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1日，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河南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第五十四场新闻发布会
上，我省第一批、第二批、第五批、第十一批、第十
五批援鄂医疗队代表——河南省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队长、省卫生健康委体改处处长王耀平；河南省
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韩传恩；河南省第十五批援鄂医疗
队暨国家（河南）心理医疗队队长、新乡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张建宏；河南省第一批
援鄂医疗队医疗组组长、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周正；河南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省直
临时党支部书记、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主管护师王
瑞；河南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护士、郑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护士长邵青青等讲述了他们义无反顾奔赴
疫区，不顾安危抢救重症患者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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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武汉拼过命

（本报记者冯金灿、杨冬冬整理，图片由杨冬冬拍摄）

在疫情肆虐的时期，我带领医疗队
员进入武汉。能不能打赢这场战“疫”，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考
验，既然来了，就不能退缩，必须背水一
战。当时包括我在内，医疗队有三分之
一的同志在出发前向家里人交代了“后
事”，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令我
刻骨铭心。

队员们投入武汉战“疫”之后，每次进
隔离病房都是一场体力和心理的较量，在
隔离病房不能吃、不能喝，进入病房都要
穿尿不湿，护士的工作量是原来的两到三
倍甚至更多。特别是防护服裹得严严实
实的，憋气，呼吸困难，一个班下来，队员
们汗流浃背，很疲惫，有的队员出隔离病
房后坐在换衣间的凳子上就睡着了。

刚开始，病房一片死寂，患者都不说
话，恐惧、焦虑、无助的气氛弥漫整个病
房。我们刚开始管理病房时，危重患者
多，一些患者面临着死亡威胁，一些患者
不幸死亡，队员要进行临终关怀。回到驻
地，不少队员抱着被子哭，心理压力很大。

于是，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总支，组建
“党员攻坚队”，队员在防护服上写下姓
名、“有事找党员”，画上五角星等，这个做
法让患者受到很大鼓舞，让他们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的关怀，也提振了队员的士气，
真正让党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

一位68岁的患者因数十年的糖尿病
导致广泛的动脉硬化性闭塞症，又因为这
次患病加重了原来的循环障碍，入院时四
肢末梢发绀，疼痛难忍。病区护士长卢仁
辉和李晶找来毛巾，用透明胶带为患者做
了一双“手套”，护住老人冰凉、疼痛的双
手。为了防止老人反复使用双手导致“手
套”滑脱，护师李晓艳特地找来针线，戴着
护目镜，将“手套”一针一针地仔细缝制。

老人戴上“手套”，连声说感谢。
此外，我们队员还为患者洗头、剪指

甲、喂饭、擦洗身子，出院患者纷纷向医疗
队员表示感谢。一桩桩、一件件催人泪下
的事迹，激发了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信心
和决心，也让青年队员在抗疫一线接受了
教育、经受了考验、得到了成长。

在河南医疗队接收的第一批患者中，
有这样一位患者，她已经在隔离病房进行
了近一个月的治疗。刚入院时，胸闷折磨
得她几乎整天不说话，也极少下床。队员
李俊姗每次护理完，总会对她多说几句关
心鼓励的话。半个月后，两人成了微信好
友，李俊姗也更加关注患者的病情和情绪
上的变化。有一次，看患者情绪有点儿低
落，李俊姗就问她想不想听河南豫剧，大
姐说想。于是，两人就约定，等到患者出
院的那一天，李俊姗在病房为患者唱河南
豫剧。

来自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队员
王晶晶曾护理过一位94岁的患者。出院
时，患者想写一封感谢信，由于手抖无法
执笔，叫护士代笔，隔壁床的患者还当起
了武汉话的翻译。信中这样写：“亏了你
们把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我生活不能
自理，隔离治疗不能请人照顾，一切护理
工作都落在你们的身上，睡久了背会痒，
你们给我捶背、擦洗……把儿女该做的事
情都做了。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两个月来，医疗队共收到38封患者
的感谢信和136个感谢图片（视频）。其
中，71岁的出院患者张冬梅说，是河南医
疗队给予她生的希望，医疗队的出现，就
像一支支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夜空，
给患者带来了一道闪亮的生命之光。还
有患者动情地说：“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
为没有看到过医生和护士的眼睛！”

王耀平：
以生命担使命 站在抗疫前线

河南省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由商
丘、周口、鹤壁3个省辖市的174名医务
人员组成。我们抵达武汉时，武汉本地
医务人员和前期援助队伍都已经长期疲
劳作战，体力透支。我们的到来，无论对
患者还是对医务人员来说，都是一场及
时雨。救治危重症患者是当时最紧迫的
任务，我们迅速进入状态、投入战斗，分
成4组，与4个国家队通力协作，其中一
个组与李兰娟院士团队并肩战斗。

面对重症患者，队员们不顾个人安
危，每天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每天
一睁眼，考虑的都是如何防止重症患者
转为危重症患者，如何预防继发感染，如
何保持患者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经
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终于迎来了胜
利的曙光。我们与4个国家队共同收治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288人，治愈出院215
人，完成了支气管镜等高风险检查和治
疗，赢得了李兰娟院士团队的认可与赞
誉，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患者
零投诉，医务人员零感染。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日日夜夜，
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李富锦老
人是从方舱医院转入重症病房的。刚到
病房时，他担心、害怕，情绪低落。我们
队员在完成护理治疗的同时，主动与他
沟通交流，鼓励他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

从生活细节上关注他、关心他，天天给他
做“话疗”。他的情绪慢慢好转，逐渐配
合治疗。几天过去了，经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患者的病情稳定了。目睹医务人
员的工作艰辛后，患者情不自禁地拉着
护士，用沙哑的嗓音为队员唱出了“我不
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当得知要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救治
重症患者，我就想见见当年的战友。
2009年，手足口病疫情在商丘肆虐，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派出董娟、李婷两位护士
到商丘支援。在商丘的日日夜夜，她们
通过精心护理，挽救了许多儿童的生命，
实现了零死亡。临别时，我与她们合影
留念。11年过去了，我们又在武汉战场
相逢，只是这次相逢是在特殊的场合。
董娟老师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正在病房
康复。我与李婷等人到病房看望董娟老
师，代表商丘感谢她当年的奉献，给她祝
福，希望她早日康复出院。董娟老师也
非常激动，回想起当年在商丘的往事，想
起了她当年吃过的烩面。我随口说出

“烩面、热干面都是面，河南人、湖北人是
一家亲”，大家都笑了。我们相约疫情过
去，春暖花开时节，再到武汉看樱花。我
们三人又拍了合影，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想，这个故事应该是对守望相助最好
的诠释。

韩传恩：
坚决打赢危重患者救治攻坚战

我们抵达武汉时，疫情已经持续一
个多月，正是武汉各条战线特别是一线
医务人员及住院患者心理压力最大的时
候。经过短暂的防护培训，我们先后对
接了8家武汉当地重症患者收治定点医
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等医疗机构。

心理干预和躯体干预不一样，但是
许多患者甚至一线医务人员对此不理
解。我们首先跟对接医院的行政领导、
医务科负责人以及武汉当地各援鄂医疗
队的队长沟通，科普心理救援、心理干预
对一线医务人员和确诊患者的重要性，
为对接医院捐赠防疫物资、生活物资和

《心理自助手册》等。通过一系列努力，
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一名女患者，病情已经明显改善，呼
吸功能完全恢复，但是因为焦虑恐慌一
直要求吸氧，不敢离开氧气瓶。我们在
进舱干预之前，详细地了解了她的病历，
首次进舱交流的时候对她的病历资料进
行了详细讲解，比如4次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肺部 CT 显示炎症已经明显
吸收，查了2次血常规且结果均正常，近
期血氧饱和度也一直正常。我们还给她
科普，吸氧时不能自由活动反而不利于
康复。通过几次心理干预和支持性心理

治疗，患者的焦虑明显缓解，顺利停止了
吸氧。

还有一名男性患者，因为罹患新冠
肺炎，加上之前就有精神疾病，觉得生活
没有希望了，家人更不会管他了，出现了
频繁的自杀行为。我们对这名患者进行
了仔细的精神检查、自杀风险评估、药物
干预和心理干预，发现患者必须同时治
疗新冠肺炎和精神疾病，就建议其转诊
到收治罹患新冠肺炎患者的精神病定点
医院，并且按危重患者的要求将患者的
资料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健
康委专家杨灿教授专门来电询问情况，
对于我们科学合理的建议表示赞赏。

作为全国8支国家心理救援队中的
一支，我们到达武汉之后，迅速评估当地
一线抗疫医务人员和住院确诊患者的心
理需求和常见的心理问题，及时编写了

《心理自助手册》。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
印制7000册发往武汉，郑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印制了1000册，发给各地援鄂医疗
队和当地住院患者，广受欢迎。在武汉
开展工作期间，我们不仅完成了国家卫
生健康委交办的指令性任务，还接管了
兄弟省市心理救援队撤离后交接的两家
定点医院的心理危机干预任务，工作成
效显著，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的充分肯定。

作为医疗组组长，我深知病房就是
战场，治疗重症患者，就是与死神争分夺
秒。重症患者病情变化快，而且一旦出
现“炎症风暴”，会急转直下，极易在短时
间内出现神志不清、呼吸加快、血氧饱和
度下降，甚至凝血功能障碍，不仅仅是
肺，各个脏器都会发生衰竭。因此，医护
人员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的。

打破重症病房压抑和沉闷的气氛是
我作为组长需要破解的难题，为此我想
了很多办法，带着队员主动和患者交流，
询问病情并进行体格检查；对一些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慢慢地，患者就忘记了
恐惧，加上有的患者已经好转，病房的气
氛就变得不一样了。

在给患者取咽拭子标本时，医务人
员需要和患者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棉签
触及咽部时患者极易出现咳嗽和咯痰，
病毒很容易通过飞沫传染给医务人员。
为了消除大家的恐惧心理，我第一个冲
在前面，采咽拭子标本，只有不怕危险，
才能带领大家往前冲。在支援武汉市第
四医院的整整两个月里，发现有的队员
疲惫不堪，我主动替他们值班，让他们休
息，恢复体力。当然，我也不是超人，但
人有时候就是很奇怪，一旦使命在肩，似
乎真有用不完的力气，打个盹醒来，就感
觉跟“充满电”一样。

有一对兄弟因照顾患有新冠肺炎
的父亲而被传染，他们的父亲因病情严
重医治无效去世。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兄弟俩发热、咳嗽和胸闷症状越来越
重，稍微活动就喘息不止。兄弟俩因刚
失去亲人，自己又被感染，入院时心情
沉重，不吃饭，对新冠肺炎有高度的恐
惧感。我和队友暗下决心，一定要治疗
好这兄弟俩，他们都才 40 多岁，是家里
的顶梁柱，如果治不好，对他们的家庭
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为此，我和几位
医生多次会诊，对症治疗的同时，关口
前移，仔细分析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
并采取对应措施。这些经验也被用于
其他患者。经过“一人一策”的针对性
治疗和不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兄弟俩病
情逐渐好转，最后同一天痊愈出院。出
院时，兄弟俩向我们竖起拇指，说：“河
南人真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和患者
逐渐熟悉起来，患者的病情也在好转，当
初的焦虑和抑郁慢慢消除了，病房的气
氛活跃了许多。有时候，为了给患者缓
解压力，调剂单调的病房生活，我们医疗
队一名能歌善舞的护士在病房给患者唱
豫剧，病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有一次，
我查房的时候，一位老太太正在吃饭，看
到我进来了立马放下碗筷，戴上口罩。
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就主动走过去，问
她为什么不吃饭了。她说：“我担心吃饭
不戴口罩会把病毒传染给你，我要好好
配合治疗，等我们都好了，你们就能早点
回家了。”听到她这番话，我感觉心里暖
暖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我和队友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
工作，面对的重症患者平均年龄在60岁
左右，最大的95岁。最初，病区里的15
台无创呼吸机同时使用，医护人员感染
风险高、防护要求严苛。

对此，我和队员们自我加压，严格要
求，精准操作，一丝不苟，反复进行穿戴
防护服训练，严格落实密封性查验；精心
为患者测体温、量血压、输液、用药、上呼
吸机；及时为患者翻身、叩背；主动为患
者洗衣、梳头、剪指甲。说实话，很多时
候，我们都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忙得像一个陀螺，确保一次
治疗也不落下，一次护理也不少。每一
个班下来，队友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浑身
酸软，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刚入院时病
情比较重，在床边解一次小便都会出现
呼吸困难，每天靠高流量吸氧，氧饱和度
才能达到90%以上。阿姨的家人不在身
旁，她思想压力特别大，我就格外关注
她。每天上班忙完手头的工作，我就会
到她床旁跟她说说话，帮她做些什么。
每次，只要到她床旁，我会先检查一下，
看到氧饱和度不到 90%的时候，我就会
问她是不是下床了，督促她休息，她都会
笑着说“逃不过你的眼睛”。每天，我把
饭菜摆好，盒子打开，筷子掰开递到她手
里，帮她把水倒上，收拾大小便。阿姨不
止一次说：“如果不是你穿着防护服，我

都以为你是我的女儿了。”有一次，阿姨
让我帮她端盆水。我问她要干什么，她
说解小便的时候不小心弄到裤子上，想
洗一下。考虑到阿姨稍微活动就会呼吸
加快，洗衣服肯定不行，我就赶紧到卫生
间帮阿姨洗衣服。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一件衣服没洗完就汗流浃背了。当收拾
完回到病房，我看到阿姨的眼泪一直在
眼睛里转圈。

平时，阿姨和很多患者都在用他们
的方式保护着我们。每次我们一到床
旁，他们就赶快把口罩戴上才跟我们说
话。为他们整理完大小便，他们不停地
催促我消毒洗手，害怕把病毒传染给我。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非常注意调动
党员的积极性，为的就是让支部在抗击
疫情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让党旗在抗
疫一线高高飘扬。每名党员都在以不同
方式，冲锋在前，发挥着最大的作用。师
延刚，穿好防护服，第一个冲进隔离病
区，勇当“探路者”，为大家总结穿戴防护
服和在隔离病区工作的注意事项；孟霞，
不断向患者传递战胜病魔的坚定信心，
她在自己和队友的防护服上画出美少女
战士的形象，写着“病毒，我们代表人类
来消灭你们”的话语，温暖患者的心；曲
玲杰，在手头没有纸的情况下，撕下一块
纸箱板，郑重写下“我想成为你”的入党
誓言。她说：“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
听到有人说‘我是党员，我先上’，所以我
也想成为党员，担当更多的责任！”

我所在的河南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
主要在武汉青山方舱医院工作。随着治
愈患者人数增多，留在舱里的患者情绪
难免会有些焦躁，需要心理疏导。

于是，我产生一个想法，如果能够
用一个小物件儿让患者寄托希望和放
松心情，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于
是，从 2 月 16 日至 2 月 26 日，我趁着休
息时间，叠了 200 只千纸鹤。每一只千
纸鹤上面都写了不一样的祝福、不一样
的心愿。

2月27日，我为患者发放千纸鹤时，
患者的反应令我震撼，不仅仅是感谢，很
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其中一位叔叔说：

“我会把千纸鹤放在最贴身的衣物口袋
里保存，我们赶紧康复，你们医护工作者
早日平安回家。”还有一位阿姨拉着我的
手说：“明天我就出院了，出院前能收到
你送的礼物，能再见一次你工作时的背
影，我很满足，特别想见见你去掉口罩的
样子，如果可以，我们相约明年武大樱花
树下再见。”

“邵三管”的称呼，和我在武汉的分
工有关，我是护理第四大组总感控负责
人，除完成舱内的护理工作外，还负责所
有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以及舱内所有关
于感染问题的处理工作。

穿脱防护服是防护工作的重中之

重。我们每次进舱前，按照流程穿好防护
服时自己先检查，然后我再挨个检查审
核。既然身为感控总负责人，就要对每一
位队员负起责任，这是我工作的“铁规”。

有一次，一名队员的护目镜鼻子两
旁有一点儿漏气，如果不细看根本发现
不了，他自己感觉没问题，但要求他重新
更换。虽然已经穿好整套防护服，再重
新更换护目镜会比较麻烦，但这绝对不
能将就，必须严格执行。当时我态度很
严肃，当着医护小组人员的面，让他重新
穿戴防护服和护目镜，并告诉所有人员：

“这是第一道关，必须重视，有一项穿戴
不合格，就不能进舱工作！”

时间久了，大家都养成了很好的习
惯，每次无论进舱还是出舱，都会自觉
找我审核检查，这样我也感觉更放心。
在生活中，我也这样严格要求。驻地酒
店所有地面都要划分好清洁区、缓冲
区、污染区，消毒到位，我隔三岔五会突
击检查，看看大家是否按照要求执行。

就这样，我获得了一个称呼——“邵
三管”：管天、管地、管空气。无论是院士
还是院长，进舱都得接受我的监督，做好
防护，是为管天；在住处，所有地面都要
按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划分好，消毒
到位，是为管地；不让一个病毒存活在空
气中害人，是为管空气。

王瑞：
我们和患者并肩战斗

周正：
坚守 为了每一位重症患者

张建宏：
用“心”抗疫

邵青青：
“邵三管”是这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