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青来了，我们就不怕了！”
从抗击“非典”到防控禽流感，从援利抗

埃到抗击新冠肺炎，不管在哪个“战场”上，
只要看到毛青的身影，战友们就像吃了“定心
丸”。大家这样说，不仅因为他是从业30多年
感染控制领域的权威专家，更因为他始终心
存大爱，是真正“可以生命相托的人”！

冲锋在前，他用行动让人放心

2月1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刚刚开设
的综合科收治首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作
为科室主任的毛青与医护人员一起，穿着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严阵以待。

救护车门打开，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奶
奶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老人无法自己走
下救护车，毛青立即上前把患者抱下来。

科室医护人员来自陆军、海军、空军、
联勤保障部队等多个单位，很多人没与毛
青共事过，这次亲眼见到感控专家毫无畏
惧与患者“亲密接触”，战“疫”信心倍增。

早在6年前的西非利比里亚，毛青与
战友们“全副武装”接诊埃博拉病人，遇到
过一位陷入昏迷的患者。

这种病致死率高、易感染，直接接触无
疑危险性更大。可毛青却快步上前，双手
抱起传染性最强的患者头部。见毛青毫无
畏惧，其他几人一起动手把病人抬进病房。

事后，年轻医生小张对毛青坦言：“要
是您不上，我们真的不敢上。”

通过这件事，毛青坚定一个理念：“作
为感控专家，给别人信心，不是用嘴巴讲
的。你讲得再好，遇到危险不往前冲，别人
也不会相信你。”

农历除夕凌晨2点多，陆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毛青刚回到家准
备休息，突然接到医院领导的电话：“组建
医疗队驰援武汉，征求你的意见。”“当然是
我去，否则我放心不下。”“好，你去大家都
放心，一定要把每名队员都平安带回来。”

就这样，已近退休年龄的毛青毫不犹
豫向战“逆行”。他说：“党员、军人、医生，
任何一个身份都决定了我必须毫不迟疑地
往前冲！”

前不久，火神山医院为增加收容量，临
时决定成立综合科，增加60张病床。身为
医院两个专家组副组长、任务繁重的毛青
再次请战担当科室主任，冲到救治第一线。

“既是要拼尽全力治病救人，也是要给
大家树立信心。”毛青与高危污染物、烈性
病毒打了30多年交道，经常笑称自己是能
跑全场的“老运动员”，不上跑道心不甘。

而上了跑道，他才意识到，毕竟岁月不
饶人，自己不再是年轻小伙子了。早在出
征武汉之前，他的身体就报了警，没等拿到

髋关节核磁共振的结果，就上了“战场”。
这些天，平素走路带风的毛青步子慢下来
了，一贯可以麻利地穿脱防护服，如今每
次也要慢个十几分钟，有时走着走着突然
就要失控摔倒……

即便如此，毛青冲锋的脚步仍未停
歇，他说：“只要没有大获全胜，就要战至
最后一秒。”

严谨求实，他用科学让人安心

“防控疫情离不开科学。”这是毛青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传染病救治
必须要用专业知识，绝不能盲目乱干。

从金银潭医院到火神山医院，都需要
构建一个完备安全的救治流程。这个流
程构建得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患者救治
工作能否顺利展开。构建这个流程，就是
毛青刚到武汉时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病区结构合理、规范流程科学是实
现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关键。”医疗队抵达
武汉，毛青与医疗骨干即奔赴金银潭医
院，第一时间完成病区改造设置和规范流
程制定，为收治患者赢得了宝贵时间，也
为医务人员筑牢了安全防线。

顶层设计离不开科学的精神，具体细
节也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初期，有医护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装备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引发身体不
适，在“红区”呕吐，不得不换掉口罩。在

“红区”发生这样的瞬间一级暴露，会不会
感染病毒？需不需要隔离？这给当事人
和医疗队领导带来很大困扰和压力。

毛青认为不用隔离，原因是患者都戴
着口罩，病房里还有新风系统，空气中病

毒浓度不会太高，而感染需要一定量病毒的
积累，瞬间暴露感染的可能性极低。经过毛
青科学的分析判断，当事人一颗悬着的心终
于放下，重新投入工作中。

“不隔离不代表不处置。”毛青建议对当
事人加强体温监控，多安排休息增强免疫
力。类似这样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有的护
士在“红区”给病人做穿刺操作时，不小心扎破
皮肤表层。毛青给出了“挤、洗、消”三步处置
法，既降低了感染概率，也卸下了心理包袱。

“进入‘红区’需不需要戴面屏？”这是初
期展开救治时，关于防护的一个争议。有队
员觉得面部已经有护目镜和几层口罩的防
护，完全可以阻断病毒，而且长时间佩戴面
屏会引起眼睛疲劳、绑带压痛等问题。一时
间，支持不戴面屏的声音占了多数。

不料，毛青提出反对意见。“正常情况不
戴确实没问题，但你们考虑突发情况了吗？”
毛青一锤定音，面屏成了“红区”标配。

就在“面屏风波”第二天，一位护士在护理
时，患者突然摘下口罩呕吐起来。“幸亏戴了面
屏，要不然感染风险可不小。”这位护士吓出一
身冷汗，“多亏了毛青主任让我们戴上面屏。”

在毛青看来，秉持科学态度加上乐观精
神，依靠完整的防护体系和专业力量，必将
取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

医者仁心，他用大爱让人暖心

“不吃饭就没营养了，怎么回去遛你的小
狗狗！”“我明天再来看你，要看到你笑
啊！”……近日，一段毛青穿着防护服用重庆
话“吼”一位老婆婆吃饭的视频火爆网络，视
频拍摄者就是那位老婆婆的外孙女吴尚哲。

老婆婆今年89岁，生活难以自理。因

为患者较多、医护力量有限，为了更好地照
顾老人，毛青经过协调沟通，将感染新冠肺
炎老人的外孙女安排到病房，协助医护人
员照顾老人。

据吴尚哲讲，那天，毛主任查房听说老
人不吃饭，便鼓励开导她，可老人就是听不
进去，毛青便“严厉”起来。“毛主任貌似‘严
厉’的话语中蕴含着家人般的关爱。看着
毛青一边‘吼’着外婆一边为外婆掖被角，
我都感动得流了泪。”

把患者当亲人，用大爱强信心。毛青用
一句句亲切的话语、一次次精心的诊疗、一个
个暖心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位患者、激励着每
一个病人。他坚持每天查房4个小时以上，逐
个病床了解情况、修改方案，逐个病人开导鼓
励、增强信心，逐个病例深入分析、研究会诊。

“一定要把每一名队员安全带回来！”
这既是毛青出征时对医院领导的承诺，也
是他对医疗队员的关爱。作为陆军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全军感染病研究所所长，他在
抗“疫”一线还承担着防控感染指导的工
作。如何做到既要打胜仗、还要零感染，对
他来说是一道难度不小的考题。

毛青说：“并不是每个医护人员都有防
控传染病的经验，即使制定了严格的工作
规范和流程，但稍有疏忽就可能犯下错误、
出现感染。”

每天早上7点半、晚上9点半，毛青都会
乘坐班车往返于医疗队驻地和火神山医院。
这个班车也成了他培训队员的课堂。粪口
传播如何防范？遇到病人呕吐怎么办？……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毛青说他热爱
自己的专业，愿倾尽所有治病救人、战胜疫
魔，但更希望世界永远没有瘟疫，让毕生所
学毫无用武之地。

可以生命相托的人
——记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毛青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李大勇 张旭航 刘远桥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生活、工
作的节奏，人们纷纷响应号召、居家战“疫”。

在这个特殊时期，人与人的距离虽然
远了，心和心的距离却更近了。疫情当下，
记者记录了新疆阿克苏3名普通人的故
事。这些故事传递着温暖，诠释着担当。

“暖心馕”，传递力量

“原来3.5元，现在只卖2.5元。”最近，在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古勒巴格镇，大家常谈论
音其开村村民艾海提·艾依提降价卖馕的事。

“之前，一天就打一次馕，现在一天至
少要打两次，有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面对
疫情，艾海提·艾依提一家行动起来，他与孩
子负责打馕，妻子负责送馕。一家人定下规
矩：对困难家庭和执勤人员分文不取。

音其开村党支部书记、驻工作队队长
翟磊算过账：降价加免费，打馕店平均每天
少收入400元左右。“这是暖心馕，传递战
胜疫情的力量。”翟磊说。

“我家的馕店能开起来，全靠驻村工作
队的帮助，还有乡亲们捧场。大家共同面
对困难，我更应该出一份力。”艾海提·艾依
提边忙边说。

两年前，阿克苏地区财政局驻音其开
村工作队为艾海提·艾依提家提供了1.5万
元互助周转金，帮他开了间打馕店，一家人

从此走上增收路。
“我们每天都会坚持打馕，按时将馕饼

送到乡亲们家中，直到战胜疫情。”艾海提·
艾依提承诺。

“菜篮子”，盛满爱心

直到晚上11点，李芬才结束了一天的
蔬菜配送工作回到家。临睡前，她与搭档
又核对了一遍当日配送量和次日采购量。
像这样，身为阿克苏地区影剧院干部的李
芬，志愿配送蔬菜已10多天了。

李芬成为志愿者，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以来，阿克苏市各

街道为小区配送平价蔬菜，以满足居民需
求。2月10日，新城街道干部李琴与志愿
者到李芬居住的小区送菜。李芬见她们忙
不过来，就过去帮忙。没想到，忙活完正准
备离开时，李琴向她发出邀请：“人手不够，
能不能做志愿者啊？”“好啊！现在正好没
什么事，明天就开始。”李芬干脆地答应。

其实，当志愿者并不轻松。新城街道
下辖12个社区、140个小区，哪个小区需要
蔬菜，蔬菜配送车就要开到哪里。每日天
刚蒙蒙亮，社区干部和志愿者就要赶往蔬
菜批发市场，根据需求分头采购。

李芬负责登记蔬菜品种、数量和价格，
“真不知道这么麻烦，不仅是体力活，还不能算

错账”。采购完，李芬与伙伴们还要送货、卖
菜，“大家戴好口罩、排好队、间隔开来……”

“这段时间蔬菜就没断过。”幸福里小
区蔬菜店老板吐拉克孜·祖布墩感慨，社区
干部与志愿者送来的是“爱心菜”。

“这几天，虽然很累，但却很充实，也体
会到社区工作者的辛苦和付出，我会继续
坚持下去。”李芬话语朴实。

“冰糖心”，寄托深情

夜色如墨。吴广生与大家紧张地忙碌
着，一颗颗“冰糖心”苹果经他们分拣、包装、装

车，将运至湖北和浙江，支援当地抗击疫情。
“四五千公里的路程，可不能马虎。”吴

广生是新疆红旗坡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一分场一队队长，最近他的心情很不平静：

“希望能早点儿控制住疫情，打赢这场战斗！”
“这些天一直在关注疫情、关注湖北，

为抗击疫情出力，我们义不容辞。希望在
全国人民的帮助下，湖北能渡过难关。”吴
广生说。

湖北疫情紧急，浙江在对口援疆工作
中支援阿克苏。阿克苏地区决定向两省捐
赠特色林果，支援他们抗击疫情，由新疆红
旗坡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公司职工来了，周边乡亲们来了，76
岁的退休职工孙桂芳大姐也来了。”吴广生
说，捐助消息传开后，不用动员，大家都踊
跃参与，300多人一起干。

“连续干了3天，终于完成包装任务。”
2月11日一早装完车，大家满身疲惫。当
日中午，车队满载全地区各族人民的牵挂
和祝福，启程出发。

2月17日传来消息，车辆全部顺利抵达
目的地，吴广生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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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在北京工作的戴沛江返回甘肃兰州老家，与在兰
州军区总医院工作的弟弟戴沛军一起，陪伴年过八旬的父母共度
新春佳节。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兄弟俩告别父母，带
着使命奔赴抗“疫”一线。

作为中国铁建机场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戴沛江在农历正
月初三接到了项目投标任务，他即刻开始在家中办公，准备前期工
作。弟弟戴沛军作为呼吸内科医生，对此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始
终保持着高度关注，虽然人在兰州，但心早已经“飞到了”武汉。

兄弟二人几乎同时接到出发的通知。农历正月初六，戴沛江
出发返京，抵达后直接进驻项目驻地，开始封闭集中办公。与此
同时，军区医院也发出了“即刻准备驰援武汉”的集结令，既是党
员、军人，又是专业医生的戴沛军义不容辞，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行
囊，赶赴火神山……

分解工作任务、技术交底、文件编制、技术审核……在北京，
戴沛江迅速进入复工复产的快节奏中，起早贪黑，隔离办公；在抵
达火神山医院后，戴沛军即刻披挂上阵，专业的技术背景，丰富的
临床经验，严重的疫情形势，戴沛军重任在肩，救护任务极重，早
上7点半“穿戴整齐”投入重症救护一线，一直到深夜才能脱下防
护服，仅休息3个多小时就又要投入到新一天的战斗中。

“着白衣悬壶济世，担使命矢志不渝。”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
春天，戴沛江、戴沛军兄弟二人在不同战线履行着各自的职责。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雷神山医院
隔离病区B3栋东入口处，这条路上共有市
政消火栓3个，现在我们对水压进行逐个
测试，宋佳保，你负责绘图并做好标记。”这
是2月23日上午，雷神山消防救援站党员
突击队日常工作中的一幕——对雷神山医
院隔离病区例行检查和熟悉地形。

说话的人叫曾雄飞，是雷神山消防救
援站党员突击队队长。他们每天的日常工
作就是对院区内建筑结构、水源、通道、消
防设施等进行排查整治。在检查完消火栓
压力后，他与队员们穿越一条55米长的洁
净道路，来到隔离病区前的医护通道。这
条蜿蜒狭长的通道与28个病区互通，虽然
有安保人员领路，但是这迷宫似的路径，也
让他们不免觉得紧张。

曾雄飞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过两三
个路口就要对照平面图确定实时点位，并
不时转身叮嘱后面的队员要仔细查看周围
环境。

从B栋到A栋再到C栋，他们花了近
1个小时，看着曾雄飞紧皱的眉头，副队长
杜杰察觉出他的担心。

“队长，请放心，我们会用最短的时间
熟悉这条生命通道。”杜杰说道。

“是的，病区内通道如此复杂，作为队
长，我更要熟悉，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大家
一起加油。”曾雄飞回答。

来到C栋感染科通道，他们在印有两
面旗帜的白墙前停住脚步，两面鲜红的旗
帜交相呼应，党员突击队的旗帜与医护人
员的勉励标语旗帜仿佛在给他们力量。大
家都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这些可亲可敬
的白衣天使们的安全！

下午，突击队队员们在营区内按比例
模拟构建了病房、安全出口、病员通道、医
护通道等基本元素，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

队员们在模拟演练中很快找到了状态，每个人对实战中容易
忽视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通过研讨、磨合，再研讨、再磨合，对
整个作战行动加以完善。

到了晚上，队长曾雄飞与队员们逐一谈心，倾听大家对目前工作
开展的建议，了解每名队员的真实想法，并对下一步工作部署谋划。

23岁的水枪手陈大波来自贵州黔西南州，当问到他有没有什
么困难的时候，他说：“进入医院核心区，一点儿不害怕是不可能
的。但这就是我们消防员的使命，我们必须守住阵地！”

27岁的队员姚声宇是“消二代”，他的父亲姚移华曾参加过
“89长江油驳火灾”的扑救。2011年，姚声宇接过父亲手中的水
枪，成为一名消防员。他说：“我是班长，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
个时候就要冲锋在前。”

自雷神山医院开建以来，雷神山消防救援站党员突击队的9
名队员每天行走在这片近8万平方米的区域中，他们累计开展“六
熟悉”37次，制作灭火救援预案70余份，开展实战拉动演练15次，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白衣天使和病患的安全。

人与人远了，心与心近了
——新疆阿克苏三个普通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邓丽娟 张 路

战“疫”亲兄弟
本报记者 齐 慧

连日来，在安徽来安县三城镇河口村，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引人
注目，这辆车载着各类生活用品穿梭于村卡点和各家各户之间，为
每户送去生活必需品，保障因为疫情而无法出门采购的村民正常
生产生活。车的主人就是河口村党支部书记杨德斌，村民们亲切
地称他咱村的“支书代购员”。

河口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物资匮乏，疫情防控期间，村里连
接村外交通的营运车辆也暂停了。一天，正在卡点值守的村党支
部书记杨德斌接到村里刘老汉的焦急求助电话：“杨书记，我老伴
儿的胰岛素要用完了，这也出不去，可咋办呀？”杨德斌一边安抚刘
老汉一边暗自思忖：“村里实现管控已经有一阵了，一些药品和生
活必需品要到镇上或县里才能买到，这肯定不是个例。眼瞅着春
耕也开始了，除了生活用品，应该还有大量农户需要生产物资。”

挂掉电话，杨德斌立即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在全村范围内摸
底排查，将村民所需的药品和生活生产用品列出清单，随即他联系
了镇里的供货商，让供货商把物品送到防控卡点。

由于卡点距离河口村还有6公里，杨德斌便开上自家面包车
去取货，根据清单再逐一放到各户门口，兼职做起了“代购”工作。

“疫情防控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跑跑腿没什么，保障老百姓
的生产生活，是我们分内的工作。”杨德斌说。

村里的特殊“代购”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赵 正 平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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