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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镜头

我们是医患，也是战友。

疫情过后，或许他们没办法记

住我的样子。但我相信，他们

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想起我这

身防护服。毕竟，我们共同经

历、感受过一段特殊的温暖日

子。

”

“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最近这段日子，我的心情

比较好。武汉的樱花开了，盛开

的樱花让人心情愉悦。当然，心

情好也是因为胜利越来越‘唾手

可得’了。

”

“

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感

谢你，你的奉献精神鼓舞着

我们，让我们觉得所有人的

辛苦努力都是值得的。

”

“

一个月的历练，我们开

始习惯每天战场上的节奏；

一个月的相处，我们逐渐成

为一家人；一个月的守候，我

们慢慢成为病患最暖心的亲

人。

”

“

“我经验丰富，我上！”“我是党员，我必须去！”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重庆市各类专家人才主

动请战，有的领衔科技攻关，有的带头开展医疗救

治……每个人都在各自领域中贡献着自己的“科技

力量”，以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阻击战提供强大的

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他们用知识抗击疫情，用科

技守护生命，在这场抗疫“大考”中向党和人民交出

了一份份优秀答卷！

从未缺席的“50后”

大年三十，接到出征的命令，“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杨仕明等 7 名 50 岁以上陆军军医

大学专家，除夕夜驰援武汉，被医护人员称为“50

后党员突击队”。如今，杨仕明已经在金银潭医院

和火神山连续奋战 40 多天，作为一名武汉人，虽

然驻地与母亲家仅一江之隔，但他从未回家探望。

作为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主

任医师、全军感染病研究所所长、陆军军医大学援

鄂医疗队首席专家，56岁的毛青从抗击“非典”到防

控禽流感，从援非抗击埃博拉到此次抗击新冠肺

炎，从未缺席。凭借传染病防治经验，他为金银潭

医院、火神山医院和新建的方舱医院构建了一个完

备安全的救治流程。

在抗疫一线，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王导新

从 1月 20日起连续辗转奔波重庆万州、长寿、垫江、

綦江等 12个区县，近 4000余公里，累计看诊新冠肺

炎病例近 300例，中间从未回过一次家……

把科研成果应用到抗疫一线

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市科技工作者开始同时间

赛跑，把精力集中到抗疫的各项研制任务上来，把

论文写在抗疫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抗疫“战

场”中。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及其团队承担了重

庆市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重点应急攻关“2019-nCoV

免疫诊断试剂盒”研究项目。在短短的 5天时间里，

黄爱龙每天只睡 4个多小时，带领团队奋力攻坚，终

于成功开发出了新型冠状病毒化学发光免疫检测

试剂盒，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早期诊断、流

行病学筛查和临床转归预测提供了科学预测依据。

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课题首席专家、陆

军军医大学药检系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教研室主任

邹全明与企业合力攻关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已经

完成关键致病蛋白抗原基因工程菌的构建，准备进

入动物试验阶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史源在国际顶级

医学期刊《柳叶刀·儿童健康》发表题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流行期间 NICU 的应急准备方案》的述评

文章，对如何防控新生儿感染及相关治疗措施提出

了指导意见。

此外，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提供的 8 只人源抗体

小鼠顺利送达南京，为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应急抗体药物助力，是我国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人源化抗体小鼠，打破了国外垄断，是开发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抗体的重要资源。

当好专家的“勤务兵”

聚合力以致胜，汇众智而功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市各界专家人才

还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

在建言献策、物资供给、社会服务、宣传等方面汇聚

起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

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重庆师范大学副

校长杨新民借助数学工具分析突发性传染病的传

播和控制，对重庆市疫情发展趋势和累计确诊病例

变化情况做出了较为精准的预测。西南大学新冠

肺炎疫情心理援助专家组对全国多地提供专业的

心理援助培训与督导，在疫情期间提供专业的心理

支持服务。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进入关键时期，我

们已发出《致全市专家人才的一封信》，号召各界专

家人才再接再厉，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更多

智慧和力量。”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认真结合工作职责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助力广大专家人才投入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继续当好专家人才及家属的“勤务兵”，

为他们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继续强化人文关

怀，组织线上慰问抗疫一线专家人才代表。

此外，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还将积极落实《激励

专家人才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担当奉献的八

项措施》，协助兑现各项政策待遇。

科技战“疫”，这些重庆人交出优秀答卷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候昌贵

盛开的樱花让人快乐

3月15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 多云
佘克勤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血液科主管护师

来到武汉已经 30多天了，在这座英雄城市中奋

斗的日子里，很多亲朋好友发来慰问。

其实，只要心里不苦便是甜。我只是做了一名

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救死扶伤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职责与使命，不足以称为“英雄”。

最近这段日子，我的心情比较好。武汉的樱花

开了，盛开的樱花让人心情愉悦。当然，心情好也

是因为胜利越来越“唾手可得”了。

这一次来武汉，我们湘雅血液科大家庭来了五

人。身为大家的“男神”，捷哥豪言放话，作为“大

哥”的他要把我们一个不少、健健康康地带回长沙。

虽然防护服密不透风，虽然护目镜时常压得太

紧，但大家共同为了抗疫而努力，我一点都不觉得

“困难”。而且，看着一位位患者治愈，我每天的开

心都会多一点。

记得一周前的一个晚班，我给一位阿姨测血

压，她说：“姑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核酸转阴

了，我应该快出院啦！”

她的好消息，让我的开心又“+1”了。

战“疫”，技术重要，心态同样重要。本来这个

世界，就不会每天都是晴空万里。新冠肺炎，就如

同那些天气不太好的日子，总会过去。只要我们乐

观积极，就一定能走出阴霾，迎接阳光。

一次特殊的“满月”

3月14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 晴
王小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

队队员、胸心外科主治医师

“满月”在我们传统习俗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时间点。今天，我们连续奋战在武汉这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已“满月”。看到群里发的“满月”海报，心

中百感交集。

一个月的历练，我们开始习惯每天战场上的节

奏；一个月的相处，我们逐渐成为一家人；一个月的

守候，我们慢慢成为病患最暖心的亲人。

一 个 月 的 救 治 ，越 来 越 多 的 病 人 治 愈 出

院 ，他 们 有 的 主 动 和 我 们 合 影 ，有 的 跟 我 们 告

别 拥 抱 ，还 有 的 留 下 了 一 封 封 长 短 不 一 的 感

谢 信 。

13 床的大爷辗转 4 家医院，从开始高烧昏迷，

到现在治愈出院，他用三张餐巾纸写下了最朴实

的致谢，临走前不好意思地塞给了我们的护士罗

梦玲。

30 天日夜奋战，是辛劳与温暖共存的日子，是

守护与感动共存的日子，更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光

阴与值得珍藏一生的青春记忆。

三月的武汉春意盎然，2020年的这个寒冬有些

长，但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来临。

清晨的一缕暖阳透过窗户洒在我的房间，仿佛

在告诉我，战胜疫情的那一天就快到了。冬去春

来，春暖花开日，待我凯旋时。

我们不遗“渝”力，“渝”战愈勇。

这两则新闻让他们振奋

3月13日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阴
高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病科主治医师

一进病房，我就感到今天的气氛不一样，3个患

者都笑容满面，尤其是 33床的患者。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我问。

32 床的患者几乎从床上跳下来，兴奋地跟我

分享了两则新闻，“方舱医院已全部关门大吉了！

而且，总书记也来我们武汉啦！”我知道，发生在 3

月 10 日的这两件大事，给了我们医护和患者莫大

的鼓舞。

算起来，我来到武汉已 37 天了。这段时间，我

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有很多感受，而今天尤其特殊。

上午9点左右交班完毕，我进入隔离病房，用一个

小时采集完十几个鼻咽拭子后，赶紧收拾材料，查房。

“‘高富帅’大夫来查房啦！”还没来得及把门关

上，我就听到 30床的阿姨大喊。阿姨今年 67岁，在

这个病房里已经住了将近一个月。她性格很开朗，

总喜欢开玩笑，在我名字中间加上个“富”字。

“我穿成这样你都能认出来？”我笑着问。平心而

论，病房里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穿着同样厚厚的防

护服，能辨认的也只有声音和一双眼睛。有时在隔离

病房里遇到护理同事，我都很难辨认出来。听我这么

说，她大笑，房间里另外两个患者也笑着坐到了床边。

我们是医患，也是战友。疫情过后，或许他们没办

法记住我的样子。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某个时刻，

想起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队，想起我这身防护服。毕

竟，我们共同经历、感受过一段特殊的温暖日子。

我们必然是最后的胜利者

3月13日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分院 阴
李繁 海南援鄂医疗队队员、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

今 天 ，我 值 班 的 时 间 是 15:00—21:00。 穿 好

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刚准备交接班，隔离病房

里传来对话：“电视遥控器在哪里？病房找不到

遥 控 器 啦 。”“ 哪 个 病 房 要 遥 控 器 啊 ，都 在 里 面

呢。”同济医院的护理老师说：“31 床，31 床他想

看电视啦！”

这个消息实在令人振奋！

31 床是我们的“前”战友，一位心外科大夫，

为 了 救 治 病 患 不 遗 余 力 ，自 己 却 因 感 染 倒 下

了 。 他 的 病 情 变 化 是 我 们 每 天 最 关 心 、最 牵 挂

的 事 情 ，我 们 天 天 鼓 励 他 ：“ 加 油 ！ 你 可 以 的 ！

你恢复得很好！”

我 赶 紧 和 武 汉 中 心 医 院 的 陈 丹 医 生 一 起

走 到 31 床 前 ，发 现 他 今 天 的 状 态 很 好 ，看 到 我

们 进 来 ，主 动 和 我 们 打 招 呼 。 看 着 这 一 幕 ，我

心 里 久 久 不 能 平 静 ，想 到 就 在 不 久 前 ，刚 进 来

病 房 时 他 还 处 于 昏 迷 状 态 ，如 今 已 经“ 生 龙 活

虎”了。

接着陈丹医生向他介绍我们，“这是海南来的

医生，他们都很关心你”。他听后双手做了个感谢

的手势。

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你的奉献精神

鼓舞着我们，让我们觉得所有人的辛苦努力都是

值 得 的 。 我 们 坚 信 你 一 定 可 以 顺 利 康 复 出 院 ！

加油！

疾病无情人有情，隔离疾病不隔离爱！我们

会守候在每一位病患身边，竭尽全力一起抵抗疫

情！我们必然是最后的胜利者！未来很美，我们

一起携手并进！战友们加油！武汉加油！

在特殊的日子里在特殊的日子里
感受别样的温暖感受别样的温暖

3月15日，天津市现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最后一位在院治疗患者从海河医院治愈出院。图为天津市
急救中心护送治愈患者前往隔离点的医护人员打出胜利手势。 新华社记者 邓浩然摄

海军军医大
学医疗队员在穿
戴防护服

新 华 社 记

者 肖艺九摄

这个春节，对于赵杰父子来说，注定与众不同。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宁夏吴忠市盐池县住建

局全体人员第一时间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在

县城多个居民小区严防死守，以防疫情进一步扩散。

赵杰也不例外。

只不过，他的身边多了一个瘦高单薄的身影。

本打算好好陪陪家人，在厨房显显身手，然而看到疫情不

断蔓延的消息，身为该局保障办副主任的赵杰，主动开启了在

岗模式。大年初一，他主动与局领导沟通，开始下到社区，逐

个对小区进行巡查。

看到疲惫不堪的父亲，19岁的儿子坐不住了，大年初三早上

7点，他执意要和睡了不到4个小时的赵杰一起出门。拗不过儿

子，赵杰只好和他双双戴着口罩出现在书香雅苑小区门口。

小伙是吉林大学 2019级材料专业的一名新生，从吉林长

春回到宁夏后很自觉地先将自己隔离了 14天。上岗这天，他

脱下过年的新装，换上厚厚的大衣，与父亲一起为小区筑起第

一道“健康防线”。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本出入台账，一个测温仪，一包消

毒泡腾片，这就是父子俩的“战场”。

面对疫情，爷俩可丝毫不含糊，他们分工明确——儿子负

责给所有出入车辆及签字笔不停地消毒，父亲则负责为过往

居民发放消毒泡腾片、登记台账、测量体温，并做好群众的思

想工作和疫情防控宣传。

手冻木了，赵杰先捧起儿子的手给呵一呵、搓一搓；脚冻

木了，两人一起在原地蹦一蹦、跳一跳，缓解一下红肿。

在设卡排查、体温检测的过程中，赵杰注意记录群众呼

声、回答群众问询，提醒防控期间的注意事项。看他带着孩子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很多人都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疫情”

顿时化作“温情”。

防控疫情，

这爷俩走起温情路线

王迎霞 通讯员 杨琴琴

转眼间，潘熠平出征已经一个月有余。

“温汉春，任医疗队队长。潘熠平、朗秋燕，任医疗队副

队长。潘熠平还担任物资组组长……”出发前，广西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陈俊强将队员们召集在一起，宣读了

医院文件，对队员们再三叮嘱。

带着医院倾尽全力为医疗队筹备的物资，广西首批援

鄂医疗队物资组组长、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

学科二病区副主任医师潘熠平跟随医疗队踏上了驰援武汉

的专机。

广西医疗队接管的是武汉黄陂区中医医院，由于不是

专业医院，在软硬件方面都需要医疗队花费很大的人力物

力去协调、改造。

“初到武汉，工作千头万绪，忙得只能在工作的间隙抽

空吃口饭。”因为要随时对接物资，潘熠平 24 小时都与电话

为伴。不到 3 天，因为使用手机时间过长，潘熠平平时抬手

都有些困难，只能通过按摩来缓解。

“对于医疗队来说，物资就如同战场上的弹药一样重

要。”作为物资组组长，潘熠平除了要负责各种来源的物资

出库入库、统计规划，保证物资不断档外，还要针对物资供

给不足的情况，千方百计地尽快补、补、补。

进入临床的第二天，医疗队的快速手消毒液库存便出

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当地也没有货源供给。

“没有手消毒液意味着我们的队员将面临很大的暴露

危险。”情急之下，潘熠平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求援信息。很

快，有朋友在广西帮忙找到了 1000 瓶 3M 手消毒液。

找到货源已是凌晨，去哪里找购买人是个问题；同样，

买到手消毒液之后，如何运到武汉又是一个问题。在家人

和同事的帮助之下，心急如焚的潘熠平经过多方联系，动用

多方资源，最终将手消毒液运送到了武汉。

最初那些天，这种物资紧缺的情况时常发生。潘熠平

说：“我每天都很愁，我是组长，如果不能保证大家的物资使

用，我不能安心。”

为了能够尽快保障物资供给，潘熠平加足马力，现场指

挥，有时一天 24 小时几乎不休息，连饭也顾不上吃。终于，

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和医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五六天不

分昼夜地奋战，物资保障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

为了尽快理顺物资供应问题，潘熠平定期召开物资组

成员工作会议、开展物资盘点工作，还制定了物资组工作条

例，定期对物资使用情况做汇报。

“短短几天，潘老师的头发白了一半，为物资真是操碎

了心。”物资组成员说。

作为驻地医院重症病区的二线值班医生，潘熠平还要

负责全院的会诊，尤其是急会诊，一次值班就是 24 小时。

3 月 12 日，广西首批援鄂医疗队完成工作交接，所有队

员正式进入原地休整状态，等待新的命令。

“抗疫结束后，我最想跟 6 岁的儿子安安踢一场足球。”

潘熠平记得，这个约定其实早已答应儿子半年多了。

他为抗疫一线运送“弹药”

通讯员 韦 娜 本报记者 刘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