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护士喻银燕
的一张工作照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照片中的
她低头凝视，眉头紧蹙，汗水蒸发又凝结成水
珠布满防护面罩、挂在眼睫毛上。网友们亲
切地称她为“最美面罩姐姐”。

“当时我应该是在给病人抽血，同事拍照
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察觉。”喻银燕告诉记
者，由于医用防护服密不透风，工作时间长了
面罩就会凝起水汽，身上的衣服也会被汗液
浸透，“出汗多也不敢多喝水，怕上厕所会耽
误工作。我们人手紧张，一定要把时间百分
之百地用在治疗患者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喻银燕所在的
发热门诊仅有十几名医护人员，每天需要接
诊四五百名患者。随着各地医疗支援队伍陆
续抵达武汉，现在门诊部医护人员的人数翻
了一倍，但随着疫情不断蔓延，前来就诊的患
者数量也在持续增长，目前日均就诊人数超
过800人。

喻银燕投入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已有月
余。2019年12月31日，在家轮休的喻银燕
接到电话，通知她当晚须赶到医院发热门诊
上夜班。通话中对方语气急促，来不及多想，
喻银燕简单与家人交代了几句便匆匆赶往医
院，成为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批“冲锋
者”之一。

当晚，来发热门诊看病的患者人数远超
平常，凌晨1点左右，患者在走廊里排起了长
队。作为夜间值班护士，喻银燕要负责帮病
人分诊、量体温、验血、递送检验样本、配药输
液，还要安抚病人因排队时间长而产生的烦
躁情绪。

“从那晚开始，我们的工作节奏就像按下
了快进键。”喻银燕告诉记者，上完第一晚夜
班后，她便开始发烧，双眼红肿，极度乏力，肺

部CT检查显示其肺部有炎症反应。经过5
天卧床休养和抗生素治疗，喻银燕病情好转，
便立即回到工作岗位。“每多一个医护人员，
患者就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希望。”

今年1月7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被
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前来就诊的
患者人数大幅度增长。有些患者在疾病恐慌
和排队焦虑的双重压力下情绪爆发，为了平
复患者的心情，喻银燕和同事开始挨个对患

者进行疾病科普。“讲到后面嗓子都是哑的，
有些患者看我们太辛苦，就主动帮我们开展
科普工作。”喻银燕说。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喻银燕说她和同
事一工作就是12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去
害怕”。“护士工作很辛苦，平时我们常开玩笑
要‘辞职保命’，但真遇到了紧急情况，没有一
个医护人员退缩，甚至连一句抱怨的话都不
曾听到过。我们就像‘敢死队’一样往前冲，
既来之则战之，脑海里只有‘治病救人’4个
字，这是我们从医者的天职”。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喻银燕早早将
儿子托付给了亲戚照顾，丈夫也给了她很大
的支持。“他又当保姆又当司机，家庭里里外
外全包了，我只要负责工作和休息。唯一放
心不下的就是儿子，平时在身边时老批评他，
这一下几十天见不到，心里怪想他的。”喻银
燕笑着说。

从2004年进院，喻银燕已经在护士岗位
工作了16年。“如果说以前我们是忙得一分
钟都不能停，现在则是忙得一秒钟也不能
停。看到病人、网友、爱心人士对我们的关心
和理解，我觉得再累也值得。”

喻银燕回忆说，有一天上班时，她所在的
发热门诊收到一份匿名的关怀——快递小哥
送来的一篮水果。当他们准备退回买家时，
快递员却告知“联系不上对方，无法退回”。
喻银燕猜测，这可能是某位患者看到医护人
员如此辛苦而默默送来的。一篮水果，让整
个科室几十人备感温暖、充满力量。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护士喻银燕正在工作。 （武汉协和医院供图）

“最美面罩姐姐”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护士喻银燕：

“往前冲，这是我的天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诗阳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然而在山东青岛胶
州市李哥庄镇，却有这样一群“不听话”的孩
子，他们放弃“待在家里就是为国家作贡献”
的安逸，自愿随着父母来到防控疫情前线，统
计摸排信息、值守村庄路口、充当应急人员，
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和
担当。

女儿深夜送饭充当“打字员”

连日来，每到深夜11点，都会有一个靓
丽的少女身影走进李哥庄镇政府大楼，测量
体温、来客登记后，女孩便端坐在李哥庄社区
居委会的办公电脑前，汇总统计当天的摸排
信息，经常要忙到早晨六七点钟才离开，她就
是镇机关干部姜维锥的女儿——姜荷琪。

姜荷琪本是一名大一新生，农历正月初
三深夜，因父亲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两天
一夜没有回家，担心父亲身体状况的她端着
装满饺子的饭盒，来到父亲单位送饭。当她
看到父亲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地靠在办公桌
前，右手托着额头，左手有心无力地在键盘上
敲敲打打时，赶忙走上前探望他的身体情
况。姜荷琪说：“当时爸爸的眼里充满血丝，
眼袋又厚又黑，非常憔悴。”

从那天起，姜荷琪就主动请缨当起临时
打字员，为父亲分担一些工作。白天，父亲姜
维锥上门摸排人员信息、汇总形成基础数据，
深夜，女儿姜荷琪将手写信息打印统计，建立
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现在，父女俩配

合得越来越默契，工作效率也不断提升
……

儿子为父开车客串“驾驶员”

22岁的孙坤在北京某单位工作，春节放
假回到李哥庄镇的家里过年。他的父亲是李
哥庄镇新成立的三屯社区居委会主任孙武
成，爬楼、敲门、登记、测体温、千叮咛万嘱咐

“这些天千万少出门，别串门、别聚会，非得出
门要戴口罩，过去这阵儿就好了”，是老孙这
段时间常挂在嘴边的话。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孙坤看到父亲的工
作不容易。三屯社区共有5740户居民，且
外来人口众多，摸排难度大，加上父亲年龄
偏大，孙坤便主动请缨给父亲当司机，每天
开车拉着父亲挨个小区“转悠”。当问及他
为什么不待在家里时，孙坤说，“我想让老
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防疫上，路上的事情我
替他留心就行了”。这一句承诺，让孙坤开
始了每天自早晨8点至凌晨2点的高强度工
作。“我年轻，扛得住！比起在防疫最前线
的医护人员，我做得还不够！”孙坤笑呵呵
地说。

同看关卡当好“铁将军”

在李哥庄镇冷家庄村进出道路第一卡口
管控队中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自农历正月初二
起，他便跟随父母参与到疫情防控前线，这个

人就是叶晨。
农历正月初一，冷家庄村30名党员群众

自发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组，组建进出村口管
控队，叶晨和他的父亲叶孝波、母亲刘春华都
是管控队成员。他们在村庄的两个进出通道
设置关卡，24小时对进出车辆进行信息登记，
做防护宣传，安排村医给进出人员监测体温。

叶晨说：“我每天早7点至晚10点对村庄

进出车辆进行登记，给进出人员测体温，发放
宣传单、动员村民暂时不聚会、不走动。”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李
哥庄镇群众与基层干部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坚守在抗击疫情前线，一次次不懈的坚守，一
个个忙碌的身影，共同构筑疫情防控工作网，
全力以赴捍卫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我和父母共战“疫”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隋丽君 于少杰

1月27日上午，138名江西省第一批援
助武汉医疗队队员从南昌出发。这些医护人
员中多数是独生子女，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有的孩子还不满1岁，他们置个人困难和危
险于不顾，舍小家为大家，只为筑牢人民群众
的健康防线。

来自南昌市洪都中医院的主管护士黎雯
是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的一员。1月26
日，农历正月初二，一道急令传来，江西省第
一批援助武汉医疗队将于次日出征。为保证
黎雯安全出征，医院连夜为其备齐了各类医
疗防护物资，并将她送到集结点。

黎雯心里明白，此次出征不比过去的出
差，她选择把真相告诉家人，并获得了家人的

理解和支持，但她没有告诉6岁的儿子。“孩
子啥都不懂，说了他也不会理解，所以我告诉
他，妈妈要去出差，很快就会回来。”黎雯淡淡
地笑着说。看出大家的担心后，黎雯安慰大
家：“说不怕那是骗人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在
救治病人的同时做好防护，肯定能够保护好
自己！”

疫情发生以来，南昌市第一医院组建了
一支200多名青年医护人员组成的疫情防控
先锋队。江西省第一批援助武汉医疗队队员
中，有6名来自这个先锋队。

农历正月初二下午5点，南昌市第一医
院神经外科ICU护士邹令在得到出征武汉指
令的那一刻，正在医院当班。晚上8点就要

集合，她根本没有时间赶回家收拾行李。曾
经是军人的父亲得知情况后说：“邹令能去
武汉，是她的光荣，我们绝对支持！”于是，邹
令的父母当即在家帮她收拾好行李，由医院
同科室护士长万永红接上两位老人把她的
行李送到医院。见到正在吃晚饭的邹令，二
老只是和平常一样，告诉邹令行李箱里有些
什么。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为了更好地做好
个人防护和抗疫工作，邹令毅然决然地把
自己心爱的长发剪掉。她说：“这个时候，
安全防护一丝不苟，才是对病人负责，对
自己负责！”

医疗队队员、南昌市第一医院感染科医

生邓媛媛在日记中写道：一夜之间，我仿佛成
了英雄，被众多的媒体采访，被身边的朋友关
注。其实说实话，我并不想当什么英雄，但既
然接到出征的命令，我也从未想过要退缩。
我想，这可能就是使命感吧。

对于萍乡市的郭昆和妻子张红英来说，
最好的爱不是“在一起”，而是“共同战斗”。
夫妻两人一个在武汉为救治病人奋战，一个
在萍乡全力以赴防控疫情，虽然分隔两地，但
他们在为共同的目标而并肩作战。张红英
说：“我每天正常上班，要为每一位病人负责
任。其实我工作一忙碌起来，就忘了丈夫在
武汉奋战的事情，我只想着眼下如何照顾好
我的病人。虽然是在不同的战场，但我们都
在为同一场战役而战斗，都有需要我们去守
护的人。”

同样是在萍乡市人民医院，和张红英一
样用实际行动支持自己丈夫远征武汉的还有
风湿免疫科护士刘子圆，由于工作繁忙，丈夫
陈上学出发后，刘子圆就带着一岁半的孩子
和父母住到了一起。陈上学说：“我在武汉为
抗击疫情奋战，而她们也在医院里为病人服
务，我感觉我们始终在一起。”

左图 叶晨
（中）和父母深夜
值 守 统 计 人 员
信息。

下图 孙坤
开车拉着父亲跑
小区统计情况。
（资料照片）

上图 姜荷琪深夜加班统计资料。
（资料照片）

“早餐我们一般只喝半碗粥，
为了工作时尽量不去卫生间。”河南
郸城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隔离
病区正在值班的两名护士说。

从农历正月初二第一例留院观
察病例出现以后，科室全体医务人
员实行白班、夜班轮流，24小时不
能回家。

这天上午值班的是白银梅和赵
腾腾。她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戴着护目镜、双层口罩，5个小时
不喝水、不去卫生间、不离开岗位，
通过一部对讲机与外面联系。十几
个留观病人，加上一个确诊患者，20
个隔离病房几乎住满。

发药时间到了，两名护士将每
个病人的药分好，逐一送到病房，交
到病人手里，倒好开水，嘱咐他们按
时把药服下。此外，她俩还每小时
为病人测一次体温，做好记录，汇报
给医生。每一次从病房出来，必须
喷洒消毒。

病人24小时不能离开房间，所
有生活用品都靠护士料理。一会儿
这个要充电器，一会儿那个要卫生
纸；一会儿这个没有开水了，一会儿那个打听外面的情
况……这些，她们都要及时完成或给予解答。最重要
的，是时刻关注病人心理状态。连续多天不离开房间，
病人难免情绪急躁、心情烦闷。对此，她们要给病人做
心理疏导。无论是送药、送饭，还是测量体温，她们都要
在病人床前站一会儿，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说几句
宽慰的话。

11点30分，到了给病人送饭的时间，两名护士挨个
病房送。有的病人正在休息，她们就把饭放在小窗口
上，打个招呼，不打扰他们休息。有的直接送到床头，再
量量体温，观察一下病情。

护士白银梅听到记者问她害怕不害怕，她先是一
笑，然后说：“刚开始时有点怕，从上班以来还没经历过
这种场面呢。后来，主任、护士长不断鼓励我们，现在感
觉也没啥，只要做好个人防护，和平时照顾病人一个
样。”“你有过退缩吗？想过请假吗？”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赵腾腾连连摇头说：“没有，从来没想过请假。大家谁也
没提请假的事，哪个好意思请假啊？”

我们眼中的“英雄”，就是这样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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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说好要和你一起回家去见家长的，看来这次
要食言了，在这个时候，我没有理由退缩……”

“不用说了，我都懂！去了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等你回来……”

2月4日，在新疆轮台县人民医院急诊楼前，即将前
往武汉支援疫情抗击任务的刘永威，与同为医护人员的
女友木合热木·艾山江紧紧相拥，相互祝福和鼓励。

面对疫情，轮台县人民医院20名医护人员写下请
战书，申请前往武汉疫情防控一线。经过层层选拔，医
院派出了急诊科护士刘永威等前往支援。

4年前，刘永威从哈尔滨来到轮台县。从东到西、跨
越4000多公里，初到轮台，他克服了诸多不适，很快进
入工作角色。

“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工作让人放心。”聊起刘永威，
急诊科的同事们竖起了大拇指。“我在微信群里发通知，
他第一时间报名，就在临出发前，还随救护车转运了一趟
病人，协助患者做检查。”急诊科护士长殷冬梅告诉记者。

“自己接回来的病人，一定要负责到底，协助办好手
续、做好检查。”刘永威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实际上，他有护士资格证和放射人员证2个资格
证，可以不用这么辛苦。”对木合热木·艾山江而言，刘永
威不仅是男朋友，还是好搭档、好同事，“永威对我说，

‘因为你从事护理，护理上也需要人手，我就选择了护
理，这样我也能体会到你的辛苦’”。

对男友主动申请驰援武汉，木合热木·艾山江并不
意外：“我们俩沟通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作为
医护人员必须冲在第一线，所以我俩都写了请战书。”这
名年轻的女护士坚定地说，“如若有机会，我还要继续申
请，去武汉支援”。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别担心我
们！”这几天，不多的几次联系，刘永威都是给女友以鼓
励。在武汉，刘永威坚守奋战在抗疫一线；在轮台，木合
热木·艾山江救死扶伤，这对“95后”情侣用行动书写“舍
小爱为大爱”“汇小爱为大爱”的感人故事。

新疆轮台“95后”医护工作者刘永威、

木合热木·艾山江——

携手战“疫”
与爱同行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李建坡

刘永威（左）与女友木合热木·艾山江道别。 张慧勇摄

“最好的爱，是共同战斗”
——江西省医疗队驰援湖北纪实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