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南山院士沉着的工作状态、隔离病房中全副
武装的医务人员和气息微弱的患者、疲惫的医护人
员席地小憩、医护人员支援前线离别拥抱……一组
简练而生动的速写作品，撩动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
那根弦。

“武汉七天，城里城外”。这组作品的作者，是广
州美术学院教授张弘。

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并蔓
延至全国各地。张弘在广州的家中时刻关注着疫情

最新动向，从武汉封城那天起，他便根据新闻照片以
及记忆组织画面，绘下了抗击疾病一线的动人瞬间。

张弘教授为何如此情牵此次疫情？“我生于武
汉，在那儿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可以说是喝着长江水
长大的。这次家乡发生了严重疫情，自然会密切关
注。”他动情地告诉记者。

因牵挂桑梓父老，张弘借画笔记录，完成了这7
幅作品。他说：“这既是与父老乡亲共克时艰的行
动，也是向所有战斗在武汉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致

敬，以及对社会各方驰援武汉人民的由衷感激。”
令人诧异的是，虽然张弘并没能进入此次疫情

的第一现场，但这些功力深厚的速写作品，几乎是在
“刹那间”完成的。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以为，作为一名画
家，时刻保持与生活的‘在线’状态非常重要，以画笔
记录生活，讴歌时代，也是艺术家的一种天职。”张
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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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院教授张弘：速写“武汉七天”感人瞬间

“请让我跑第一趟，知道这趟车
经过疫区，但我是老党员，而且全程
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有处置经
验。领导别犹豫了，就我来吧。”这
是丁志庆的请战誓言。由于节后交
路调整，连沪线路4个班组要担当
上海到成都临客任务，作为车长的
丁志庆，毫不犹豫地率先冲到车队
办公室向领导请缨。

不仅是丁志庆，他们一家有4
口人都奋战在防疫第一线。

丁志庆是徐京车队一名列车
长；妻子张凤娟，徐广车队广播员；
妹夫王春永，徐京车队列车员；妻哥
张凤民，南京客运段炊事员。春节
期间，这一家4口已连续奋战在一
线多日，用他们坚定的步伐和一声
声的叮咛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架起一
座安全温暖的桥梁。

列车广播员张凤娟深知这个岗
位的重要性，每天守在广播台超过
16个小时，超负荷的工作使她嗓子
沙哑，但为了能第一时间把党中央
的声音和抗疫常识传播出去，提升
旅客和职工的防范意识，她始终坚
守在岗位上，口袋中塞满了润喉片。

妹夫王春永是徐京车队连京二
组餐车主任。疫情就是命令，乘务
就是责任，在抗击疫情战斗中他第
一个向党组织递交决心书，决心在
战斗中不信谣、不传谣、出满勤、干满点、勤宣传、带好头，
用实际行动影响职工，带动职工。职工和旅客精神高度
紧张，他就在饭菜花色上下功夫，合理搭配营养健康的餐
食，为大家奉上可口的饭菜。为避免交叉感染，打消旅客
顾虑，满足旅客饮食需要，他都亲自送饭到车厢。

妻哥张凤民是南京客运段旅服车间厨师长兼徐州地
区食堂主任，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工作现场，加强对食
品卫生和职工个人卫生的检查力度。由于节日期间很多
菜场都关门闭户，为了保证加班人员饮食供应，他总是提
前一天了解徐州蔬菜、肉蛋供应情况，疫情严重期间也是
亲力亲为跑去采购，用他的话说，亲手挑选的蔬果，心里
踏实。

“老丁，听说你换交路去跑成都临客了，乘务中要
注意身体啊，这车路过湖北疫区，要让同事们和旅客戴
好口罩。”“放心吧，你们一个跑北京，一个去广州，都
要做好防护，勤洗手，少聚集，待到疫情解除，咱们再
补给家人年夜饭。”虽然不能面对面交流，但电波成为
他们相互问候、相互关心、相互鼓劲的沟通渠道，衷心
祝愿自己的家人和南京客运段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工作人
员以及所有旅客幸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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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潭，曾是一家在武汉当地都鲜为人
知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然而，突如其来的新
型冠状病毒让这里一战成名，成为此次疫情
阻击战中最具标志性的地点。

这里是抗击疫魔的前沿阵地，是离“炮
火”最近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一个多月来，全
院600多名医务工作者在院长张定宇的带领
下，不畏艰险，义无反顾，坚强地冲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和疫魔进行着殊死抗争。

我们可能无法知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
字，也无法看清在层层隔离防护下他们的面
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白衣天使，这些“最美逆行者”用信念
和行动为人们扛起了生的希望。

“我们正处在世界级的‘风暴之眼’，一举
一动都被人关注。我们要尽心尽力，保卫我
们的城市，保卫武汉的人民！”张定宇的话铿
锵有力。

疫魔来袭

12月29日，2019年已步入尾声，2020
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身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院长的张定宇可能无法相信，这一天将成为
他30余年医疗生涯中最为难忘的一天。因
为从那一天起，他将与一种可怕的病毒紧紧
地“绑”在了一起。

29日上午，武汉市第一批7名不明肺炎
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在进行紧急会诊、分
析研究后，从事多年传染病防治的张定宇，隐
约感觉自己的后背丝丝凉意——这绝对不是
一般的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随后，张定宇果断做出决策，他一方面叮
嘱医务人员在治疗中加强防护，保护自己；另
一方面，紧急让人采集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
泡灌洗液，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

数日后的2020年1月7日，研究机构获
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公布这是一种
全新的冠状病毒。

检测结果证实了张定宇的判断，也让他
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与此同时，病毒正
在快速地蔓延着，他不断接到危重病人要转
院的消息。可是，当时金银潭医院的ICU病
房只有14间，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接待
更多病患，张定宇决定，先清空一层楼，在收
满病人之前再腾出一层，让其他的病人能够
住进去。

在与疫魔抗争的30多天里，张定宇经常
是凌晨2点多才能躺下休息一会儿，4点多就
又要爬起来，一天中要接无数个电话，处理各
种突发事件。

面对新的病毒，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
效药。在诊治过程中，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
发现，他们以往用于抗艾滋病的药物克力芝，
对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疗效。很快，这种药
便在金银潭医院率先用于治疗。

张定宇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
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
更多病人。”

妻子染病

张定宇的妻子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疫
情暴发后，她不幸染病，住进武汉市第四医
院。在几十公里外的张定宇得知消息后着急
万分，他很想马上赶到医院去看望妻子。可
是他真的抽不开身，金银潭医院当时有500
多名患者，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处理。

等忙完手里这些事，已经是次日凌晨，张
定宇匆忙赶往妻子的住院病房。在疫情面前
从没怕过的他，这回真的害怕了。“我很内疚，
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我不
知道妻子的病情会回归还是会向着恶化的方
向发展。我们结婚28年了，很害怕这次会失
去她。”张定宇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泪水忍不
住地流了下来。

“从去年12月29日到现在，张院长只有
两个晚上离开医院稍早些。”同事回忆，后来
才得知是院长的妻子感染了新型肺炎，他需
要回去照顾患病中的家人。

让人欣慰的是，2020年1月29日，张定
宇的妻子康复出院。他在短暂的高兴后，又
一头扎进了和病毒的战斗中。

“我妻子虽然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但是
很幸运，她用了抗病毒药物之后有效果，我很
感恩。”张定宇说，“这样的疫情和灾难，无论
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后果都不可想
象。当我们为了抢救病人不顾一切时，背后
支撑我们的，是整个中国。”

不畏“渐冻”

张定宇身边的人发现，近一年多来，张院
长的腿出了点问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
多人问他怎么了，他总说没事，只是膝关节不
好。直到这几天，他才向媒体透露实情，原来

他早在一年多前就患上了渐冻症。
“这种病现在还无药可治。早期，患者可

能只是感到有一些无力、肉跳、容易疲劳。渐
渐地，肌肉的力量会开始萎缩，神经元功能也
开始萎缩，最后是连呼吸的力量都没有了。”
张定宇说出这句话时表情平静，仿佛说得不
是自己。

疫情还没发生前，有空的时候，张定宇会
去徒步锻炼。他说，他很珍惜还能走路的时间。

“如果你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就会拼了命
去争分夺秒做一些事！”张定宇说，“如果很幸
运的话，我还会有8年到10年以上的时间。
如果不幸的话，给我最多5年、6年的时间，但
是我会用好这些时间，享受剩余人生。”

今年57岁的张定宇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冲锋在前、身先士
卒，不顾自身绝症在身，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对
党和人民的忠诚。2020年1月31日，湖北省
委授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同志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月27日，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综合病区楼，张定宇在联系协调工作。 （新华社发）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与疫魔抗争 跟生命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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