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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回 想 起 第 一 次 进 入 隔

离病房，我不断给自己加油

鼓劲儿‘我能行’。随着工

作渐入状态，初期的各种不

适，一点点被淡化。

”

“

这些患者对我们来说，虽

然面孔是新的，但是对于他们

的病情，我们在接班前就已经

了然于胸。

”

“

这天接了班，看到 20床

的奶奶正坐在轮椅上，管床

护士陪着她晒太阳，场景是

那么温馨，让我想起了刚认

识这位奶奶时的样子。

”

“

她是逆行向前的勇士，用行动镌刻初心和使命；她是抗击

疫情的战士，义无反顾坚守工作岗位；她是病毒的敌人，用火

热和赤诚撕碎疫情阴霾。她就是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

任护师杜姗菱。

自从 1月 20日那天起，她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连续工作

50 多天，由于经常要处理夜间各种应急工作，她就以科室为

家，吃住都在这里。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着雾气蒙

蒙的护目镜穿梭在隔离病房的各个角落。身为感染科副主任

护师的她，工作认真负责，不但要承担发热门诊来诊病人的传

染病甄别、排查、指引、分诊工作，承担大量的病患血标本及咽

拭子采集任务，还要在管理发热门诊各种事务的同时，兼顾负

压重症病房和发热门诊抗疫防护工作。

疫情初期，防疫物资严重不足，她又从护师变成“魔术

师”。发热门诊没有防护服，她用一张张一次性中单裁剪成三

角巾替代包头巾；没有靴套，她用黄色医疗垃圾袋替代。一根

根小小的橡皮筋，却在杜姗菱手上发挥着大用途，多名医护人

员由于佩戴口罩时间过长，导致耳朵被压伤，她灵机一动，利

用橡皮筋减压解决工作人员佩戴口罩时耳朵压伤问题；她看

见个头娇小的护士身上的防护服太大，又再一次利用橡皮筋，

将防护服改成了合适的尺码，这样即减少了污染，又方便各项

护理操作。随着战“疫”形势逐渐严峻，她每天的工作时长最

高可达 20个小时。在负压重症病房里，她亲自处理并解决了

防护装备自动送风系统消毒处理流程，尽可能地为医院缓解

自动送风系统的消耗和浪费问题。

有着十多年传染病护理管理经验的她，深知院感无小

事。时时检查医疗垃圾管理问题，对每间病房负压排气口进

行障碍物清理，对出院病人用过的各种仪器亲自做好消毒工

作，隔离病区的大型仪器均由她亲自进行终末消毒处理后方

可送出。她总是把最脏最累的活留给自己，冒着被感染的风

险亲自动手，逐一排除各种隐患。

她一直亲力亲为，每天高强度工作，她知道自己不能休

息，也不敢休息。因为她热爱这份事业，只要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未结束，她就会一直坚守抗击疫情的阵地前线。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白衣

执甲，逆行出征，像杜姗菱一样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正是这

场战“疫”中的英勇战士！

医院里有个
“小材大用”的“魔术师”

王祝华 实习生 刘献锐 通讯员 冯 琼

在沈阳，有一群这样的“赛车手”，不论白天黑夜、刮风

下雨，他们都时刻保持“战斗状态”，只要手机一响，指令一

下，他们便立即与疫情赛跑，争分夺秒，只为打通生命线上

最后一公里。

这支在疫情防控路上不断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队伍，是

由医院专业医师、单位中层干部以及司机等 18名人员组成的

救护转运车队。疫情前，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疫情

后，他们成为了抗疫战场上的专业“赛车手”。

为了提高疫区及境外来沈人员的转运、转诊能力，降低发

热患者在就医途中二次感染的风险，提高密接者及境外人员集

中安置效率，按照沈阳市铁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部署，区卫

健局医疗救治组火速组建铁西区、开发区两个救护转运车队。

为了保障 24小时转运工作有序进行，卫健局招集全区救护车

辆和18名训练有素的“司机”，成立专业转诊转运救护车队。

特殊的车队里，每个人都是“活地图”。在转运确诊治愈

人员复检时，转运司机从住地接到复检人员送往就诊，复检后

又转运回住地，全程安全转运；在转运司机送安置人员回家

时，经常是往返几个住地才能将安置人员送到；在转运境外返

沈人员时，转运司机从机场、火车站、高速口接到境外人员后，

按要求将境外人员送到各自安置点，出车时间长达三五个小

时已经是常事。

高花卫生院的人事科科长李蛟也是这支车队中驻守机场

的“专职司机”。每天天未亮就要从高花镇出发，行驶五十多

公里到达机场，直至深夜最后航班落地，将每名境外入沈人员

安全送到指定地点后，他才完成一整天的工作任务，每天都要

连续工作 10多个小时。

开发区转运车队队长贾莹，每一个转运发热患者的指令

都是由她发出，每天接打电话无数次，但她却从未有过丝毫抱

怨。在一次转运过程中，患者出现恐慌情绪，她耐心开导并一

直陪同患者，从预检分诊、挂号、就诊、缴费、采血，到最后检查

结果出来，近 3 个小时的诊察过程，她都在默默陪伴，直至检

查结果回报正常后，又将患者转运至集中医学观察点。她说：

“转运工作的意义，就是要让患者感受到有温度的医疗和有温

度的防控。”

笃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司机陆家春和翟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司机黄庆军，这两位“老大哥”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却

因为此次疫情与自己孩子同龄的战友承担起一样繁重的转运

任务，抗起车队中“老大哥”的担当；大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郭炳利是医院里的副主任医师，加入车队后，他成为了队友的

“私人”保健医，他们常说：“平时当医生，战时当司机，哪里需

要哪里去。”

两个月的转运工作中，这支“赛车队”累计出动救护车

883车次，辗转于居住地、高速口、机场、疾控中心、安置点、发

热门诊等 3300余个地点之间，转诊转运各类人群共计 789人，

其中转诊发热患者 124 名、转移密切接触者 130 人、转运境外

回沈人员 499人、接送出院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共 36名。

抗疫路上的“赛车手”

本报记者 郝晓明

河 南 省 支 援 湖
北医疗急救转运队
队员们在出发前，由
专门人员逐一检查
防护情况。

新华社发

带着光荣使命去战“疫”

4月2日 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 晴
田鑫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援北京小汤山定

点医院医疗队队员

2003 年 ，小 汤 山 医 院 是 决 战 SARS 的 主 战

场。17 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让小汤山医院重启。

当我接到支援小汤山的任务时，使命感与光荣感

远远大过紧张，这应该是距离我的英雄梦最近的

一次吧。

回想起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我不断给自己加

油鼓劲儿“我能行”。随着工作渐入状态，初期的各

种不适，一点点被淡化。

记得我第一次帮助患者和家属进行视频通话，

那是祖孙一家三口，奶奶很担心爷爷的身体状态，

爷爷却不能讲话，两位老人都不太会用电子设备，

只能发发信息。得知情况后，我首先帮奶奶用 App

购物，把她准备好的生活用品送给爷爷；另一方面

帮爷爷把手机连上 WiFi，两位老人通过视频见面，

让老两口非常满意心安。

第一次带领待筛查人员检查时，我负责引领

6 名 待 筛 查 人 员 去 做 CT 检 查 。 也 许 是 路 途 劳

累，也许是面对疫情心存畏惧，在排队检查时有

一人因为不满等待时间长，突然叫嚷道：“我不做

检查了，我要回去。”不等我解释就转身跑出了候

诊室。我先安抚好其他 5 人，让大家不要走动，

原地等待检查，然后大步追了出去。身穿厚重的

防护服，我努力追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解

释说，做了检查才能更好地保护他的健康。经过

一番细心劝说，他最终答应回去配合检查，我才

如释重负。等到 6 人都顺利接受完检查，把他们

送回房间时，其中有一位可爱的妹妹向我道谢：

“姐姐，你们辛苦啦！”简单的话语，给了我巨大的

鼓舞安慰。

在小汤山医院的医疗支援工作中，还有很多这

样的“第一次”。穿上防护服，我们就是战“疫”的逆

行者，是病毒的狙击手！加油吧，伙伴们！春天已

经来临，我们终将胜利！

地坛医院的玉兰花开了

3月 30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阴转多云

甄洁 北京同仁医院支援北京地坛医院医疗队
队员、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护士

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来地坛医院“上班”

了。流程更顺了，和这里的同事也熟悉了，每天都

过得紧张又充实。

这天接了班，看到 20 床的奶奶正坐在轮椅上，

管床护士陪着她晒太阳，场景是那么温馨，让我想

起了刚认识这位奶奶时的样子。

那是我来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的第二天。陌

生的环境，防护服里的闷热，伴着紧张与忐忑，我开

始了与新冠肺炎病毒“打交道”的第一个班。

这个奶奶，是我的第一个病人。ECMO、呼吸

机，加上一堆管路，在镇静药物的作用下，我不知道

她是否能听懂我们的话。那几天我一直都在和我

的老师一起照顾她，做每一个操作前都会告诉她。

“奶奶，咱们现在要抽个血啊。”“奶奶，咱们现

在翻身，我给你换个垫子。”“奶奶，别怕，我扶着您

呢，摔不着。”……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也开始独立照看病

人了，奶奶也在一天天地好起来，可以试行撤掉

ECMO了。

后来每隔几天，我就能听到关于奶奶的好消

息，几乎是一天一个样。每个班，奶奶总能向我

展示她的新“技能”，可以自己抬起身子让我们换

垫子，可以自己拿着针管喝水，我给奶奶竖起大

拇指。

再聊起我刚照顾她的时候，因为镇静药物的影

响，她并不记得。但我相信，当时奶奶一定知道我

们都在盼着她好起来。是信念，是希望，让我们一

起为了美好的明天而努力。虽然患者有些时候可

能无法和我们交流，也许因为药物的原因无法记住

我们，但我们仍然在努力，把希望带给每一个我们

看护的人。对他们说，“你真棒，别怕，我就在你身

边。”

不知不觉中，地坛医院的玉兰花开了，春天

来了。

统计员变身“侦探”

3月30日 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 阴转多云
董爱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援北京小汤山

定点医院医疗队队员

作为一名医院信息统计人员，我来到北京小汤

山定点医院支援已经快 10 天了。虽然不在医疗最

前线参与救治，但却对这里高度紧张与繁忙的工作

状态深有体会。在感受前线医护人员艰苦抗疫的

同时，我也有着自己的“幕后故事”。

刚来支援的前几天，面对大量的人员数据，

我们需要掌握准确的留观人员流动情况，上报给

相关部门以提供决策支持。这时候，在医院统计

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派上了用场。我们 24 小时两

个班次整理人员信息，短时间内快速掌握了数据

特点，总结报表需求，通过手工报表制作了留观

动态表。很快做到了每 2 小时更新一次的留观

动态数据。无论何时有上报需求，都能及时报出

准确信息。

特殊时期人员流量大，但每份个案都需要核实

和补充信息。由于交接匆忙，需筛查人员的信息经

常与系统信息不符，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像破案一

样，全方位查找各类信息做匹配，从“茫茫人海”中

找到他，做到准确的疫情信息上报。

在一个急救室临时改造的办公室里，我们每天

面对的是电脑屏幕和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数字。

与一线临床相比，这里似乎少了些人情冷暖，但做

好每一个报表，完善每条信息，同样能给人巨大的

成就感。通过这些数据和文字，把一线的成绩展现

给社会，让各方都能看到奋战在小汤山医护人员的

辛苦付出，也是我们期待的另一种“美”。

一缕阳光照心房

3月29日 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 雨

马骏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肿瘤放
疗科主管护师

这两天武汉气温骤降。今天我们组是夜班，凌

晨 3点起床，3点 50出发，大家冒着冷雨来到病房接

班。我们院区陆续开始接收武汉同济光谷院区转

来的新冠肺炎患者，病房中的病人每天都在增加，

每次上班都会遇见新面孔，好在我们护理组长每天

晚上都要开工作例会，会介绍每一位新转院来的患

者病情，护理中每个患者需要注意的细节，所以这

些患者对我们来说，虽然面孔是新的，但是对于他

们的病情，我们在接班前就已经了然于胸。

在晨起护理的时候，一位新转来的患者拉着我的

手说：“听说你们从大年初二就来到武汉了，我一定配

合你们的治疗，一定尽快恢复起来，争取早日出院，这

样你们也可以早些结束任务，回去和家人团聚了！”这

位患者的话语，如同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房。

今天下班的路上，武汉仍然下着小雨，但是此

时的我，觉得全身都是暖暖的。

春暖花开中春暖花开中，，有种有种““白色白色””很美很美

在雷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袁维方推着B超机准备为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做B超。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面对茫茫出入境旅客“大海捞针”，一个 14人的

集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在数万名乘客中发

现个位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记者日前走近上

海海关所属虹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探寻国门卫士

的战“疫”之道。

一个要求测温的拦截

虹桥机场海关的战“疫”1 月下旬就打响了，

当时的工作重点是“防输出”。一名从武汉途经

上海至东亚某国的外籍旅客，一回国下飞机即主

动向该国官方报告发热，随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一时间，“中国国门”的管理水平受到

质疑。

调取当天视频监控显示：当天 13 时许，这名外

籍旅客进入虹桥机场海关出境测温通道，没有正面

测温，而是出现了侧身经过的反常举动，有分散现

场工作人员注意力的嫌疑。旅检一科值守关员王

丛昀及时发现并拦截，要求其取下口罩并退回测温

点复测。这名旅客按要求复测，红外线测温系统显

示体温 36.5摄氏度，无发热情况，遂被放行。

正是王丛昀这个要求测温的拦截，化解了境外

方面的疑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国门”形象。

王丛昀是一位年轻的女性，硕士毕业进入虹桥

机场海关已近 5 年，一直执守在“国门”旅检一线。

她表示，面对那名准备出境的外籍旅客，自己做出

要求测温的拦截，只是职业习惯使然。

在“无症状”中发现问题

3 月 10 日，一名从美国纽约出发的旅客，经香

港转机，入境上海虹桥机场，测温正常，无发病症

状。但在虹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关员谨慎严密管

控下，这名旅客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成为虹

桥机场海关近期发现的首例输入性病例。

当时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并不太高。海关人员

如何能在“无症状”中发现问题？虹桥机场海关旅

检一科科长王荧表示，一是考虑到这名旅客经历

了近 24 小时的密闭空间旅行，辗转大半个地球，

途中接触史复杂；二是考虑到这名旅客入境后目

的地在外地，如果有风险，最好也要限制在上海。

他说：“守在‘国门’一线，靠的是责任心，容不得一

丝马虎。”

在这名纽约来客入境当天，王荧和同事果断决

定，对其进行咽拭子采样，并移交地方卫生部门。

第二天，这名旅客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在此

之后，旅检一科又陆续发现多例输入性病例。

据统计，从 1月 24日以来的 2个月时间里，虹桥

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 44325 人

次，进行登临检疫 19 架次，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3013人次。

双重考验下不敢懈怠

在虹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面对从“防输出”到

“防输入”的双重考验，每个人都在以实际行动默默

回答：“坚守岗位，不敢懈怠。”

在旅检通道，记者看到一名站着审核旅客健

康申明卡的海关关员。他叫刘贺生，是一名缉私

能手，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犯了，不仅无法安

坐，连睡觉也只能趴着。伤病限制他爬不进自家

汽车、开不了车，他就一度换骑电动摩托车，坚持

上班。

旅检一科副科长刘雄岭，有高血压，他宁可随

身带着血压仪，也要把自己“钉”在旅检一线岗位

上。还有多个关员，当疫情警报还未正式响起，就

主动放弃了外出旅行或提前中止休假，两个多月来

一直守卫着虹桥机场“国门”。在他们背后，是整个

虹桥机场海关艰巨繁重的疫情防控压力，每个关员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集中力量做好上海航空口岸的境外疫情防

输入工作，自 3 月 25 日零时起，虹桥机场暂停所有

国际、港澳台的进出港航班业务，并将虹桥机场此

前所有国际、港澳台航班转场至浦东机场运营。

包括旅检一科在内，虹桥机场海关关员开始转场

浦东机场再战疫情。作为国门卫士，他们依然奋

战在一线。

从防输出到防输入

他们“火眼金睛”守卫“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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