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普通人，一面是平凡一面是伟大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医生王学军：

千里驰援，只因一袭白衣
本报记者 董庆森

编者按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许许多多普通人奋战在疫情防控的各条战线上，他们都是平凡的英雄。他们中有尽职尽责的救护转运

车队随车医生，有不辞辛劳的中国邮政快递司机，有热情的酒店负责人，有吃苦耐劳的社区服务保障车队队员，还有爱岗敬业的药店执业药师，等

等。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工作者，也是抗“疫”一线的英雄，他们用行动为武汉的正常生活秩序提供保障。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普通人，为他们点赞。

快递司机段鸿林：

坚守岗位，直到疫情结束
本报记者 包元凯

武汉水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占文：

倾尽全力，筑起温暖港湾
本报记者 温济聪

社区服务保障车队队员方斌：

无怨无悔，服务社区居民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益丰大药房执业药师郭桂珍：

有力出力，保证物资供应
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 浩

“来到武汉后，我第一次穿上了纸尿
裤。”2月21日，采访到一半时，王学军这位
青海大汉不好意思地笑了。

今年50岁的王学军是青海红十字医院
主任医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
队随车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有18年党龄的
共产党员。来到武汉后，王学军一直在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从事院内
转运工作。

“有人会说，院内有什么好转运的？”王
学军说，干起来才知道，看似简单的院内转
诊却有大学问。“患者中，有很多老年人，多

伴有并发症。他们身体非常虚弱，有些人走
路都很困难。通过负压救护车转运，可以帮
助他们快速、安全地转诊检查。”

转运费时耗力，他们还不敢多喝水。“为
节省防护服，一套要顶一个班，就用上了尿
不湿。”王学军说，“工作前补水越少越好。
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回到驻地痛快地喝一
大杯水。”

千里驰援，只因一袭白衣。1月27日，
青海省准备派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王学军
第一时间递交申请书，因并非呼吸和危重症
医学科，未能如愿。2月7日，青海省红十字

会接到通知，决定选派10人参加中国红十
字会救护转运车队。王学军得知消息，立即
抢先加入救护转运车队。

作为医生，见惯了生离死别，但王学
军每次心里都不是滋味。“虽然疫情凶
猛，但一定要坚守生的信念。”前些天，
在病房里一位大姐向他借用消毒液洗
手，还很有礼貌地道谢，王学军说：

“从她待人接物的举止，能感觉到她
对生命的渴望。我能预感到，她一
定会好起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
好起来！”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是临时物资存放点
之一，存放着全国各地增援武汉的医疗物
资。每天，满载货物的卡车会从这里出发，
将物资运往武汉各个医疗机构。司机老段
就是这里的一位快递司机。

老段本名段鸿林，今年57岁，是中国邮
政的一位快递司机。每天早上，他都会来到
国际博览中心，等待调度员调度车辆，在清
点好需要运送的物资，并封上密封条后，于
5点准时出发，将物资运往指定地点。“运输
的物资终点比较多，出一次车多则去八九个
点，少则去两三个点。”段鸿林说。

2月23日，老段的卡车要去4个点，分
别是武汉市第五医院、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
院区、汉阳新冠病毒防疫指挥所和汉阳区卫
健委。“去的地方不是特别多。但要去医院，
所以必须穿上防护服。”在清点完货物、检查
好车况后，老段出发了。

20分钟左右，老段到了当天物资配送
的第一个站点——汉阳区卫健委。到达后，
他根据物资配送单认真查找物资，卸货进
库。汉阳区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清点物资，
签字确认，然后再封上密封条，并拍照记
录。整个流程严格有序，确保防疫物资安全

高效供应到位。
当天，正好是老段连

续工作的第30天，也是
离开家的第30天。“家
里人都很支持我，全国
人民都来帮我们了，我
们武汉人自己更要站
出来。”老段说，“我不
是专家，不能预测疫情
什么时候结束，但只
要疫情没有结束，我
就会坚守在岗位上。”

从2月14日开始，武汉水神客舍酒店又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赴武汉采访的
媒体记者。

对武汉水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占文来说，这些记者其实只是“路人”，因为
居住在酒店的客人一批又一批。不过，对于
记者们来说，占文是一位温暖、热情的“亲
人”，是那个尽最大努力为客人服务的亲人。

为保障记者们一日三餐，水神客舍每天
8点30分、12点、17点提供盒饭。由于前期
只有2名工作人员，为了保障记者们的生
活，该酒店后来又配备了8名工作人员。占

文负责统筹工作，有3名工作人员在酒店大
门进行测体温等安全检测，前台有2个服务
人员，厨房安排2名厨师。

在这特殊时期，酒店很多服务员回不了
武汉，但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占文和他那
人数不多的团队做出了最大努力。

“我作为酒店负责人，在疫情特殊时期
主要负责5方面的工作：协调与当地宣传部
门对接；与各大媒体小组联络人交流改进意
见；负责一日三餐的物资采购；负责消毒、防
护物资的协调保障；与公安、消防、社区等方
面对接并汇报工作。我们这些人的最重要

工作，就是为奔赴武
汉的记者朋友们筑起
温馨的临时港湾。”占
文说。

“其实，与我相
比，我的同事们最辛
苦，他们比我更辛苦，
更有使命感。他们都
是收到通知，毫不犹豫
地上了战场。我也向
我的同事们表达敬意
和感谢。”占文说。

2月24日下午，方斌收到消息，隔离
点有 3名病人解除隔离，需要接他们回
家。考虑到隔离点的危险，方斌没让同事
一起去，他一个人开车接送3趟，这样风
险小一点。

方斌是武汉千家街社区滴滴保障车队
的一名司机。武汉“封城”后，方斌主动报名
参加“滴滴社区服务保障车队”，并在当天就
向社区报到上岗。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方斌
没有休息过一天。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说：“有些事情总
得有人做，出行总得需要人。”

在社区，方斌要做的事情很多。接送居
民去医院看病，帮居民外出买药，运送生活
物资等，一天要跑十几趟。

有时，方斌这个“滴滴司机”更是一名
“外卖小哥”。他曾为了帮居民买纸尿裤两
次驱车往返十几公里，也曾为买一盒药而一
家家药店咨询。

尽管一天工作的时间比平时要久，任务
量也大得多，可从乘客身上感受到比平时更
多的客气与和善。方斌告诉记者：“以前乘
客坐车，更多感觉司机就是服务者。现在大
家都觉得司机是在帮忙。”

方斌与母亲以及3岁的
孩子一起住。为了降低把病
毒带给家人的风险，方斌每晚
回到家后，都会回到房间，自觉
进行自我隔离，然后隔着一扇门
和孩子视频聊天。

在别的家庭都一家团聚时，方
斌却每日在外服务着“陌生路人”，
但他丝毫没有怨言。他说：“我每天
晚上回去都能见到母亲和孩子，虽然
很快就进屋子、锁门，但那也是见到了，
这就够了。”

“疫情期间上班，有时也会忐忑，但是你
做的就是这个职业！”郭桂珍对记者说。

2月23日下午，当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
蔡甸区的益丰大药房新生路店时，50岁的
执业药师郭桂珍正在忙碌。

郭桂珍进入药房已有18年，也经历过
2003年抗击非典。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店里留守的4名员工取消了休假，投入
到繁忙的工作中去，尽全力保障疫情相关
物资及其他药品的供应。据了解，门店原
有的7名员工中，有两人因疫情封路无法
返岗，还有 1 人调到了公司的其他门店

补位。
店里人手紧张，顾客量却比平时大了很

多。“很多时候都忙得没时间喝水、吃饭，真
的蛮辛苦的。”郭桂珍对记者说。作为店里
有经验的老员工，她既要引导顾客有序排
队，安抚顾客紧张情绪，解答顾客咨询问题，
还要告诉年轻员工药品摆放位置。因为店
里到货量较大，郭桂珍等人也经常要加班加
点接货、上货。“有一次上了138件货，我们
边卖药边搬货，累得腰酸背痛。”郭桂珍说，
辛苦归辛苦，抗击疫情期间，能为居民服务，
也蛮荣幸的。

“现在交通不方便，我特意搬到了附近
住，每天骑共享单车上下班。女儿经常叮嘱
我‘要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谈到这里，
郭桂珍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每天下班后，郭桂珍和她的同事也经常
休息不了。他们还要为急需购药的顾客提
供免费配送服务，尽量满足那些无法外出购
买急需药品的顾客的需求。“志愿者也经常
来店里取药，帮居民代购代送。”郭桂珍补充
说，“抗击疫情，大家都是有力出力。”

“真心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很想念挤公
交车上班的日子。”郭桂珍笑着对记者说。

照片说明（从上至
下）：

2 月 21 日，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王学
军向记者介绍中国红十
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
队相关情况。

董庆森摄

段鸿林根据配送单
核对配送物资。

包元凯摄

武汉水神客舍总经
理占文在前台工作。

温济聪摄

方斌在滴滴社区服
务保障车前。

（资料图片）

2 月 23 日，益丰大
药房新生路店内，执业
药师郭桂珍正在工作。

邓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