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们是妈妈，一面是刚强一面是温柔

编者按 激烈的战“疫”正
在进行。为了展示抗“疫”一线
典型人物，讲好抗“疫”前线感
人故事，经济日报分别以“她们
是妈妈，一面是刚强一面是温
柔”“他们是‘90后’，一面是孩
子一面是战士”“他们是普通
人，一面是路人一面是亲人”为
主题，推出系列报道。

此为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那些在武汉抗“疫”的战士们，
有治疗一线的医生，有重症监
护室的护士，有离病毒最近的
检测员，还有基层的社区工作
者和一线值班警察，她们面对
工作刚强如铁，但她们又都是
妈妈，面对家庭温柔如水。让
我们一起走近这群妈妈们。

在湖北省武汉市
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
队，有一支特殊的“妈妈”
警察巡逻队。

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有
关负责人介绍，东西湖区交
通大队为加强疫情防控期间

街面交通管控力量，抽调多名
女民警，成立女警巡逻队开展街

面巡控。2月14日，民警纪燕、杜
岚、章妍、周敏等多名“妈妈”警察

正式投入工作，主要负责辖区内重点医院、隔
离点及防疫重要路口路段的巡逻及管控工作。

“作为一名女警察，我们是妻子、女儿、母
亲，但同时也拥有男同事们所没有的韧性和柔
情，一边照顾着家里的老幼，一边坚持工作。
我深信，只有负重逆行、无惧无私，最终一定能
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纪燕说。

章妍也是一位年轻的妈妈。“自2月14日
以来，我和同事一起参加防疫期间女子巡逻岗
任务，克服了老人需要照顾、10岁女儿需要在
线学习、家中生活物资缺乏等困难，在家人的

全力支持下，我能安心参加单位的巡逻工作。”
章妍说。

2月18日下午，一台运送医疗救援物资
的车辆因对武汉地形不熟，在柏泉收费站迷失
了方向停靠在路边。“妈妈”民警周敏主动上前
询问前行方向，并一路护航，将战“疫”物资及
时安全送达目的地。

在疫情暴发后，周敏主动请战，要求工作
在战“疫”一线。在诊疗医院、病患隔离点、城
际卡点、方舱医院的执勤中，周敏先后护航疫
情运输车辆109台，劝返人员38人，在隔离

点、方舱医院周边引导车辆208台，接受问路
咨询96条，确保了隔离点、方舱医院周边生命
绿色通道快速畅通。

民警杜岚的爱人一直在湖北恩施工作，离
汉通道关闭后，夫妻两人暂时被分隔两地。“当
时，家里留下了我，4个70岁左右的老人和10
岁的女儿。但是，疫情当前，老人们都很支持
我的工作。”杜岚说，女儿通过网上课堂自学，
还经常给我发短信说“妈妈加油”。每次回家，
杜岚都想抱抱亲亲女儿，但一想到自己每天上
班在外奔波，接触的人较多，为了家人安全，不
敢太近距离接触。

巡逻队的“妈妈”警察赵俊红说：“我是
一名人民警察，国家有需要，不能坐视不管。
但我同样是母亲、女儿，需要兼顾自己的小
家。在安排好老人和孩子的生活后，我与战
友们一起在抗‘疫’前沿坚守，疫情不除，我
们不退！”

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女警巡逻队：

疫情不除，我们不退
本报记者 周 琳

在武汉，有这样一群人，她们是“妈妈
医生”，一面刚强、一面温柔。在新冠肺炎
治疗一线，她们非常刚强。

就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驰援
湖北医疗队副队长徐跃峤所说，“如
果我们医生都不刚强，那么我们怎
么让患者刚强与坚毅；只有我们医
生刚强起来，我们才会让患者更
有信心，帮助他们战胜病魔”。

2月21日中午，记者见到
徐跃峤时，她刚刚结束在武汉

协和医院西院的“上午工作战斗”。
徐跃峤2003年到宣武医院工作，但未赶

上医院抗击非典的战斗，对此她有些许遗
憾。得知医院要组建驰援武汉医疗队，徐跃
峤积极报名，并在报名时说：“我的爱人就是
抗击非典的第一批队员，这次我报名参加，得
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徐跃峤如愿奔赴武汉，
并担任了宣武医院医疗队副队长。“能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很荣幸！”

1月30日至今，宣武医院驰援湖北医疗
队的大多医护人员都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隔

离病房工作。在他们接诊的患者里，有年轻
人也有老人，更有危重病人，工作繁忙而有
序。“做好防护，真的太重要了！”在接诊了多
名患者后，徐跃峤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在面对患者的时候，我的眼神必须要发
自内心的坚定，必须展现刚强的一面。唯有
这样，才会给患者们更多的信心和力量。”谈
及工作感受时，徐跃峤这样说。

在家中，尤其是面对今年上初二的女儿
时，她又是一位温柔的妈妈。

2月14日，她和丈夫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写一封家书。虽然是夫妻对白，但信里谈的
也大多是女儿。

徐跃峤给同是医生的丈夫写道：“离开家
已经17天了，每一天都想念你们，希望青春
叛逆的宝贝能少惹你生气。虽然你还不习惯，
但别焦虑，咱们把这次分别当作难得的机会，
你有了更多照看孩子、分享她成长的机会；我
也有了离开孩子，照看自己内心的时间。希望
每一天全家人都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这么长时间见不到女儿，徐跃峤很愧
疚。“以往都是我带孩子居多，现在不能陪在
她身边，每次给她打电话时，听到她撒娇抱怨
的声音，我都挺心疼的。”

“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常常眺望窗外，
看着‘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灯光，默默祈
祷疫情早日结束，我也能快些回到女儿身
边。我也盼望将来，与爱人能带上女儿一起
登上黄鹤楼，一望那春江潮水、万里东流的美
景。”徐跃峤动情地说。

北京宣武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副队长徐跃峤：

医生刚强，患者才有信心
本报记者 温济聪

2月21日凌晨1
点，柴方圆结束了
这一班的工作，走
出了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重症监护室
的门。脱下防护
服，消毒，清洗，走
出医院大门的时
候，已是凌晨 3
点多。她需要赶
快回酒店休息，

因为当天下午5点，就是她的下一个班次。
柴方圆是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主管护

师，也是主动请缨参与一线护理的“战士”。
“我们ICU的人都能吃苦，不管什么时候

都想冲在第一线。我有10年的工作经验，还
有10年的党龄，我还是护理组长，有什么理
由不参加。”她说。

ICU的工作一向忙碌又繁重，如今更是
难上加难。过去柴方圆进入ICU病房，只需
要穿洗手服，佩戴口罩、帽子和手套。如
今，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性，医护人员

在上岗时，洗手服外还要再穿一层隔离服与
一层防护服，手套也要戴两层。在提升防护
效果的同时，也让她的行动更加笨重而艰
难。几小时下来，里面的衣服常常要湿透几
次。

不论是工作的辛苦，还是病毒的危险，在
柴方圆嘴里，都只是云淡风轻地提起放下，她
翻来覆去说的一句话是：“要让疫情快点过
去，大家都可以回家。”

脱下防护服的柴方圆，同样是一个已经
一个月没有回家的母亲，她每天通过手机和

家人联系。
柴方圆最感谢的就是家人给自己的支

持。丈夫对她说，“家里有我们，你放心去，但
是一定要做好防护，只有你做好防护病人才
会得救”。

每天的电话里，听着丈夫一次次提起做
好防护，柴方圆5岁的儿子也学会了这一句，
每次在电话最后都要对她说好几遍“记得做
好防护”。

其实，5岁的孩子对于“防护”以及现在正
在发生的一切还不是那么了解，柴方圆用这
样的方式向孩子解释自己的工作：“你和爸爸
妈妈在一起，可是妈妈的病人们，如果治不
好，他们的孩子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柴方圆最期待的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回到
家，看到一家人都健健康康地在一起：“只有
疫情快点结束，武汉才能恢复原来的气息，我
才能回家，早点拥抱我的家人。”

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主管护师柴方圆：

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回家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部门值
班检测，跟刘
聪 整 理 检 测
结果，整理到
了晚上 10 点
多，大家一起
吃了盒饭，作
为迎接鼠年的
年夜饭。难忘
今宵……”

这是梅芳华

在1月24日除夕之夜写的一篇日记。2月21
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一起写日记，是她和
11岁女儿在这段特殊时期的约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卫生检验检测研究所（简称湖北省疾
控中心检验所），承担着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与
研究的繁重工作。作为该所病毒检测部的一
员，梅芳华的工作和生活轨迹也发生了不小的
变化。

1月15日，在时隔近5年后，梅芳华再次
进入了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 3级实验

室），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样品
分装工作。她清楚地知道，需要在这里做实验
的病毒都是“厉害的角色”。

尽管有些忐忑，出于疾控人职责所在，她
与同事仍然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终于清理和
分装完23人份的标本。血样、咽拭子、肺泡灌
洗液……每名患者有七八种标本，一式5份，
分了500多只。从10点多进实验室，到下午3
点多出来，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而这样的
场景，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成了他们工作的常
态。“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分装上千份标本。”梅

芳华回忆说。
梅芳华的丈夫作为“下沉”干部，疫情发生

以来，也下到了社区开展工作。夫妻俩经常是
谁抽出一点空闲，谁就去照顾女儿。

“我特别认同一位领导对我说过的一句
话：其实你在工作上的样子，孩子会看在眼里，
你会树立一个榜样。你在认真工作，孩子就会
觉得认真工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梅芳
华说，这也是她努力工作的一个重要动力。

作为身处抗“疫”一线的疾控卫士，梅芳华
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目前已经看到希望了，
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坚持。加油！我们最终会
取得胜利的！”

梅芳华向记者透露说，除了一起写日记，
她和女儿还有个小小的约定。这段特殊时期，
女儿跟她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想吃什么。她
也跟女儿做出了承诺，等疫情结束，“先带你去
吃热干面。”

湖北省疾控中心检验所梅芳华：

疫情结束带孩子吃热干面
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 浩

王玥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13岁孩子
的母亲，另一个身份是武汉市硚口区韩家墩街
南泥湾社区党支部书记。而社区工作者的身
份，比她做母亲的时间还要长——她已在3个
不同的社区工作了14年。

南泥湾社区下辖着7个物业型小区，共有
7000多户，疫情期间留在武汉的有3000多
户。此外，还有大量的租户。常住人口多、人
员流动性大是这个社区的特点。

作为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玥当前的主要任
务，就是带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基层“下

沉”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确定小区居民是否离
汉、在汉人员体温是否正常，排查新冠肺炎确
诊病人、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是否妥善安置。

王玥说：“病人要吃药，居民要吃菜，相关
物资的采购工作也都是我们平时的工作内
容。”此外，社区患者病愈，也要去医院接他们
回家，宣传隔离观察政策，工作量和工作强度
可想而知。

“目前，我们所有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都
对外公布了，社区居民24小时可以联系到我
们。最近，我经常凌晨还在接听电话。”王玥

说，工作强度大还是一方面，有些居民不太配
合工作，我们只能慢慢去说服他们。有一次，
做一位患者家属的思想工作，谈了一晚上，直
到最后才做通。

至于家里的事，王玥早就顾不上了，她说：
“此时此刻，共产党员就要舍小家、为大家。家
里的事情就全交给孩子爸爸了。”

“他以前家务做得少，我从来不知道他还
会做饭，还做得这么好吃。”王玥说着说着笑出
了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让他多承担点儿
家庭责任也挺好”。

如果说丢掉家务算是一种“解放”的话，那
么不能陪伴孩子对王玥来说则是一种“遗憾”。

尽管每天都能回家，但孩子见到妈妈的机
会不是很多。“基本上每天出门时，孩子还没起
床，回家以后，孩子又睡下了。每天与孩子交
流的机会很少。”平时，王玥每天都会陪着孩子
写作业。但如今，工作忙再加上要保护孩子，
母子俩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少之又少。

孩子也非常关心妈妈。工作期间，孩子会
给王玥打电话，但王玥担心社区居民因此联系
不上自己，更担心自己的工作因此分心，只能
苦口婆心地告诉孩子：“儿子，你不要经常给妈
妈打电话，妈妈每天要接的电话太多了，叔叔
阿姨找妈妈都是着急的事，接你电话会影响我
的工作。”

记者问她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王玥回
答道：“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多陪陪孩子，补上
这段时间的亏欠。”

武汉南泥湾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玥：

把时间留给辖区群众
本报记者 包元凯

照片说明（从上到下）：
徐跃峤在武汉协和医院

西院病房中。（资料图片）
柴方圆在重症监护室工

作。 （资料图片）
梅芳华在实验室工作。
刘 聪摄（中经视觉）
女警巡逻队员在执勤

中。 （资料图片）
王玥在登记入户排

查信息，打印疫情报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