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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院内
发生感染，约 80 名医患被确诊新冠肺
炎的消息令人痛心。防控疫情，防患
于未然是关键。作为精神病专科医
院，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郑州市精神
卫生中心）于 2月初快速设立了急重症

精神疾病患者留观病区。疫情防控期
间，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该院所有的新
入院患者都被收治在留观病区。

这里收治的大多是情绪冲动伤人，
生活无法自理的精神疾病患者及“三
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

抚养义务人或法定抚养义务人丧失劳
动能力而无力抚养的公民）流浪精神疾
病患者，往往有较高的危险性。其中有
一些“三无”患者，不能查明有无疫区接
触史，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作为疫
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留观病区被大家
公认是疫情防控期间最苦最累的地方，
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更多的压力，甚至
面临更多的困难。
“我经验丰富，家离医院近，让我来！”

“我经验丰富，家离医院近，让我
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
留观病区副主任王俊具有汶川地震医
疗援助经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是
第一个站出来报名请战的。

“我是一名老党员，防控疫情，理
应冲在最前面，让我到留观病区。我
平时坚持运动，身体强壮，家里老人已
过世，孩子也长大了，没有后顾之忧，
比较适合去留观病区。”“我从事临床
工作近 30 年，又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培
训和进修，经验丰富，可以应对复杂的
诊疗问题……”医务人员以这样的方
式主动提出申请，让人实在找不出拒
绝的理由。

大年三十当天，王俊刚值完 24 小

时的班，大年初二又开始投入医院的
疫情防控工作中。抗击疫情，王俊迎
难而上，并坚定地说：“作为医务人员，
时间就是生命，我能早到一分钟，就能
多为患者争取一分钟的生存希望。”

在留观病区成立后，为了保障医务
人员的持续防控能力，医院实行轮班上
岗，让医务人员能够劳逸结合。可是，
不管值班表中有没有王俊的名字，同事
们总能在病区见到他的身影。“你们不
用担心，我家离医院比较近，能多做点
儿就多做点儿。”王俊微笑着说，“舍得
我一个，能保多数人的平安也值了。”

“舍得我一个，能保多数人平安，
我感觉值了。”

留观病区成立之初，防控物资紧
缺是所有医疗机构面临的普遍问题，
王俊总是先让科室的同事用，自己用
过的口罩、帽子想办法消毒后继续
用。同时，他每天坚持到一线查房。
同事担心他太劳累，想替他值班，他却
说：“多一个人接触患者，就多一个被
交叉感染的可能，舍得我一个，能保多
数人平安，我感觉值了。”

2月 3日，留观病区收治了一名 54
岁的男性患者，曾被诊断为“双相情感

障碍”，在该院住院治疗。该患者再次
发病入住该院后，王俊经过检查，发现
患者有低度发热现象。现在正值新冠
肺炎疫情高发期，这让王俊警觉起来。

经过排查，王俊发现该患者没有
疫区接触史。王俊又为患者做了胸部
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及血常规
检查，依据检查结果排除了感染新冠
肺炎的可能性。

可是，该患者没有新冠肺炎，为啥
一直发热呢？王俊放心不下，又经过
细心观察，发现患者有意识清晰度下
降的表现。于是，他又立即带着患者
到外院进行头颅核磁共振检查，检查
结果显示患者有神经系统病变。他迅
速将患者转到外院神经内科治疗，为
患者得到对症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

极致的细心和永远的不放心
49 岁的女性患者张某，怀疑别人

伤害自己，将邻居家的玻璃砸碎。她
四处求医，但无人愿意接收治疗。2
月 11 日，警察及患者家人协同将其送
到该院接受治疗；33 岁的女患者周
某，在公共场所打砸路人，2 月 8 日由
警察及家人协同送入该院接受治疗；
29 岁的男性患者闫某，将自己家的房

子点燃，2 月 3 日由警察及家人送入该
院治疗……

短短几天内，这么多患者陆续入
住该院，每一个患者都存在着这样或
者那样的问题。每天给患者洗澡、理
发、修剪指甲、清洁伤口、用药治疗等，
王俊用耐心和爱心尽力让患者感受到
家庭般的温暖。王俊说：“把日常工作
做好，就是对患者负责。”

此外，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还承
担着收治“三无”流浪精神疾病患者的
任务。在特殊时期，大部分患者都是
由警察协助送来的。这些患者居无定
所，被送入医院时，大多数蓬头垢面，
家在哪里、发病过程、在社会上流浪多
长时间等都说不清楚。多数患者身上
脏臭气味刺鼻，且伴有躯体疾病，甚至
有的患者还伴有梅毒、结核病、艾滋病
等传染性疾病，更不能查明他们有没
有疫区接触史。

“精神疾病患者在社会上属于弱
势群体。”王俊表示，“他们是这个世界
的一分子，疫情暴发后，不该被遗忘，
同样值得被大家爱护、关心。”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

特殊病区里的特殊团队

疫情之下，这些患者同样得到大家的爱护
□舒宝德 席 娜 文/图

出征前，她是临危受命的发
热门诊护士长；接到驰援湖北的
通知后，她第一个赶到医院；到
达武汉第四天，她便向驻武汉医
疗队洛阳临时党委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连日来，栾川县中医
院袁玉博的事迹广为传颂。

今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栾川县中医院在院党
委的统一部署下，重新组建发热
门诊，改建隔离病房……有条不
紊地开展一系列防控工作。在
紧张的工作中，有个瘦小的身影

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临危受
命，担任发热门诊护士长的袁玉
博。发热门诊刚成立前几天，由
于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尽快开
展防控工作，袁玉博每天只能休
息五六个小时。同事说她忙得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还调
侃她说：“你看护士长真能憋，
一天都没上厕所。”她已经全身
心投入工作，这就是使命与担
当 的 真 实 写 照 ！ 经 过 积 极 筹
备，发热门诊迅速按照工作流
程接诊发热患者，隔离病房里

各种物品准备到位。为了有序
开展工作，大家付出了辛勤的
汗水。抗击疫情，大家迎难而
上，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他们
是最美中医人！

2 月 9 日凌晨，电话铃声惊
醒了睡梦中的袁玉博，电话通
知她到武汉防控疫情。接到通
知后，她第一个赶到医院。该
院副院长李延会眼含泪水，双
手紧紧地握住袁玉博的手，鼓
励打气。袁玉博坚定地说：“李
院长，请您放心，自从我去发热

门诊那天起，我和同事们已经
做好随时支援武汉的准备，我
们已经递交了‘请战书’。”等到
护士们到齐后，大家毫不犹豫，
义无反顾，说自己是中医人，哪
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袁玉
博带领大家匆匆准备了一些生
活用品，来不及和家人告别，甚
至来不及看一眼熟睡的孩子，
就匆匆出征。

送行队伍中，袁玉博的爸爸
妈妈一直在默默流泪。医院客
服部主任马莺歌走上前安慰他

们，并说：“请叔叔阿姨放心，玉
博诊疗经验丰富，能照顾好自
己 ，顺 利 完 成 医 院 交 给 的 任
务！”袁玉博的妈妈说：“看见她
急忙准备东西，我就问她干啥。
她说上前线，就跑出家门。我们
就撵到医院，原来这么多人为她
们送行。”

到达武汉第四天，袁玉博便
向驻武汉医疗队洛阳临时党委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迎难而
上，不负重托，做一名“最美中医
逆行人”

“作为‘80后’，小时候都没
有穿过尿不湿，没想到长大了，
参加工作后，竟然穿着尿不湿
上岗。”2月 8日，滑县中医院感
染科医师宋绍利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 ，滑 县 中 医 院 抽 调 临 床 精
干 医 务 人 员 增 援 感 染 性 疾
病 科 、发 热 门 诊 以 及 预 检 分
诊台。

坚守在感染病区和发热门
诊，最需要忍耐的就是穿着厚
厚的防护服，戴着口罩、防护面
屏、护目镜等，不能喝水，因为
喝水多要上卫生间，浪费时间
和防护物资。

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为了
不浪费本来就不宽裕的医疗防
护用品，自觉穿上尿不湿，有的
连续 15 个小时不喝水、不脱防
护服。

谈到在感染科病区值班的
感受时，宋绍利开玩笑地说了
这一番话，虽然是笑话，但是听
起来令人心酸。

“刚来到感染科工作时，我
有点儿不适应工作节奏。我们
科有几位医生护士都尿湿了裤
子，无奈只能穿上尿不湿，成为
穿着尿不湿的白衣战士。”感染
科男护士景新喜一边说，一边
准备接班，穿起防护衣、戴上尿
不湿等，走进隔离病房。

景新喜是两个学龄前孩子
的 父 亲 ，家 里 父 母 均 年 逾 古

稀。被派到感染科时，他义无
反顾地说：“作为该院 2019年十
大最美护士之一，面对疫情和
艰险，我应冲锋在前，为大家做
表率。”

临危受命的感染科主任王
艳军和护士长董丽为了让科室
迅速、高效开展工作，面对络绎
不绝的就诊患者和发热患者，
他们开启了连轴转的工作模
式，穿着防护隔离衣在科里一
干就是3天。“我治疗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疾病有一些经验，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决定冲在
前面。”王艳军说着，脱下穿了
十几个小时的防护服，摘下橡
胶手套、防护面屏，双手已被浸
泡得发白，换下来的尿不湿也
是沉甸甸的。

董丽是一位资深护士长，
工作起来细致入微，是一位懂
患者的“知心姐姐”。她告诉家
人：“谁让我是资深护士呢，医
院需要我，我就要顶上去、带头
干，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
好 自 己 。”这 一 干 就 是 3 天 3
夜。其间，董丽想和家人视频
通话，几次拿起手机又强忍着
关上。

疫情无情人有爱。滑县中
医院的医务人员面对疫情，临
危不惧，在岗位上奋勇战斗，这
些穿着尿不湿的白衣战士在抗
疫现场谱写出平凡而伟大的感
人篇章。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中医
院区 120 急救车司机班班长孙
天冬，退伍 18 年不改军人本
色。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孙
天冬带领司机班3名队员，夜以
继日、争分夺秒地奔波在抗疫
路上，不辞劳苦，无畏无惧，用
实际行动展示了共产党员的榜
样力量，践行着初心使命。

“我们 13 天跑了 257 趟次
（急诊接运患者），出车次数虽
然没有打破纪录，但是途中遇
到的困难，确实比去年一整年
都要多……”孙天冬一边滴着
眼药，一边笑着说。现在，疫情
形势严峻，各个村庄的道路都
被 群 众 自 发 封 堵 了（无 人 看
守），这给急着接运患者的司机
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在几经绕
路仍无法通行之后，他们便拖
着“臃肿”的防护服，用肩扛、用
手搬，消除一层层路障。车辆
通 过 后 ，他 们 需 要“ 还 原 现
场”。每次，他们都会大汗淋
漓，有时贴身的衣服一整天都
不会干。除了当“清障工”，他
们还是标准的“担架员”，车队
里 4 名同志均参加过严格的急
救操作、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在
接运患者时他们是司机，也是
接诊医务人员的“顶级助理”。

“在转运患者过程中，若遇到路
障，就会耽误时间，只能压缩吃
饭和休息时间，午饭放在车上，
下午四五点吃是常有的事。”孙
天东说，“接运患者确实很辛
苦，但我们有一股劲儿，一定把

工作干好。大家都在全力抗击
疫情，我们决不能掉链子。为
了保证出车安全，下班后，我们
立即回值班室休息，以保持精
力充沛。”

何鹏举是一位有 7 年工龄
的急救车驾驶员，当孙天冬为
司机班加油鼓劲的时候，他信
心满满地说：“我年轻、耐力
好，给我排双主班吧。”最后，
何鹏举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在
急救的路上，大家每天都能看
到他的身影。前几天，何鹏举
郑重地向医院党委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急救车司机班成员胡延
彬、周向辉都是复员军人，家里
都是“双职工”（妻子都在中医
院从事护理工作）。“革命军
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军人严谨
的优良作风和坚强的战斗意志
使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自参加
抗击疫情以来，他们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家庭的理解与支持
使他们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孙天冬说：“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作为医务工作者，我
们既深感使命光荣，又觉得责
任重大！”每次出车前，孙天冬
都会认真检查队员的防护设备
是否穿戴规范。“在全力以赴做
好接诊患者的同时，更要做好
自身防护。截至目前，我们实
现了零事故。”他自豪地说。

（弘 扬 刘应军）

随着新型肺炎疫情的发展，
城区采取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
如交通管制、凭证出入、公交停
运，一些医院开通线上门诊、咨询
等服务，这是为了减少人群聚集，
降低感染的概率。

有这样一个科室，没有因为疫
情严峻而停止工作。这就是该院
的血液透析室。因为对于尿毒症
患者来说，血液透析是延长生命、
终身无法停止的有效治疗手段，所
以他们需要每周两三次往返医
院。这些患者来自四面八方，透析
室就成为“高风险”科室。该科室
的医务人员没有一人因害怕感染
而退缩，仍然坚守岗位，为患者完
成治疗、延续生命。

连日来，驻马店市中医院血
液透析室的每一位医务人员用

实际行动抗击疫情。除常规的
工作外，他们每天坚持严格预检
分诊、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严
格消毒，规范操作，确保大家的
安全。

立春后的第三天，本以为春
天已经来临，没想到下了雪。透
析室的医务人员和患者像往常
一样，7 时准时来到透析室。一
大早，护士长许秋俊查看患者的
病情时，接到一位患者冯某的电
话 ：“ 护 士 长 ，我 今 天 不 去 透 析
了，我家住在铁路东、南海路南
段，距离医院太远，没有公交车，
也没家人接送我。上次透析时，
我步行了两个半小时才赶到医
院 。”许 秋 俊 听 到 这 里 ，急 切 地
说：“透析是你的生命保障，怎么
能 停 ？ 那 太 危 险 了 ，你 家 在 哪

儿？我去接你。”说完，许秋俊就
开车出去了。40 分钟后，患者冯
某和许秋俊赶到科室。患者紧
紧地握着护士长的手说：“谢谢
护士长！你们这么忙，实在不好
意思麻烦你。”护士长说：“不用
谢，我们就是为患者的生命安全
提供保障的。以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说，咱们携起手来，齐心协
力，一定能渡过难关！”

许秋俊认为，越是特殊时期
出行不方便，越要照顾这些需要
透析的特殊患者。他们是高危易
感人群，更应做好自身保护。

该科室已经组织人员和爱心
车辆，一车一人一消毒，去接送那
些确实不能自己出行的患者来透
析治疗。总之，无论如何，都不能
落下一个患者！

从2020年1月下旬开始，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注定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
役中的战士，而医务人员更是冲锋在前，抗
击疫情。

濮阳市中医院重症监护室主治医生朱
晓飞是濮阳市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之一，于
2 月 2 日踏上驰援武汉的征程，开始了救治
工作。

朱晓飞是一位正在哺乳期的母亲，也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为母亲，她很愧疚：
女儿刚一岁时，科室派她外出进修学习，她
就决定提前断奶；当第二个孩子（儿子）出
生时，就想把对女儿的亏欠弥补到小儿子
身上。于是，她不管多么劳累也要坚持母
乳喂养。令人想不到的是，为了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医院要组建援鄂医疗队，她知道
这个消息后，决定放弃为儿子哺乳，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援鄂医疗队。看着 7 岁的女儿
和 1岁多的儿子，朱晓飞真是恋恋不舍。女
儿知道朱晓飞即将奔赴湖北时，抱着她说：

“妈妈就是英雄！我们等你回来，你要加油
哦！”在朱晓飞出征前两个小时，同为该院
职工的丈夫丁志诚刚下夜班，关切地问：

“东西带齐了吗？日常用品够不够？”朱晓
飞的婆婆患有高血压病，得知儿媳妇要去
疫情防控一线，便主动照顾两个孩子，并祈
祷：“晓飞要平平安安……”于是，朱晓飞带
着坚定的信念冲上一线，舍小家、为大家，
打头阵、敢担当！

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后，朱晓飞既辛苦又忙碌。每天上岗
时，医务人员需要穿戴手套 5层、脚套 3层、
防护服两套、工作服一套，确保防护无死角
才能进入病区；每次防护服的穿脱都要三四
十分钟。工作时，衣服时常湿了又湿。从事
重症医学科工作的朱晓飞能够迅速适应这
种环境。该院是武汉市的定点救治医院，收
治的是确诊的新冠肺炎危重患者。朱晓飞
面对这种情况，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
守医院的管理制度，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
诠释一名优秀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的专业

性；用良好的精神风貌诠释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担当。
朱晓飞说：“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有千千万

万个战友和我并肩战斗。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战役。”在
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寒冬终会
过去，暖春即将到来，待到春花烂漫时，我们脱掉防护服，
摘下口罩，一起吃热干面，游东湖，赏樱花！武汉加油！中
国加油！

特别的“家书”，彰显特别
的情怀，体现不一样的温暖与
关爱。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
金。”古往今来，在血与火的战
场，“家书”贵如金，因为里面包
含着亲情，蕴含着亲人的关爱，
充满着爱的力量！

自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打
响以来，信阳市中医院医务人
员全力以赴，日夜奋战。他们

自愿放弃春节休假，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誓与病毒抗战到底。

刘贤和周甲子夫妻均是信
阳市中医院的职工，他们唯一
的儿子在家中由外婆照看。刘
贤是共产党员、该院急诊科副
主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他所在的急诊团队，从主任、护
士长到普通医生、护士，均于 1
月 23 日集体冲上疫情防控一
线；他们不分昼夜，舍小家，顾

大家，连续 24 小时奋战。刘贤
的儿子刘旻良今年 8岁，因思念
爸爸，就用稚嫩的笔写了一封
感人肺腑、情真意切的信。

纸短情长。谁不想和亲
人团聚呢？又有谁不愿意与
亲人相聚呢？这一封特别的

“ 家 书 ”，流 露 出 了 一 个 幼 童
对 亲 人 的 牵 挂 ，对 父 母 的 理
解，折射出一位医者后代的浓
厚的家国情怀。

近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睢县中医院作
为睢县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在县
委、县政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的
统一安排下，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正是举国
上下团圆喜庆的日子，但是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这个春节，注定不容易。为了
抗击疫情，睢县中医院全体员工在
院领导的带领下放弃节假日，坚守
岗位，以实际行动做好防范、部署
及支援工作。

当大家的目光聚焦于发热门

诊、武汉疫情时，还有一个水深火
热之地，那就是睢县中医院急诊
科。急诊人员整装待发，保障后
方。当疫情暴发时，急诊预检分
诊台的护士比平时更加忙碌；患
者接踵而至，急诊科医务人员零
距离为每位患者测量生命体征，
不厌其烦地解答每一位患者的疑
问。坚守疫情防控一线，急诊科
医务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规范
操作。不一样的战场，同样的战
斗，他们勇敢逆行，24 小时不间断
地接送患者。面对此次疫情大考
验，急诊人员用责任和担当上交了

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除夕、大年初一、元宵节没有

团圆没有欢庆，只有一如既往的前
行。“不畏艰险，逆行而上，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是睢县中医院急诊
人秉承的信念。

站好岗，急诊人员就像小小的
螺丝钉，看着不起眼，力量却很
大。控制疫情，哪里有困难，急诊
人员就去哪里，就像小小的金刚
钻，有时候不发光，有时候却光芒
万丈。在这场战争中，急诊人一直
在行动，不惧风险，勇于付出，爱民
爱院，直到胜利! 致敬急诊人，致
敬在一线抗击的所有医务人员！

“最美中医逆行人”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尤占松

““家书家书””

一封来自儿子的“家书”
本报记者 王明杰 文/图

透析患者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李 亚 赵茜颖

睢县中医院的“抗疫急先锋”
本报记者 赵忠民 通讯员 董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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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我是人民“子弟兵”

抗疫现场
穿着尿不湿的白衣战士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朱贵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