的女儿还认认真真写了

一篇小字给我加油。虽然连日武汉一直阴雨，但我

相信雨后终会天晴。

擦干泪眼，让我记住你的脸

3月1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 阴
查琼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

批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

昨夜仨女将值班，很忙，忙着收新病人。

六点刚接班，就听说要收三个从其他医院转来

的患者。这三个新患者我们一组收二个，另一组收

一个。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暴露，我自告奋勇进隔离

病房采集病史。戴好口罩，穿上防护服，我已经浑

身冒汗，外围护士负责帮忙，盯着我穿防护服的全

过程，时不时帮我一把。对于防护我们永远不能掉

以轻心！

患者是位 88 岁的老先生，他躺在病床上，吸

着氧气，呼吸看着比我还平稳。我问他的姓名及

病情，老先生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几个字。没听

懂，再问一遍，还是没听懂。床位护士也听不懂

武汉话，真让人头疼。翻开前面医院的出院小结

一看，神志欠清，意识模糊……果断放弃继续询

问，做好体格检查，赶紧把老先生的病史资料用

隔离病房的二号机拍照发到医生办公室的周医

生一号机那里。

第二位患者是位 70岁的老先生。他思路清晰，

一边吸着氧气，一边讲话还挺流畅。可惜他所说的

话我听得一知半解，还好有他在外院的病史和出院

小结。第三个患者是位年轻人，普通话交流，病史

清楚，只是花的时间有点长。因为他在喘，我也在

喘，我们都需要减慢语速。

2 个小时之后，我才回到办公室，赶紧跟同事

一起写病史、开医嘱，合作的感觉真的很好，速度

也快。

今天下夜班，天气不好，可是心中阳光灿烂。

昨晚我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朋友们都

从电视上看到了我，知道我在武汉状态不错，大家

放心啦，分别给我发来微信、节目的视频、照片为我

加油鼓劲。

回到酒店，清洁工作做完后我认认真真地把

这一期的《焦点访谈》看了一遍，感谢那个康复后

爱劳动的患者温暖了病区，我们管后勤的“刘老

板”干的苦累活也被央视关注到，我也被自己写的

日记感动了。

晚上，我们收到北二病区一位患者的朋友写的

诗《让我记住你的脸》，祝上海来武汉抗疫的各位巾

帼英雄早日高奏凯歌，凯旋！

“汗水打湿泪眼，苦难藏在心间，娇美柔弱的身

躯，毅然冲在第一线，巾帼最美丽的容颜，温暖着所

有的风雨并肩……阳光洒在窗沿，欢声齐奏的和

弦，永远回荡在人世间。巾帼无言，擦干泪眼，让我

记住你的脸！”

我们竭尽全力我们竭尽全力
陪你走过最艰难的时光陪你走过最艰难的时光

入党申请人方小丽康复后第一时间捐献血浆
受访者供图

查琼芳（左）与同事 受访者供图

进入重症监护室前，陈静与年轻队友相互鼓劲。 陈晨摄

虽然连日武汉一直阴雨，

但我相信雨后终会天晴。

”
“

2 月 29 日夜里，湖北恩施州疾控中心大楼里依旧灯火通

明，忙碌如昼。

对中午送检的咽拭子进行核酸提取、配置试剂、上机检

测分析结果，并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后，郑旭坤来不及卸下

疲惫，立即将数据反馈给当地指挥部。

这是郑旭坤跨越三千里驰援恩施的第 29 天。

出生于 1993 年的郑旭坤，是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一名检验技师，每年要检测流感样咽拭子千余份，

麻疹风疹百余份，“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与病毒为伍’。”

疫情发生后，她主动请缨。2 月 1 日早晨 6 点多，包括她

在内的天津疾控支援湖北应急检测队 4 人抵达恩施州。

每次进入实验室，郑旭坤都必须换上厚厚的隔离服，全

副武装与病毒“面对面”，用“火眼金睛”检测新冠肺炎病毒。

移液加样、灭活病毒、核酸提取，每日检测 500 余份样

本、日报日结的检测时限、上百次移液器手工提压……尽管

在驰援前，郑旭坤已经做足准备工作，但恩施州疾控中心巨

大的样本检测工作量还是超乎她的想象。

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实效性，郑旭坤几乎处于满负荷

运转状态，工作到深夜 12 点已是常态。“大部分样本从下辖

县市运到州疾控中心已过中午，我们大量的检测工作会从

下午开始。”郑旭坤说，今日事今日毕，即便有再多样本待

检，她和同事也要保质保量完成。

“每份样本进行核酸提取时，我需要用大拇指按压三次

加样枪，长时间工作下来，大拇指使不上劲了。”郑旭坤说，

执行看似“流程化”的操作时，她仍要时刻保持小心谨慎。

“采样用的 96 孔板孔径狭小，必须眼、脑、手专心致志，不容

有失。”

一层防护服之隔，就是安全与危险的距离。

“在此期间，哪怕再熟练的操作都要万分谨慎，每个实

验操作都要严格遵循安全规定，这很考验体力与耐力。”郑

旭坤说。

截至 2 月 29 日，恩施州疾控中心实验室已经完成 1.5 万

余份新冠肺炎病毒样本的检测工作。郑旭坤说，她要继续

当好“病毒侦察兵”，与疫情竞速，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疾控人的力量。

三千里驰援的“病毒侦察兵”

新华社记者 宋 瑞 谭元斌

贵州省第九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出发前贵州省第九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出发前
加油鼓劲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亮陶亮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