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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疫情下有许许多多这样

的家庭，希望大家一起携手渡

过难关。为孩子们加油！愿

疫情早日结束，让清新的空气

任我们大口呼吸。

”

“

关门大吉，幸不辱命，我

们胜利完成了医疗任务。70

天，整整 70天啊！希望这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疗队

奇迹！希望此疫过后，山河再

无恙，人间皆平安！

”

“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陈晓霞 曾 理

1 月 24 日至 4 月 2 日，湖北民航共保障救援航

班 1117 架次，运送医护人员 70560 人次，防疫货物

10427 吨。2 月 1 日至 4 月 2 日，湖北地区通航应急

运输 237 架次，运输货物 55 吨。70 多个日日夜夜，

作为民航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民航湖北监

管局局长江涛夜以继日奋战在最前线，与 1.6 万民

航人一起守护着这条空中“生命通道”。

1 月 23 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江涛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艰巨任务。“武汉机场是全国八大区域枢

纽机场之一，年旅客吞吐量逼近 3000 万人次，暂停

运行带来的影响难以估量。”

江涛说，停航后，大批医护人

员、防疫物资通过空中交通

驰援湖北，如何协调调度空

中航线，守护空中“生命通

道”，则是武汉疫情防控运输

的一场硬仗。

从 1 月 23 日零时开始，

江涛就开始奔波于武汉疫情

防控指挥部和天河机场，统

筹协调、妥善处置武汉机场

暂停运行带来的影响，回到

单位已是深夜。“36 个小时

没合眼，走路都在飘。”回想

起来，江涛自己都在感慨，实在发生了太多事情，他

都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

疫情暴发后，湖北民航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保障

医护人员与应急物资的运输和疫情防控两个方

面。江涛更忙了。

除夕当天，身处各方信息汇总、协调、联系中心

的江涛，手机充了 3次电。直到晚上 7点半，他才在

单位值班室匆匆扒了两口盒饭当作年夜饭。

民航湖北监管局距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三公里，

处于武汉市疫情的“重灾区”。为加强防护，江涛下

了一道“命令”：除每日由于工作需要必须在局值守

的人员外，其余人员一律远程办公。不让其他人

来，江涛却每天都到办公室值班。“这个时候，领导

必须冲在前面，大家心里才踏实。”

在刚开始保障医疗救援包机时，各方对接尚处

于磨合期，常有突发情况要处理。加之包机数量

大、任务时间紧，很多航班都不得不放在半夜执

飞。江涛时刻关注这些航班的保障情况，直到最后

顺利完成，他才放心休息。

江涛的家人都在广州，然而工作忙碌，他每天

只能抽出非常有限的时间和家人电话联系。2月 14

日凌晨两点半，江涛突然腹部疼痛，在床沿上硬生

生坐了 3 个多小时。他一再为自己打气：“我不能

病，一定要挺过去。”幸好，天亮后，疼痛消失，江涛

照常工作。

按照民航局、民航中南局统一部署，江涛配合

省市有关部门，一方面协调解决滞留境外的湖北籍

旅客返汉问题，确保医护人员及全球各地防疫物资

迅速运抵湖北，一方面积极发挥通航大省优势，针

对救援物资短途运输需求，在全省 14家请战通航企

业中选拔组建了“湖北省防疫物资通航运输队”。

湖北监管局在信息获取、运行支持、跨区域协

调上，为通航提供 24 小时在线支持，并组织梳理

应急救援中需关注的各个要点，迅速出台相关工

作指令，给通航企业以指导。在此次疫情防控中，

湖北通航完成了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紧急调运

核酸检测试剂等多项任务，解了应急物资运输燃

眉之急。

“能为战‘疫’作贡献，再苦再累都值！这场战

‘疫’，我们必胜！”江涛坚定地说。

夜以继日，他守护着空中“生命通道”
本报记者 矫 阳

江涛江涛（（左一左一））在武汉机场塔台检查航班保障情况在武汉机场塔台检查航班保障情况。。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加油！爱一直都在

4月7日 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 多云转晴
王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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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病房里多了一对小哥俩，哥哥 10 岁，弟弟

才 7 岁，但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却不在身边。就在 2

小时前，一家四口还一起住在病区的双人间，但筛

查结果下来，显示孩子的父母核酸监测结果是阳

性，他们得知结果后都很慌张。

我们和心理医生一直安慰孩子妈妈，等她情

绪慢慢平复，程飞医生和我又安抚起孩子爸爸：

“男人是一家的顶梁柱，扛得住才能撑起一家人，

这时候你更不能垮。”经过一番开导劝解，年轻的

父母终于镇定下来。为了让他们安心治疗，我赶

忙又说：“手机号码留给我们吧，孩子每天的情况

我会及时发过去。放心吧，这有我们呢！”夫妻俩

双手合十连连感谢，一步三回头地跟着引导人员

去了 B2 区。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根据要求我们把小哥俩安

排在不同的房间，但通过窗户能看到彼此。搭档李

萌和我一起帮孩子们收拾东西，我告诉兄弟俩：“别

怕，阿姨们 24 小时一直都在，有事随时找我们。你

们已经是小男子汉了，乖乖吃饭睡觉，爸爸妈妈才

能安心治疗，早日康复，然后就能早点一起回家。

能做到吗？”看兄弟俩懂事地点了点头，我的心才放

了下来。

疫情下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家庭，希望大家一起

携手渡过难关。为孩子们加油！愿疫情早日结束，

让清新的空气任我们大口呼吸。

阳光总在风雨后

4月7日 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 多云转晴
樊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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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半个多月之前的 3 月 20 日，那天我白

班，从 7 点多接班开始，我就穿着铠甲一样的防

护 服 ，在 隔 离 区 域 工 作 了 3 个 多 小 时 。 不 吃 不

喝，不上厕所，我倒是扛得住，但闷热的感觉和

护 目 镜 上 的 雾 气 ，给 工 作 带 来 了 很 多 不 便 。 刚

过 11 点，我和同事彭琳又接到任务，要带 9 名客

人做 CT 检查。

通往 CT 室的长长走廊上，我一路带着大家往

前走。别看我是“领队”，实际是“盲走”，护目镜虽

然事先涂了洗涤灵防雾，仍起了好多水珠阻挡了视

野。靠着平时的记忆，我也算如履平地，彭林则在

队伍后面提醒大家注意保持一米距离。

穿着“铠甲”走了不久，我已是汗流浃背，汗水

浸湿了内层的衣服，步伐和呼吸也开始不协调起

来，喘气声越来越重，缺氧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心

里有些焦躁。

这时，一位同事追上我说：“别着急，我们跟着

你呢！”我顿时感觉特别暖心。虽然戴着护目镜看

不清他的表情，但是从他的声音和语气中，我能体

会到那份真挚的理解和关爱。我内心不再着急，步

伐慢下来，呼吸也逐渐均匀，带着大家顺利到达 CT

室，做好了检查。

回到隔离区已是正午，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护士

站，照亮了病房，也照亮了我的心，春天来了，胜利

一定不远了。

3 月 23 日那天也很难忘，那是我第一次上夜

班，一位留学生小姑娘突然肚子疼，需要我进房

间看一眼。穿好防护，我急匆匆进了病房，只见

房内漆黑一片，我连忙把灯打开，见小姑娘正蜷

缩 在 床 上 。“ 小 妹 妹 ，哪 里 不 舒 服 ？”我 轻 轻 问

道。“姐姐，我来月经了，肚子疼得睡不着。”小姑

娘回答道。

听她这么说，我赶紧在她房间找到烧水壶，先

烧上热水。之后我快步走出房间，用对讲机告诉在

护士站的战友，帮忙找个暖宝宝，并把医院发的姜

红茶也带来。从传递窗接过战友送来的“救急锦

囊”。我急匆匆赶回病房，为小姑娘沏了一杯热热

的姜红茶，又送上暖宝宝。

小妹妹十分感动，不停说：“谢谢姐姐，谢谢姐

姐！”然后我得知，她从英国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

一路忍着疼痛回到祖国，看到我们这些医务人员时

刻守着，她觉得很有安全感。我让她好好休息，帮

她盖好被子，关上灯，走出房间。又过了一小时，我

再去看她时，她已沉沉睡着了。

看见海外同胞回国的辛苦，作为医务人员的我

只想为他们多做些什么。阳光总在风雨后，只要我

们一起携手，众志成城，终将战胜疫情。

危重症病房关门大吉

4月4日 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医院 阴转晴
袁晓宁 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部书

记、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今天的心情如同今天的天气，早起拉开窗帘，

天空还显阴郁，太阳只露出了一点点脸。匆匆洗漱

过后，简单吃点早饭后，我就看到微信群里的同事

已经在了解患者的病情了。

今天就要关闭重症病房了，队员们十分激动，

竟然去了比平时多一倍的人。“我们再去看看，一起

收拾收拾。”队员们说道。

根据组织要求，8:20 要在一层集合，要求着白

大衣。对镜自揽，披上白大衣的瞬间我突然有了披

战袍的感觉，“衣白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

这原本描述的是一位丈夫对一位妻子的眷恋，但此

时此刻，这句话也代表着一个感染管理人对所有医

疗队员的心心念念！

今日清明，武汉已是春暖花开。随队步入江

滩，来到默哀现场，10 点，汽车、火车、舰船、防控

警报同时鸣响。短短的 3 分钟，低头垂目，牺牲的

烈士，特别是其中的医务人员，他们真的做到了不

论生死，一去不还了！亲爱的战友们，山河已无

恙，武汉已安全，请歇歇吧，闭上你们疲累的眼，人

间皆安！

默哀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医院。今天出院的患

者是不是安全出院了？转出的患者能不能顺利转

出？病房关闭前环境整理、物品和设备交接……一

系列的问题需要逐一落实。到了病区，进了病房，

一切都有序进行，同事们也都赶过来了。22床的老

爷爷不舍得离开，还掉了眼泪，大家一起把他送到

一层电梯目送他离开。来接最后出院的 32、33床老

两口的车也到了，老两口结婚已经 53年，恩爱如初，

相濡以沫多年，随着车辆缓缓启动，老人家们还在

不断招手说再见，告诉我们再来武汉玩，一起看樱

花、吃热干面。

送走了所有的患者，整理利落环境，2020 年

4 月 4 日 15 点 48 分，对讲机里响起声音：“北医三

院 援 鄂 抗 疫 国 家 医 疗 队 新 冠 感 染 隔 离 病 房 关

闭！”话音刚落，清洁区、污染区的同事们一起欢

呼，我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拥抱在一起。关门

大吉，幸不辱命，我们胜利完成了医疗任务。70

天，整整 70 天啊！希望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医疗队奇迹！希望此疫过后，山河再无恙，人

间皆平安！

那一声声那一声声““谢谢谢谢””
传递来温暖的力量传递来温暖的力量

44月月77日日，，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最后一批队员共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最后一批队员共186186人离鄂返湘人离鄂返湘。。图为湖图为湖
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在武汉火车站广场等待进站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在武汉火车站广场等待进站。。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赵军赵军摄摄））

4 月 6 日，接机人
员在济南遥墙国际机
场欢迎山东支援湖北
医疗队最后一批队员
返鲁。
新华社发（饶琦摄）

虽然戴着护目镜看不清

他的表情，但是从他的声音和

语气中，我能体会到那份真挚

的理解和关爱。

”
“

“目前，医院治愈出院患者已经超过 2000人，在收治量和

治愈率等方面都排在前列。”武汉泰康同济医院 4 月 6 日出炉

的一份工作报告上的数据让记者眼前一亮。而在这背后凝聚

了一名战“疫”老兵——该院分管医疗护理工作的副院长、陆

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院长吴昊多次与疫情战斗积累下的经

验、智慧与心血。

提到医疗队的骄人“战绩”，吴昊讲述了这背后的“急”

和“难”。

2月 13日，吴昊和医疗队到达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后，不加

休整就投入到战斗中，24小时内接管该院原有的方舱病房的

同时，紧锣密鼓投入新病区的筹建中。大家一起合力奋战 48

小时后，医院顺利收治患者，单日最高收治量达 383人。这期

间，吴昊行军床上的被子从未打开过。

还有一次模拟演练中，吴昊发现患者有按错电梯楼层、误

入清洁区的可能性后，立即请来电梯工作人员，将电梯固定停

留在当日收治病区，避免一切增加污染的可能。“批量收治时，

轻、中、重症患者如何安置，医护力量如何配备，都必须提前妥

善安排。”吴昊说。

急事打“硬”仗，难事打“巧”仗。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新

冠肺炎重型、危重型患者收治率一度超过 33%，为了提高患

者救治率、降低死亡率，吴昊提出了“综合评估，早期预警，

体系作战，精准施治”16 字方案。吴昊和专家们仔细研究了

上百个病例，总结提炼了 6 个核心指标和 10 余个外围指标，

形成疾病转化早期预警体系，一旦患者病情发生变化，医疗

信息系统就会实时报警，医护人员及时进行干预，有效防止

患者病情恶化。

3 月 15 日凌晨 1 点，一名 90 岁的危重症老年患者突发心

跳呼吸骤停，吴昊立即召集感染一科值班专家进行会诊抢救，

紧急实施心肺复苏，20分钟后，患者恢复呼吸和心跳，参与救

治的医护人员护目镜里都积满了汗水。

“在危重患者最多的时期，医院成立了由 10人组成的‘专

家突击队’，分两组每隔一日留院值守，加上科室实行的三级

值班制度，确保患者病情变化时，有最强力量第一时间展开救

治。”吴昊说，“此外，由‘干细胞治疗、托珠单抗治疗’等 5类创

新方法构建的医疗技术‘工具箱’，为‘一人一案’精准救治提

供支撑；由‘插管分队、护肝分队、护心分队’等 7 支队伍构成

的‘专业救援队’，为‘身心并护’体系作战提供了保障。”

光辉战绩背后
是战“疫”老兵在打“硬”仗

“首次收治患者的时间点就是‘军令状’，我们要与‘疫魔’

赛跑、和时间竞速。”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学工程科

副主任周龙甫带领 8人团队，走科访室、清点物资、建账入库。

两天两夜，周龙甫和战友按时完成了近 5 万件物资的入

库工作，保障了 2 个先期展开科室所需的全部医疗器械和防

护物资，确保医院如期收治首批病患。

“如果说临床科室是和‘疫魔’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一线

战场，那医学工程科就是为战场输送武器弹药的‘军火库’。

我们的目标是让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手上有‘钢枪’，周身有

‘盾甲’。”周龙甫说。

要确保“军火库”永不断线，需要专业物资调配和精密组

织筹划。为此，周龙甫走遍了全院各个科室，根据展开床位、

重症床位、内部布局等情况，综合距离远近、收治先后、物资多

少等因素，科学制定物资分配计划，合理规划物资发放时间，

既避免了人员“扎堆”，又保证了物资以最快时间到位。

每天，周龙甫和战友们都要为医患人员准备各类 3 级防

护物资 1万余件。验收、清点、发放……从清晨 7点半开始，他

们要一直忙到半夜。为了确保次日物资正常发放，每天凌晨

时分他们又开始新一轮的接收、核验工作。

3 月 3 日，一名患者肺部大面积感染，需要上 ECMO 急

救。此时，所需设备、耗材和器械还未完全到位。

接到专家组通知后，周龙甫马上对接需求，筹措、接收、查

对、安装……在专家提出的时限内，周龙甫和战友以最快速度

完成了设备的交接工作。由于 ECMO 开通及时，这名危重症

患者转危为安。

小到 1个口罩、1套防护服，大到整装的医疗器械设备，都

关乎着救治成效。“零差错”成了周龙甫和战友的工作信条。

一次，在例行盘点时，2支静脉留置针的去向引起了周龙

甫的注意：库存 198支，账上有 200支，另外 2支静脉留置针去

哪了？

周龙甫带着战友们翻遍仓库、认真盘点，终于找到了这 2

支留置针。

为所有病区提供源源不断的氧气，也是周龙甫负责保障

的任务之一。存储高浓度氧危险系数极高，周龙甫需要时刻

关注储氧装置。

一天晚上，周龙甫值夜班时，听到供氧区有异响。他立刻

打着手电，围着储氧装置仔细观察，发现 2号阀螺口松动。寻

找配件、调整机器、更换阀门……周龙甫的操作一气呵成。

今年 43 岁的周龙甫，是一名留学归来的博士后，曾于

2015年赴尼泊尔参加抗震救灾任务。

在祖国需要的时刻和重大任务面前，周龙甫一次次挺身

而出，践行着中国军医的责任担当和医者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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