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什么好说的，接到通知就出发”
——上海市医疗队驰援武汉纪实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专家组组长赵建平——

叮嘱最多是安全 治病关键是准确

24小时待命，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
一天100多个电话，门诊、病房、参加专家
组会议……这是自2019年12月底发现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来，呼吸内科主任、湖
北省新型冠状病毒专家组组长赵建平每天的
工作节奏。

非常时期守护者

“这两天收治的3位发热、肺部感染病
人CT影像学特征非常特别，呈双肺弥漫
性、浸润性病变，患者白细胞不高，淋巴
细胞计数降低，还存在夫妻两人先后发病
的情况。”2019年12月底，曾在2003年担
任湖北省“非典”专家组副组长的赵建平
凭着多年临床经验判断这3位病人不同寻
常，第一时间在科室下达了工作指示：“上
报硚口区疾控，科室各病区注意排查有无
类似病人！”

紧接着科室认真排查，共发现12例类
似病人，并且均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情
况紧急，必须将患者全部进行隔离，实行集
中管理。”一声令下，科室立即行动，医院
感染管理科现场指导设立隔离区域，护士长
组织领取防护用品并进行防护措施培训，同
时严格按照要求启动标准二级防控……1个
小时不到，病人集中管理落实到位，医护专
班守护人员落实到位，病人及家属告知沟通
落实到位，医务人员、病人及家属情绪稳
定，一切工作有条不紊。

随后，病区12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转
至武汉市疾病救治中心继续治疗。病人全部
转运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成立了专家小
组，对不明原因发热的病人进行筛查，发现
疑似病例及时汇报，第一时间进行隔离
救治。

不久，武汉多家医院发现类似病例，湖
北省组建专家组，赵建平担任专家组组长，
负责全省不明原因肺炎诊治工作。从病情的
判断、救治方案的制订到疾病防控的细节，
赵建平都要一一过问。

作为首先发现疫情的呼吸病专家之一，
赵建平坚守临床一线，马不停蹄到武汉市疾
病救治中心、肺科医院、汉口医院等对危重
病人进行查房指导。为了提高诊治效率，他
总结经验，第一时间联系感染科、急诊科专
家，根据第一批患者的一手资料制定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后来又同
国家派来的医疗救治专家组一起，修订了四
版的诊疗规范，从宏观层面对全国诊治工作
作出指导，并不断向政府反馈意见和建议。

同济医院有一位80多岁的老专家在家
发烧，夜里两点给赵建平打电话，他马上联系
救护车接至医院；得知医院同事发烧在家自
我隔离，他马上催促其到医院进行检查。在
精心治疗下，同济医院急诊科被感染的临床
医生陆俊逐渐恢复；在他所负责的同济医院
呼吸内科，无一例医务人员感染……

“一定要请赵主任看看片子，一定要请
赵主任看看诊疗方案。”在这个特殊时期，

赵建平是大家心目中的守护者！

一个善意的谎言

一例78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
出院了。1月29日，从同济医院传来的好消
息让大家都为之一振。随着确诊数字的不断
增加，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普通群众，都承受
着巨大的压力。而对这一消息，赵建平说：

“这是我一个多月来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月初，爱好打乒乓球的卢爹爹参加了

一场球友赛，回家2天后，开始出现发热和
乏力等症状，在社区打了两天针后，仍不见
好转，且出现呼吸困难症状。1月9日，卢
爹爹被家人送到同济医院发热门诊诊治，
CT显示其肺部多处病变，属于疑似重症患
者，后经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阳性，他被确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

因患有20多年高血压和糖尿病，入院
9天后，卢爹爹病情加重，1月18日，出现
呼吸困难、严重低氧血症等危重症状。在赵
建平团队的积极诊治下，1月22日，卢爹
爹病情趋于稳定，经咽拭子核酸检测，已转
为阴性。26日，第二次核酸检测仍为阴
性，此外其身体各种症状缓解，卢爹爹达到
出院标准。

“与病毒做抗争，心态很重要。”总结自
己战胜病情的过程，卢爹爹说。

但卢爹爹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保持良
好的心态配合治疗，他的主治医生赵建平顶
着巨大压力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从医学
术语上来说，当时他肺部的片子显示两个肺
都白了，情况非常危重。但是，他的感觉挺
好，这是因为我们告诉他病情还好，通过治
疗慢慢会好的。”赵建平说，在治疗期间，
医护人员从不跟他谈病情，因为担心他
害怕。

而卢爹爹的出院，也给了赵建平很大
的信心。“虽然会付出代价，但这场疾病
是可以战胜的。”

唯一想说的是“叮嘱”

“无论是在工作状态，还是在病房或
其他环境，口罩一定要戴上。”

“千万不要在思想上有任何松懈，要
时刻谨记这种病毒是一种无症状也能人传
人，且不分年龄大小、国籍、性别，有无
基础疾病，所有人都易感染的传染病。”

……
疫情发生以来，许多媒体都想联系赵

建平进行深度采访，想请他讲讲在此次防
疫工作中的努力。但他总是拒绝谈自己，
他唯一想说的就是对大家的叮嘱。

赵建平说，与患者接触最多、感染风
险最大的是医务人员，因此医务人员的防
控更显重要。他担心医务人员离开病房之
后，或者在离开医院到另外的环境里，防
范意识有所放松；他还担心医务人员在岗
位上感染病毒，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
下，再感染其他医务人员。所以，他总会
对身边的同事，对前来驰援武汉的医疗队
千叮咛万嘱咐——去会诊、去其他医院、
去任何场所，首先要保障安全。

“希望通过现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能够将疫情控制住。”这是赵建平最迫切
的期望。

为患者解决痛苦

做了几十年呼吸科医生，每当听到
“慢阻肺”这几个字，赵建平总是想到患
者那无休止的咳、痰、喘、憋，每日反复
犹如梦魇挥之不去，痛苦之状无法言表。

此前，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慢阻
肺”发病及防治情况，国家委派了一批医
务工作者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赵建平的调
查点在湖北潜江，当时筛查的2.5万人里
40岁以上的“慢阻肺”病人大概有 300
多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村。

为了帮助农村患者从源头上遏制“慢阻
肺”的发展，赵建平提议在镇里成立戒烟协
会，由镇长亲自担任会长，各个村的卫生院
书记担任副会长，再由村医当监督员，定期
召集“烟民”开宣讲会。光有组织的力量还
不够，他还在各个村树立起了带头戒烟榜
样，用榜样的力量影响更多烟民。

正如他所说，“作为医生，不能看着病
人有症状、有痛苦而不去想办法解决”。短
短的一句话，却能从中感受到赵建平对医
疗事业的孜孜追求，以及对患者满满的
关爱。

曾经有位经常咳嗽的患者，被诊断为
支气管炎，一发作就注射抗生素，两年来
平均每个月要打几次点滴，经济上实在承
受不起，经人介绍找到了赵建平。

和往常一样，赵建平通过“望、闻、
叩、听”，再对比患者以前的诊断记录，发
现该患者是位哮喘病人，之前被误诊为慢
性支气管炎。在对症治疗后，患者再无咳
嗽症状。

“动不动就做大检查不可取，比如哮喘
患者通过CT等查看不出来，只能通过肺部
听诊来判断。”赵建平说，听诊器是他离不
开身的重要检查仪器，“望、闻、叩、听”
是他对患者用得最多的检查手段。“治病最
关键的是正确诊断，诊断对了，才能对症
下药，病情才能很快缓解。但若诊断错
误，则会耽误治疗的最佳时间。”

文/本 报 记 者 柳 洁 乔 申 颖 周
琳 袁 勇 通讯员 童 萱

与疫情抗争，与时间赛跑。2020年的
春节，医务人员在急诊、发热门诊、隔离
病房，用实际行动默默恪守着对医学的承
诺、对生命的守候。

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万家团圆的
日子。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呼吸
内科副主任医师徐浩却突然接到通知，“3小
时后随上海市医疗队驰援武汉疫区前线”。

如果说出征前徐浩心中还有哪些牵
挂，那自然是下个月临盆的妻子，以及即
将出世的宝宝。“放心去武汉吧，我能
行。”同为医务工作者的妻子对徐浩说。

与徐浩一样，这一夜，上海136名医务
人员放弃温馨的团圆饭，奉命出征。医疗队
成员来自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医院感染
管理科、重症医学科和护理专业等，他们刚
与家人团聚就要道离别，前往疫区抗击疾
病，只为更多家庭的团圆之梦。

“没什么好说的，接到通知就出发。”
上海六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钱海泳接到集
合出发的电话，并没有太多情绪波动，仿
佛只是去医院加个班。“我1993年参加工
作，一直在ICU做护士，处理重症病人的
能力、经验都是过硬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老年病科主管护师史文丽接到通知，

没有任何犹豫就报名了。“我说不出豪言壮
语，说不害怕是假的，但作为医务工作
者，我想贡献自己的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时间
就是生命。记者了解到，为全力支援湖北
武汉开展医疗救治工作，上海已组建集结3
批医疗队共334人奔赴援鄂一线，分别入
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第三医院，
第一时间投入紧张的救治工作。

“抗疫前线共产党员先上，没有讨价
还价！”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张文宏这
样说：“我们每个党员在入党时是宣过誓
的，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

我怎么选？我只有靠这个唯一的标准——
党员上。”

这几天，张文宏掷地有声的话语，在
朋友圈里刷屏。

华山医院感染科在全国鼎鼎有名，而这
背后，有一支无比精干队伍的支撑——49名
医生，其中25名党员。“人不多，但党员多，
我必须发挥这股力量。”张文宏说，“你选择
了这个行业，就是选择了负重前行”。

身处疫情一线，所有的人都绷紧了神
经，困了只能在沙发上眯一会。张文宏团
队的毛日成医生坦言，听到凌晨6点的闹
钟爬起来是最痛苦的时候，感觉才刚刚睡
下，又要起来了，“但责任重于泰山，每一

个患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在出征武汉前，周萍坐在了镜子前，

剪掉了春节前刚烫的长发。心里虽然舍不
得，但她义无反顾：不能让头发变成污染
源，也不能因为长发影响工作效率。周萍
是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护理部副主
任，也是此次出征的长宁区医疗救护队护
理组组长：“我有20年的护理经验，这次
带队去，也给小护士们壮壮胆。”

“平时在病房看起来很轻松就能完成的
任务，在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包裹下，我
的行动就显得非常笨拙。在N95口罩的严
密包裹下，工作一会就会感觉头晕，喘不
上气来。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组两个成
员，互相打气，坚持再坚持……”这是郭
孙升1月30日驰援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值班
日记。郭孙升是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重
症监护室护师，目前和医院另外4名援鄂
医疗队员一起坚守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抗

“疫”第一线。
在疫情面前，广大医务工作者都站在了

第一线，无惧生死。其实，医生护士也是凡
胎肉体，脱下隔离服，他们也是女儿、儿子、
爸爸、妈妈、丈夫、妻子，他们也有自己的不
舍和牵挂，然而面对疾病，面对疫情，他们都
变成了战士。

“我参加过抗击‘非典’，有防控经
验。这次防病毒战疫我们肯定能胜
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肺病
门诊，刚刚换下防护服、做好消毒处理
的张红说。身材有些瘦小的张红，笑
声坚定有力，打破了现场原本有些紧
张的气氛，让周围的人精神一振。

和张红并肩作战的陈爱美说：“每
次疫情来临，她都会冲在最前面。”

张红是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
肺病科兼感染科主任，从事呼吸内科
临床工作20年。陈爱美是青岛西海
岸新区中医医院护理部大内科护士
长，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9年。17年
前，当SARS病毒肆虐时，33岁的张
红和32岁的陈爱美主动请缨，参与到
抗击非典工作中，成为当时“战场”上
的“姐妹花”。17年后，两人再次请
缨，冲在了抗击疫情第一线。

“我是党员，还是一名专职医生，
这个时候就得站出来，扛起这份责
任。”张红说。

“最近，你基本看不见张红的身
影，她在肺病门诊、发热门诊、肺病科
病房、感染科病房、会诊室24小时‘连
轴转’。”陈爱美说，张红已经把吃住全
搬到医院，每天深夜一两点睡觉，其间
还要及时查看医院疫情防控群和科
室。“我们担心她的身体，领导‘命令’
她注意休息、保存体力，她也总是点头
答应，过后就忘。”

作为“战友”，和张红一样，疫情来
临时陈爱美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
书”，申请去感染科帮忙，事后才告知家人。

“我很担心，跟她说，当年非典那会儿你年轻我就不说啥
了，现在你都50岁的人了，去最危险的地方，能行吗？她很坚
定地告诉我，‘我经验丰富，你们就放心吧’。”面对妻子的坚
决，陈爱美的老公王德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受家人影响，儿
子儿媳也推迟了原定初八举行的婚礼，参与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

1月30日，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推送了一条“逆行
者”的微信，展示了一线医护人员的真实状态，感动了所有
人。下方留言处，王德刚给爱人的留言更是让人动容。“17年
前你在医院一线抗‘非典’，我挺你。今天你再去医院一线抗
肺炎，我仍然支持你。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文/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 杰 逄世丽

﹃
这
个
时
候
，医
生
就
得
站
出
来
﹄

“叮叮叮……”2020年1月26日下午4时，已连续工作3
天的河南省太康县毛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秦志华拉来一条
板凳刚准备坐下，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1月21日至22日，马厂镇武汉返乡人员朱某，有在你大
刘庄村诊所就诊记录，请立即排查密切接触人员。”疫情就是
命令。放下电话，秦志华立即查看就诊记录，简单的就诊记录
中有9岁的张某，8岁的王某等52个名字，但地址没有登记，
更没有联系方式。

在场的人员沉默了，眼睛都盯着秦志华一个人。看此情
景，秦志华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不要气馁，我们挖地三尺
也要把这些人找出来，这是在保护我们的群众，保护我们的亲
人，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和人工排查相结
合，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是值得的。”听到这些话同志们很是
感动：“秦镇长，有你在，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一场与

“新型冠状病毒”的赛跑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户两户，一个小区又一个小区……时针指向夜晚11

时。此时，妻子给秦志华打来电话关切地问他：“你在哪里呢，
还在加班吗？”“你们先睡吧，我工作没完成，回去也睡不着。”
秦志华笑着对妻子说。其实，秦志华心里明白，他不能把现在
所做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因为这样会引起妻子和家人
的担心。

一夜过去了，52人中只联系到14人，其余的38人在哪
里？秦志华和同事们陷入了找不到人的困境。

毛庄镇大刘庄村是典型的城中村，辖区内有两所小学、两
所中学、一所高中、17个居民小区，常住人口6万余人。如果
剩余这38人不能被及时找到，后果将不堪设想。为及时找到
剩余人员，秦志华和同事想到了微信。在广大网友们积极转
发、扩散下，截至1月27日8时许，又有26人被找到。

“老乡你好！请问你认识刘某某吗？”敲开一家房门，看到
居民摇头，秦志华和同事们又赶紧走向了下一家。敲门、咨
询、登记，就这样周而复始，经过不懈努力，用时两天，秦志华
和同事们在排查上万居民后，最终将与马厂镇武汉返乡人员
朱某密切接触的52人全部找到。

1月28日晚7时许，秦志华用沙哑的嗓音向镇党委、政府
领导汇报：“52人全部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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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疫情赛跑

52人全部找到了

赵建平（右）与同事讨论患者病情。 童 萱摄

张红（左）和陈爱美（右）查看患者CT影像。
李 杰摄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在防控疫情的紧要关头，各地医务工作者克服

困难、主动请缨，奔赴武汉抗“疫”一线。其实，医生护士也是凡胎肉体，脱

下隔离服，他们是女儿、儿子、爸爸、妈妈、丈夫、妻子，也有自己的不舍和牵

挂，然而面对疫情，他们义无反顾，成为抗“疫”一线最美“逆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