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静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火神
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记者拨通她
的电话时，她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

面对疫情，她说：“我是一个有31年军
龄的老兵。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我是
一名军人！”

白衣战士

入伍31年，在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当
护士长18年，她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假
期。女儿今年都是20岁的大一学生了，却
很少有机会和妈妈一起出去走走。

1月24日，农历除夕，凌晨4时整，平
时失眠严重的陈静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震动声惊醒。电话
是医院护理部主任彭飞打来的。一向沉稳
的彭飞语气异常急促，通知她务必在1小
时内上报支援武汉分管片区的10名护士
名单。

陈静是经过多次重大考验的。2014
年，陈静远赴非洲利比里亚埃博拉疫区，执
行长达100多天的“援利抗埃”任务。2018
年，陈静随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为期8
个多月的“和谐使命—2018”任务。

深夜接到紧急命令，陈静知道，这次任
务非同寻常，必须速断速决确定人选。

陈静首先把自己“框”进名单，自己岁数
最大，又是护士长，理所当然是冲锋陷阵第
一人。随后，她在脑海中迅速确定了另外5
个人，并一一打电话通知。

说到这儿，陈静声音有些哽咽：“这些
‘90后’姑娘们，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还
都是孩子，平时看见只老鼠都吓得够呛。
但她们接到通知没有一个犹豫的。什么是
战士？她们就是！什么是勇士？她们就
是！”

1月24日早晨8点，定下护士人员名单
后，陈静又领受了更加艰巨的任务。医院党
委决定派出48名护士，由陈静作为“总护士
长”负责带队。临行前，医院领导专门交代
她，必须要完完整整地把所有人都带回来，
一个都不允许掉队！

当晚9时50分，飞机起飞。强大的轰
鸣声像热浪一样一阵一阵地袭来，陈静和战
友们紧紧地裹着军大衣蜷坐在狭小的机舱
里。2个小时后，飞机准点落地武汉天河
机场。

战斗正式打响了！陈静不由地攥了攥
拳头，一个必胜的信念在她的心中骤然升
起：无论敌人多么强大，无论疫情多么凶猛，
只要解放军来了，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

不做逃兵

进驻的汉口医院是一家康复医院，不具

备传染病治疗资质，同时医院布局不合理、
必要防控设施匮乏，一些医护人员不幸被
感染。

“我们是解放军，来了就得冲上去！”陈
静说。

在确定重症病房护士长人选时，医疗
队临时党委直接任命了陈静。原因是她长
期从事肾病患者夜间血透工作，有着抗击
埃博拉病毒的实战经历。

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8时，医疗队
确定次日进驻汉口医院重症病房，3名医
生和5名护士组成第一梯队。在驻地会议
室，陈静把医疗队神经外科护士长张婷、妇
产科护士长李玲玲、骨科护士长周宏玉召
集起来确定为第一梯队人选。

张婷至今都记得那晚陈静说的第一句
话：“明天谁跟我上？”潜台词很明显：“我已
经把第一个名额留给了自己，谁也别争！”
她的话音未落，大家都争先恐后表示第一
个上。

改造病区、打针输液、采集标本、监测
生命体征、护理患者、打扫病区……在汉口
医院工作的一周里，陈静带领护理团队的
战友们穿着厚重的防护装备。防护服、护
目镜不透气，口罩磨红了脸颊，汗水浸透了
衣背，她不分昼夜地忙碌在各个病床旁。

在重症病房，护理工作需要日夜守护
患者，直面病毒的风险更大。一次，在为一

位发热患者清理喉咙时，咳出的痰液溅在了
陈静的防护面具上。她没有本能地一躲，而
是耐心地清理了患者污物。还有一次，在给
患者喂饭时，病人突然呕吐起来，陈静一边
安抚一边拿出床下的脸盆，倒上温水，一点
点为患者擦拭干净。那位病人尽管很虚弱，
但依然向她伸出大拇指……

连日高强度工作，穿着闷热的防护服，
陈静感觉没有食欲，几近虚脱。一同在病
房战斗的火神山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徐正梅
考虑到她一年前刚做完两次手术，准备把
她暂时调出重症监护病房，谁知一找她谈，
她坚决不同意：“我不一定做尖兵，但我不
可能做逃兵。如果连我都害怕，那谁来救
患者？”

“黑脸管家”

2月 2日，在汉口医院奋战8天 8夜之
后，陈静和149名战友整建制转场到火神山
医院，陈静被任命为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
知名专家张西京教授任主任，他在得知陈静
既不是传染病专业出身，又没有重症病房工
作背景之后，心里一度有些担心。

按照之前的工程设计，传染重症病房
分为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3个区域，值
班医生可以从重症病房返回到半污染区作
医嘱处理。看完工程设计图纸，陈静结合

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经验，提出整个病房设
计从进到出，必须是单向行走，不能折
返。张西京非常认可，对这位个头瘦小的
新搭档有了全新认识，之前悬着的心也放
下来。

重症医学一科由来自军队多家单位的
医务人员组成。医护人员工作习惯、治疗理
念、防护意识都有很大差别。作为“大管
家”，从穿防护服、隔离衣、戴护目镜到戴鞋
套、洗手，自身防护大大小小近几十道程序，
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哪怕有一道程序不符
合标准，都过不了她这道关。

护士左添有摸脸的习惯。一天晚上下
班回到住处等电梯时刚要有“习惯性动作”，
就被陈静唠叨了一顿：“我今天已经看你摸
3次脸了……”左添一下红了脸，但唠叨的
话就此记在心上，很快改掉了多年的习惯。

重症病房，监护护理异常重要。针对编
配的护士来自不同专业，特别是重症病房护
理经验欠缺的实际，陈静量身分工、知人善
任，她把护士分成多个班组。

护士陈亚平很要强但身体虚弱，一进重
症病房就吐。出于安全考虑，陈静果断调整
她到后勤班负责物资申领。单薄体弱的她
每天从机关推拉几十箱物资往返病房，看了
让人心疼，但陈亚平却非常感激：“这是陈护
士长对我的特殊关爱，累一点苦一点都不算
什么，比在重症病房的战友轻松。”

是护士更是勇士
——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陈静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孙国强

“方舱医院里面不允许吸烟。这里人员
密集、可燃物质多，还有许多吸氧装置，一旦
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2月20日，武汉
市江汉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干部柳青
在巡查江岸区塔子湖方舱医院消防安全时，
不厌其烦地提醒病患。

在疫情消防安全防控胶着阶段，柳青第
一个报名参加了“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员
先锋突击队”，深入到武汉市所有方舱医院
内开展消防安全工作。2月16日，柳青又和
其他党员组成“方舱医院防火监督专班”，保
障病患和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其实，柳青并不是这几天才开始投入战
“疫”一线的。疫情暴发以来，他主动请缨，
承担了很多艰巨任务。

2月4日10点多，柳青接到大队领导通
知，即将投入使用的江汉方舱医院急需一
批水基型灭火器，要求下午 5 时配备到
位。接到命令后，他迅速联系省内外厂家
和供货商，但武汉市内的移动灭火器材几
乎断货，外市或省外的货源则因封城封路，
一时运不进来。后来，经多方打听，他得知
一外地供货商在武汉市有中转仓库。于是
急忙赶往仓库，将里面仅剩的257具水基
型灭火器在下午 3时前送到了江汉方舱

医院。
2月15日，柳青又接到江汉经济开发区

美能达方舱医院急需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的任务，2月17日投入使用。时间紧、任

务重，柳青建议方舱医院指挥部将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由有线改为无线，通过PC端和手
机APP监控火灾，安装周期从15天变为半
天，并第一时间联系厂家配齐了货源，圆满

完成了任务。
“消防工作必须落实事前、事中、事后监

管，每个环节都不能有闪失。”柳青说。
连日来，柳青和其他同志一道每天都要

对方舱医院作检查和消防培训。每天早上
八点半，他们到达医院后第一时间和辖区消
防救援大队、方舱医院管理单位商讨，就如
何高效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和消防培训讨论
沟通。随后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换上专用的
防护服，开展方舱医院的服务工作。

柳青每天走路的步数至少是八九千
步。“在平时这个运动量根本就不算什么，但
是穿戴上全套防护服就显得异常艰难，伴随
着鼻梁疼痛、呼吸不畅通甚至短时间的头
昏，期间不能吃饭、喝水、上厕所等。”柳青
说，为尽量多地向医生和患者普及消防知
识，每次他都会最大限度地携带宣传海报、
提示传单、手电筒、疏散指示标等。由于防
护得密不透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汗流浃
背，内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防火安全，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因此，
走群防群治之路非常重要。”在柳青及其他
党员同志的服务下，武汉市各方舱医院纷纷
成立党员消防志愿者服务队。于是，柳青及
其同事逐一对方舱医院消防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消防培训，确保“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
会用消火栓”，会报警、懂疏散。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柳青已经
快一个月没有回家了。晚上空闲时，柳青会
同家里通视频电话。他9岁的儿子经常会
问：“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爸爸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和
你们短暂分开，是为了让更多人尽快团聚。”
柳青坚信，只要大家万众一心，疫魔终将被
战胜，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我们暂时分离是为更多人团聚”
——记武汉市江汉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干部柳青

本报记者 常 理 董庆森

连日来，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护士唐杏杏一直在忙碌。

战“疫”一线虽然辛苦，但一场终生难忘的特别婚礼，让她感
慨“青春无悔”。

2月12日晚，唐杏杏下班回到住所，做好个人消毒清洁，戴
上口罩，去参加晚上的会议。当天下午，医疗队副队长刘燕燕通
知晚上8时开会，还特别交代不能提前去。为什么呢？唐杏杏
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会议室。一开门，黑乎乎的屋里一下亮起
10多道手机灯光，队友们快乐地对她喊道：“杏杏，新婚快乐！”

此时，唐杏杏才突然想起来，如果不是参加医疗队来到武
汉，按原定计划，今天应该是她举行婚礼的日子。

在有限的条件下，心灵手巧的队友们用医用边角料为她缝
制了一套美丽的婚纱；通过视频连线，远在广东的新郎刘磊单膝
跪地，向她宣誓、求婚……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每个人的正常生活，大家义无反顾
选择来到武汉，参加抗击疫情的战斗。虽然条件有限，我们还是
用特别的方式圆她如期的婚礼，愿他们白头偕老，永远幸福！”医
疗队队长温敏勇说。

谈起放弃婚礼奔赴武汉这事，唐杏杏说：“我来武汉，不是逞
英雄，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用，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出发前一天，唐杏杏看到科室微信群里正在征集人员去武
汉支援。当时，科室里很多人都报了名。唐杏杏马上对护士长
表示，取消2月12日的婚礼，随时待命。当晚，她瞒着父母和新
婚爱人，偷偷收拾了行李，在1月27日凌晨悄悄出门。“到了动
车上，才告诉我爱人。他问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送一送也好
啊。”唐杏杏说。

如今，在隔离病区，唐杏杏和队员们默契配合，开展中医药
的护理治疗。虽然闷在防护服里面透不过气，但大家都没有怨
言。一次，有位患者看见她的护目镜都是雾，便说恨不得帮她把
雾气擦掉，唐杏杏听了很感动。“患者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说感谢
广东来的你们。我们听了心里暖暖的。”唐杏杏说。

在武汉抗“疫”一线的日子里，每天都忙碌而充实。“本来是
穿婚纱的时候，却穿上了战袍，也一样美丽！”来到武汉的第8
天，唐杏杏在日记中写道。

婚纱、战袍一样美
——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唐杏杏

本报记者 郑 杨

唐杏杏在为新冠肺炎患者做传统中医耳穴压豆治疗。
（中经视觉）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陈静在ICU病房工作。 吴浩宇摄（中经视觉）

消防员在方舱医院为医护工作者和患者示范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资料图片）

检测把关人
——记天津疾控支援湖北应急检测队

本报记者 商 瑞 柳 洁 通讯员 杜瑞芳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是病例确诊最关键的一环，承担检测任
务也意味着感染风险颇高。

受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指派，2月1日，天津疾控支
援湖北应急检测队的杨东靖、庄志超、李龙、郑旭坤4位专家抵
达湖北恩施州。

抵达恩施后，稍作安顿，4位专家便进入实验室开始了紧张
工作。他们持续作战，至今仍奋战在一线。

今年43岁的杨东靖，是天津疾控支援湖北应急检测队队
长。2月12日上午，他和团队一起，在实验室已经做了近200例
核酸检测。“最忙的是下午和晚上。那时，各县市的样本就集中
送过来了。一天最多要做近800例。”杨东靖说。

每天上午8时进入实验室，最晚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结束
全天工作，这种工作节奏和强度，杨东靖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郑旭坤是位“90后”女专家，也是应急检测队员中年龄最小
的一位。

新冠肺炎病毒样本分别来自密切接触者、高度疑似病例的
鼻拭子、咽拭子以及血液、大便标本。

在负压实验室里工作，每天与病毒“亲密接触”，必须做好防
护，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N95口罩……时间一长就
会缺氧，但郑旭坤和同事还要做提取样本、试剂配制、结果分析
等精密操作。经常，历经6个小时一个检测结果出来后，她已精
疲力尽。

检测结束，实验室消毒也是一项体力活。原本就穿着笨重
的防护服，做实验室内部和废弃物消毒时，外面还要套上一层防
水防渗漏的衣服，穿上胶靴，再背上至少50斤重的设备……对
于个子娇小的郑旭坤来说，这项工作尤其消耗体力。

“专家们来了之后，在工作上对我们给予了很大帮助，让州
疾控中心的工作更加规范，提升了检测速度，大大缩短了患者确
诊时间。”恩施州疾控中心副主任刘继华告诉记者。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主动报名来恩施，家人都特别
支持，主动把照顾孩子、老人的责任全部承担起来了，让我们能
在恩施专心工作。”杨东靖说：“2月12日，天津支援恩施的医疗
队也来了，这让我们倍受鼓舞，也更有信心帮助恩施人民早日战
胜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