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城里英雄多 英雄本是平凡人
本报记者 乔申颖

青春之火点燃希望
本报记者 柳 洁

“我去吧，这里我最年轻，抵抗力
强。”听说要进火神山医院维保，肖帅
第一个请战。2月8日，火神山医院大
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为确保医
院平稳高效运行，需要维保人员进入
病区检修，这个1993年出生的小伙子
最先站了出来。

肖帅本就是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
武汉火神山医院现场人员。火神山医
院交付后，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接踵而
来——在医院收治病人期间，他所在的
公司要承担维保工作。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肖帅没有犹豫，就主动报了名，

“我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维
保工作需要我这样的人，我不上谁上？”

虽然年纪不大，但肖帅是一名有着
7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在人民最需
要我的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这是作

为一名党员的信念，没有什么可怕的！”
疫情暴发不久，当得知公司要参与

建设武汉火神山医院，肖帅第一时间报
名参加，从广州连夜驾车14个小时，跨
越1000多公里赶到武汉，一刻没耽误
就投入到现场施工。“看到知音湖畔这
片滩涂地上，人声鼎沸、机械轰鸣，洁白
的板房正在吊车的起落间不断生长，我
干劲十足。”他说。

在火神山医院建设期间，肖帅带
领工人完成了约2000米的电缆敷设，
2号楼工区交付，3号楼、4号楼工区
交付……

在一场又一场攻坚战中，肖帅所代
表的“90后”迅速成长，他们不怕危险、
甘于奉献，昼夜不息战斗在“火神山”
上，他们用青春之火烧旺了战胜疫情的
信念。

增强信心战胜“疫”魔
本报记者 董庆森

坚持实施科学防治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战胜病魔的信心是逐渐累积的。
说实话，第一次穿上防护服进入方舱医
院，还是很紧张的。随着工作的开展，
我们对新冠病毒逐渐了解，防护工作进
一步加强，心情也逐渐放松，工作就和
平时一样了。”2月28日，在武昌方舱
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护理部副主
任张慧琳对记者说。

2月4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42名队员紧急出
征。“出征在即，才想起还有很多事没和
父母、爱人、女儿交代。”张慧琳说，4日
凌晨1点多回到家中时，爱人已在沙发
上等候多时。

“我俩都是医生，同时报名参战，最
后组织决定让我先去武汉支援。”张慧
琳说，出发前爱人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
抱，让她安心去前方，家里有他在，“听

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武昌方舱医院是较早开展患者心

理服务的方舱医院之一。在日常救治
之外，湘雅二医院非常注重对患者的心
理疏导，增强他们战胜病魔的信心。

“在来武汉之前，我们就考虑到了
患者心理疏导问题，医疗队配有两位专
家，可以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张
慧琳说，目前我们的“温暖方舱、心灵氧
吧”团体心理治疗活动已经举办了5
期，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患者的信心。

“通过交流，患者焦虑、紧张的情绪
找到了合适出口，有助于加快康复。”张
慧琳说，她所在的A病区出院人数已
超过入院人数，不少患者在收治一周后
就能出院，“这些变化都大大增强了我
们的信心。疫情不退我不退，相信我们
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让患者树
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医护人员的必
胜信念不可少。

“坦率地说，虽然新冠肺炎病毒很
狡猾，但我们医护人员必须有帮助患者
战胜病魔的信念。如果我们都没有必
胜信念，患者怎么会有必胜信心。”北京
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北京友
谊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领队刘壮说，首
先要确保所有患者都得到有效的医疗
救治。按照统一部署，北京支援湖北医
疗队所在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集中
收治了800例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由来
自北京、黑龙江、广东等省市的医疗队
共同援助。

“前期我们也收治了一些轻症患
者，接到最新任务后，我们会逐步将轻
症患者转到方舱医院。还有一些基本

痊愈的患者，近期就可以出院了。我们
要集中精力把床位用于收治重症和危
重症患者，尽量保证患者能得到不同的
分级诊疗。特别是对于重症与危重症
患者，要做到不留死角，每个病人都要
得到规范治疗。”刘壮说。

而“坚决执行科学防治的原则”同
样非常重要。刘壮认为，一是要做到

“科学地防护”，二是要坚持“科学治疗”
的原则。参与救治的临床一线人员与
防疫工作人员，自身要采取科学的、必
要的防护措施，从而更好地为病人服
务。“我们现在按照国家卫健委颁布的
最新版诊疗方案，在临床上结合实践经
验，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病情特点，有针
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刘壮说，科学防
治，是在疫情治疗实践中要坚持的一个
重要原则。

图① 武汉市公安局东西
湖区分局消防大队队员合影。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② 医务人员在武汉体

育中心方舱医院前竖起拇指为
自己和同伴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图③ 3月1日，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痊愈患者在回家路上为工作人员点赞。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④ 武汉市武昌区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出院的
患者。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⑤ 武汉火神山医院维保队员肖帅（右）为武汉加油
鼓劲。 陈 伟摄（中经视觉）

图⑥ 2月20日，云南第七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在出
发前互相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⑦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护士罗曼的防护服上画着“红心”。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图⑧ 3月1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出院的人为医护人

员点赞。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图⑨⑨ 河北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登机途中为河北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登机途中为

自己加油鼓劲自己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牟 宇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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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武汉是
英雄的城市，武汉人
民是英雄的人民。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武汉保卫战胜利的曙
光已现。从今天开
始，本报将推出“保卫
武汉·疫线印记”系列
报道，反映武汉这座
城市里那些在抗“疫”
一线的战士和广大市
民，如何紧紧团结在
一起，共同点燃胜利
之光的故事。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保卫战已经进行了一
个多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无数平凡的英雄挺
身而出。他们职业不同、岗位不同、任务不同，但
相同的是不畏疫魔、不计得失，共同创造出感天动
地的战“疫”奇迹。英雄之城遍地英雄，他们原本
如你我一样平凡，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必胜的信念让他们在危难之际舍身逆行。

这是我们共同的战斗

不久前，一位支援武汉的医生写给儿子的信刷
了屏。她在信中引用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位医生写出的是众多在
战“疫”一线奋斗者的共同心声。

“90后”志愿者说：我不上你不上谁上？主动
留在武汉的司机师傅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不能
走！为医护人员提供住宿的酒店服务人员说：国家

有难，我们做这点事儿算什么！毅然剪掉秀发的护
士说：看到病人痊愈，一切付出都值得……

中国人在骨子里深植着家国情怀，并影响和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正是这种“到国家需要的
地方去”的朴素信念，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
上全力工作，也让保卫武汉的全国动员迅速而高
效地运转。就像一位武汉护士所说：医生也好病
人也好，都是在抗击病毒。战场虽不同，都是为
国家作贡献。没有谁在救谁，这是我们共同的
战斗。

奇迹在不放弃中诞生

在此次战“疫”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大放光
彩。一位医生这样解释：中医药在提高自身免疫力
上有天然优势，更重要的是，既然没有特效药，能
上的方法都要上。好不好、行不行不是谁说了算
的，看的是疗效。

在抗“疫”一线，像这位医生一样，实事求是
解决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新建医院工期紧，就一边
建设一边调整；医疗设施不到位，不能干等着，就
算用“土办法”也得上……一线抗“疫”工作者们
最常说的是——有困难，但更有信心。

这种信念和信心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过

往经验和积累中，靠着这样的信念和信心我们克服
过无数次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次疫情也不例
外。这种信念和信心也建立在科学规划中，面对困
难我们从来都不盲目行动，而是在尊重规律的前提
下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能调动的资源。

有志者千方百计，无志者千难万难。中华民族
是一个有志气有毅力的民族，从来不会被困难吓
倒。必胜的信念催生前进的勇气，而奇迹就在不放
弃中诞生。

平常之事成就凡人英雄

当我们把敬佩的目光投向抗“疫”一线的战士
时，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应——“我做的只是最平
常的工作，哪里算得上什么英雄”。

冲锋在前的重症科医生说：每个医生都会这样
做，我只是其中一员。

感染治愈后
很快回到工作岗
位的护士说：这
是急诊科应有的
素养。

徒步一小时
赶赴乡村抗“疫”

的志愿者说：我媳妇在医院奋战，我干的这点事儿
不算什么。

为运送物资已经十二进武汉的卡车司机说：那
么多医护人员都去前线了，我们也不能退缩。

……
疾风知劲草，危难见英雄。
其实，英雄的种子早已存在。在一线，抗

“疫”工作者们嘴边总是挂着这样的话语，“不是不
怕，是不能怂”，“愿儿女能以我为骄傲，在这样的
时刻没有当逃兵”。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不急不
躁、坚定前行，这是身处武汉的凡人英雄们的真实
写照。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会英雄
辈出。虽然逆行者们认为自己做的是平常之事，
但正是这些在危难关头的平常之事，才为打赢战

“疫”增添了必胜的信念，才成就了一个个凡人
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