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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目！你拄拐的背影真美
——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饶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2月3日晚，当记者拨通饶歆的电话时，
他刚刚结束一天工作回到住地。电话那边的
他，声音略显疲惫。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
一张在重症隔离病房拄拐坚持工作的医生背
影照，感动了无数人。照片里的主人公，正是
饶歆。

岗位需要就要顶上去

“我已经完全脱拐了，腿伤已基本恢复。”
在电话里，饶歆告诉记者。

饶歆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的
一名医生，主要负责隔离病房的管理工作。
2020年元旦过后不久，饶歆的一只脚意外扭
伤。骨科医生建议饶歆卧床休息两个星期。
但他卧床4天后，便拄着拐杖回到工作岗位。

“当时我很着急，因为我马上就要接替同
事进入重症隔离病房。”在克服独自拄拐上下
楼、回到住处等问题后，饶歆毅然决定重返岗
位。“我仅仅只是脚崴而已，但病人更需要医
生救治。院里已经确定好了工作方案，在这
样一个特殊时期，奋战在一线，对我来说，义
不容辞。”

饶歆所在的重症医学科，承担了全院近
八成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疫情暴发后，科
室一病区临时建立了重症隔离病房，其职责
就是收治疑似或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病人。其他两个病区主要收治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阴性的、从其他科室转过来的病
人，即医学上初筛没有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的病人。

在隔离病房值班，医护人员需要身穿密
不透风的防护服，这加大了工作难度。在进
入隔离区前，每位医护人员要在缓冲区穿上

“三层衣”——先穿工作服、再穿隔离衣、
最后穿防护服。由于腿脚不便，饶歆只能坐
着穿、脱隔离衣，由于坐着会接触污染区的
凳子，所以饶歆还必须多穿一件手术服阻
隔。每次进出隔离室，饶歆都要比别人花更

多时间，行动上也多有不便。
为了防止将病毒带出隔离病房，房间里

所有可能被污染的物品都不能带出。为此，
饶歆特意在隔离病房放了一根拐杖，上班时
用；在隔离病房外放了一根拐杖，下班后用。
这一举动，让他被同事戏称为“双拐医生”。

做重症患者的守护者

当然，最具挑战的任务还是对患者的救

治。由于隔离病区的病床全部处于满员状
态，这对医护人员的身心和心理都是巨大的
挑战。比如，给一个150斤重的病人翻身，平
时只要3个人到4个人，现在由于身着防护
服，需要平时两倍的人力。对患者的穿刺插
管，也因为视野受限，需要更多精力才能
完成。

饶歆直言，在重症监护室从事医生工作9
年，这是第一次直面如此严重的疫情。每天
进入病房之后，饶歆都要与早班医护人员交

接班、查房，逐一了解病人情况，并安排和布
置当天的诊疗计划。此外，饶歆还需要时刻
了解在岗人员健康，以避免交叉感染。

“在这里，患者完全处在一个家属无法探
视的隔绝环境中。作为医护人员，我们不仅
要承担救治者的责任，同时也要扮演家属的
角色，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饶歆说，每
当看到隔离病区里的重症患者经过治疗病情
逐渐好转，他都从心底感到高兴。

与其他同事一样，饶歆已经连轴转很多
天了，最长一次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这对
于有脚伤的他，也是一次体力的挑战。但饶
歆却说，整个科室有将近200名医护人员奋
战在一线，自己只是坚守岗位的普通一员。

“很多年轻护士和医生，老家在外地，一
年见不到一次父母，他们原计划在春节期间
返乡，但随着疫情蔓延，大家都主动选择坚守
岗位，这些细节让我深受感动。”饶歆说。

最大心愿是早点打赢战役

最近，饶歆刚从隔离病区换到非隔离病
区工作，工作压力稍微减轻一点，这对他来说
已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饶歆告诉记者，
再过一周，他将再次回到隔离病区参与管理
工作。随着疫情持续，隔离病房的重症病人
会逐渐增多，病情也会更加复杂，对待这些病
人的救治需要更多耐心。

“我已经完全脱拐，再回去的话，身体
上的负担就没有了。对于我们一线医生来
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重症病人的救
治与其他病毒性肺炎救治的流程是相似
的，虽然目前尚无特效药，但其实我们有
比较丰富的治疗手段，大家对控制疫情还
是要充满信心。”饶歆说，虽然现在疫情拐
点还没有来临，但他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充满信心。

自从疫情暴发，饶歆一直没有回家住，只
是在空闲时，和家人视频聊聊天，相互鼓励
加油。

“没有时间陪女儿打球，也没有办法辅导
她功课。但只有大家好了，小家才能幸福。”
饶歆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早点和家人团聚。

饶歆在重症隔离病房拄拐工作。 钟南轩摄（中经视觉）

除夕夜，广东省派出由128名医护工作者
组成的首批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搭乘包
机出发，飞往武汉。“降落武汉已是凌晨3点。
外面风雨交加，但内心满腔热血。”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师蒋洁在日记中写道。

2月4日，一支由57人组成的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队（广东）援助武汉医疗队从广州出
发驰援湖北。“有点忐忑，孩子才11个月大，
刚刚给她断了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和
丈夫一起上一线，我觉得我们都很棒！”急诊
科护士黄媛和丈夫冯剑锋同为党员，在集合
地，他们拍下了庄严敬礼的合影作为留念。

连日来，多批广东援鄂医疗队队员不远
千里，奔赴武汉。从方舱医院到重症病房，从
检测实验室到消毒现场……抗疫最前线，处
处有他们的身影。

出征——

有惧，无悔！

迎向未知的挑战，他们怕不怕？

回想起农历正月初四随广东第二批援鄂
医疗队出发时的场景，参加过抗击非典的“老
兵”，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传染病学主任医
师张丽华瞬间红了眼眶。她的父亲78岁，母
亲73岁，身体都不好。“父亲当过兵，他跟我
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个时候，共产党员
就得上。”张丽华说。

刘文辉是广州市疾控中心虫媒传染病组
组长，1月19日回湖北黄冈老家探亲，疫情当
前，他主动请缨就地投入战斗，目前在武汉负
责病家消毒工作。“这个决定我没敢告诉刚刚
怀孕的妻子，但我想给未出生的小孩树立一
个好的榜样。”

“我们也害怕，怎么可能不怕？但医护人
员的专业素养让我们能比普通人更快克服恐
惧。”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
郭亚兵说出了许多队员的心声。

在东莞，22人医疗队从发出“召集令”到
最后确定，仅用了不到6小时，有109人请缨；
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003年曾赴小汤
山医疗队的24名队员毅然写下请战书，大批

医护人员退掉回家车票，向组织请战，从1月
23 日至 24 日，该院党委收到请战要求千
余条。

“如果国家有需要，我们小汤山医疗队的
每一个成员都责无旁贷。如果需要一个有经
验的人带队，我二话不说，随时待命。”当年南
方医院赴小汤山医疗队的老队长郭亚兵最终
如愿以偿，成为南方医院医疗队队长再度
出征。

“我实战经验足，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特
长，协助当地因地制宜规划隔离病区、制订
救治流程。”有23年感染类疾病从业经验的
张丽华，曾在 2003 年非典时走进隔离病
区，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暴发时
救治众多患者，凭借“身经百战”的经验顺
利入选。

“我是湖北人。在第一批被感染的医护
人员当中有我的大学同学。这次疫情，我不
上，谁上？”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管护师李益明对领导说。

在入选后的培训中，李益明看着身边一
张张聚精会神听讲、热切讨论业务的广东籍
队友的脸，心中翻滚着敬意。“我很想跟每个
队友握握手，向他们道谢：在我的家乡遭遇疫
情的时候，你们所有人完全可以在家里陪伴
父母小孩，在广东海边闲庭信步。但你们却
毫不犹豫奔向武汉，只为献一份力、尽一份
责，你们让我对爱国主义有了最直观的认
识！”他说。

坚守——

病房，就是战场！

2月6日0∶30，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广东）支援武汉医疗队接到指令，他们将
在7∶40作为首批援助武汉的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队正式进入设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
汉方舱医院，为患者提供治疗。

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立即展开布置，在
几分钟内就将任务落实到位。领队张刚庆告

诉记者，首批进入江汉方舱医院的4位医
生，都是经过专门选拔的医护人员。他们将
在方舱医院为患者提供及时的治疗，并开展
心理疏导。

上岗前夜，这个拥有过半党员的医疗队
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将党旗挂在了驻地宾馆
的墙上。

没有豪言壮语，一批又一批广东支援武
汉医疗队从抵达武汉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
与时间的赛跑。

首批广东支援武汉医疗队中的“90后”
护师蒋洁，在武汉病房坚守十多天，脸上一
直保持着微笑。“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也希望把好运带给患者。”蒋洁说。

事实上，无论是工作强度，还是工作压
力，都在不断挑战蒋洁的极限。“7个小时
穿着密不透风的隔离衣，不喝水、不上厕
所，不停核对药物，不间断护理患者，让
汗水模糊了护目镜，浸湿了衣裤。每次我
脱下厚重的防护服，摘下N95口罩时，就
感觉胸闷、气短、头痛，但一想到还有那
么多需要我帮助的患者，我就感觉干劲十
足。”她说。

2月5日，在支援武汉的第12天，这个
爱笑的姑娘第一次感到了害怕。凌晨4点，
蒋洁突然感觉眼睛剧痛，畏光、无法睁眼。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内心非常害怕，害怕
自己不能继续与战友一起抗击疫情，害怕不
能帮助更多患者。”幸运的是，经过检查，
医生说她的眼睛是消毒液灼伤，对症治疗
即可。

张丽华和同事入驻的汉口医院，由于疫
情发展迅速，几乎所有内科医生都已投入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救治中。“他
们真的太累了，我们得尽快顶上去，让武汉
的医护人员撤下来喘口气。”张丽华说。

张丽华记得，第一次进入隔离区，她和
队友们按排班上午11点准时出发，大家都
没有顾上吃午饭，回到酒店，消毒、洗澡后
已是晚上9点。

紧张而昂扬的战斗氛围中，也有开心的
时刻。

“进驻汉口医院第三天，我得到了一个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护理过的2床今天
出院了！”东莞市中医院呼吸科护士罗良告
诉记者，“这就是我们奔赴武汉的意义，希
望病区更多病人能陆续好转出院！虽然我们
戴着口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看不到彼此
的表情，但我在每个医生护士的眼中，都看
到了无限的喜悦。”

我们是从岭南来的“逆行者”
——广东省医疗队驰援湖北纪实

本报记者 郑 杨

2月5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广东）支援湖北医疗队提前进入江汉方舱医院查看工作场地。
高 龙摄（中经视觉）

1月24日，农历腊月三
十晚上11点，正在海南的杨
和平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
来，电话那头，是希望他能紧
急驰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一线的指令。

65岁的杨和平曾任第
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现在是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
北部宽仁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我是一名有着42年军
龄的老兵，更是有着42年党
龄的老党员，这次疫情全国
同行都在坚守，组织需要我，
我义不容辞。”挂掉电话，杨
和平和爱人当即决定：回渝，
去战“疫”一线。

大年初一清晨6点，杨
和平和爱人从暖意浓浓的海
南驾车出发，踏上了回渝路
程。一路上，他的内心始终
牵挂着重庆的疫情发展。“恨
不得能瞬间移动，直接回到
医院。”多年从医经历让杨和
平清楚地意识到，早一秒赶
回疫情一线，就有可能多挽
救一条生命。

1600公里路程，途经广
西、贵州，杨和平于正月初二
中午赶回宽仁医院。“快，把
我的装备给我。”简单收拾好
行李，杨和平直奔目的地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
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重庆市共设置8个片区集
中救治定点医院，并统筹全市最好的医疗资源，组建了8
个市级专家组，杨和平担任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永川片
区副组长。

临危受命，对于杨和平来说并不是第一次。17年
前，杨和平就曾作为原重庆市抗“非典”专家组党支部书
记、副组长，投身到抗击“非典”第一线，他也因此荣获“重
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梳理救治医院的流程和制度、培训医护人员疫情防
控和救治工作……这段时间以来，杨和平和其他专家组
成员一起，对收治的患者逐一会诊、救治。

连续高强度工作，有年轻同事担心65岁的杨和平身
体能否支撑得下去。杨和平说：“我不辛苦，每天与确诊
病人接触的医护人员更累，他们才值得我们尊敬。”

杨和平表示，传染病主要有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
途径和易感人群。他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应尽量少出门，
如确实要外出需戴好口罩，不要随意摸门把手、电梯按
钮、扶梯等，摸了以后慎碰脸、鼻子、嘴巴等身体部位，回
家后及时消毒洗手。

“只要我们众志成城，科学防控，就能战胜疫情。”杨
和平说。

“现向党委提出参战志愿，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奉献绵薄之力。”1月23日，武汉“封城”之
日，上海海关第六派驻纪检组组长张炜第一时间向党组
织呈报了“请战书”。

虽然身为纪检组长，但张炜也是一名卫生检疫专家，
本硕均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参加过抗击“非典”、
甲流等工作。“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又是学医出身，更应该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张炜的话道出了广大关员的心声。

“我们早1分钟把结果检测出来，就能对下一步防疫
控制多提供一个参考指标，就能为抗击疫情的一线医务
工作者和病患者多提供一点帮助。”从接到首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检测任务开始，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卫生
检疫研究所就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检测员师永霞是这
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役的核心成员，她主动请缨连续
作战近24小时，直至所有样品检测完成。

歼灭病毒阻击疫情，防控物资犹如战士手中的枪
弹。为了确保防护用品、医疗器械等疫情防控物资快速
通关，海关总署部署在全国各口岸设立专门受理窗口和
绿色通道，一线关员加班加点、争分夺秒，确保让口罩、医
疗器械、防护服、消毒物品等物资火速入境。

“我们可以等，但是疫情防控物资不能等！”1月29
日，南宁海关隶属东兴海关接到了春节期间第一个口罩
进口的预约通关请求。东兴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刘维伟
说，为了让这些救急的防疫物资“零等待”通关，在接到预
约通关请求的十多分钟后，东兴海关通关、物流和查验等
部门监管人员就迅速集结到中越友谊大桥国界线处，以

“人等货”的方式靠前服务。
除夕夜，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旅检三科接到一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回国消息，航班抵达时需
要两名关员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并办理转诊手续。面
对可能存在的感染风险，旅检三科张云鹏同志表态“我先
上”，支委胡火主动报名“我上”！

在与旅客最密切接触的医学排查岗位，有他们自告
奋勇的身影；在维护通关秩序、耐心安抚旅客情绪时，依
然听得到他们温柔坚强的话语。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
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全国海关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筑牢国
门检疫防线，争分夺秒快速验放疫情防控物资，让鲜红的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战疫情，我上！”
——疫情防控一线的海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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