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蔓延，大
批疑似患者涌入医院，却迟迟等不到一个
答案：自己到底是不是新冠肺炎患者？受
制于检测能力，彼时的湖北特别是武汉，只
有省市疾控中心能每天完成少量检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在科
室主任李艳的带领下，迎难而上，与检验
难题“硬碰硬”，不断更新自己的“武器”，
让狡猾的病毒无处遁形，成为全国最早开
展核酸检测的医疗机构，检验量居全国医
院之首。

疫情凶猛袭来，检验需求陡增。1月
20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紧急
联系试剂盒生产厂家采购试剂。第二天凌
晨接到试剂后，紧急进行了试剂的性能评
价，并在湖北全省医疗机构中率先开展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是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为了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项目的顺利开展，实验室暂停了部
分分子诊断项目的检测，分子诊断中心全
员投入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中。检验医学
科拥有一个独立的P2实验室，被确定为专
门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场所。实验室在人员
配置、设备安置、检测试剂性能评价和生物
安全防护等方面进行了合理化调整，30多
人组成的团队24小时4班轮换工作，日夜
奋战。

“抗击疫情是对学科综合能力的一次
战时考验。在大战前不畏惧、不退缩，有序
应战，是持续10多年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成果的最好体现。”李艳说。

如何在快速诊断的同时，确保医护人
员不被感染？这是李艳团队反复琢磨的问
题。经过团队反复商议，他们决定尝试使
用病毒灭活后检测的方法。

1月31日，他们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检
测前将新冠病毒灭活后再检测的实验：
将新冠病毒原始样本放进专用“烤箱”，
加热至56℃放置45分钟，取出静止10至
15分钟后再检测。实验结果证明：与原
始样本比对，灭活后数据结果未见明显
差异。这一方式随后向湖北省内多家检
测机构推广，大大降低了检测人员被感
染的风险。

除了基于临床发现开展科学研究，根
据疫情进展情况和病人的需要，李艳团队
不断拓展服务病患的能力。实验室高效运
转，开展呼吸道13项病毒的核酸检测、甲
流乙流快速检测、EB病毒和巨细胞病毒的
核酸检测等，尽可能为疑似患者提供更多
的鉴别诊断依据，加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疑似患者分流的速度，缩短传染源的暴露
时间。

疫情防控早期，很多医疗机构对于如
何规范开展新冠病毒实验室检测不甚了
解。作为先行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
医学科对于全省医疗机构开展了紧急帮
扶。

1月下旬，检验医学科即到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各科进行标本采集规范化培训，绘
制咽拭子采集示意图及注意事项，积极参
与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患者入院和
确诊患者出院检测流程，并在检验医学专
科联盟及湖北省医疗机构进行宣传、培训、
普及。为了便于标本采集规范化，提高检
出率，确保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检验医学科
还携手医院发热门诊紧急制作“鼻咽拭子
采集规范图谱及操作视频”，向全省医疗机
构推广。

除承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本部、东院
区及归口负责管理的武昌方舱医院和武汉
市第九医院的检测任务外，李艳团队主动
承担防疫责任，同步接收来自青山疾控、江
岸区疾控、江汉区疾控、武昌区疾控、洪山
区疾控和东湖高新疾控等武汉市内的送检
标本，也同步接收汉川疾控、应城疾控、大
悟疾控、安陆疾控和孝感疾控等武汉市外
机构送检的标本，涉及送检医疗机构达46
家，目前累计接收外单位送检标本达
12148人次。

方舱医院的“志愿者”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朱 彦

“吃饭了啊，病友们莫急，马上发到大家手上！”在武汉市江岸
方舱医院里，有一名“特殊”的志愿者，每天帮着护士给病患们送
饭。

其实，他也是病人，刚刚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我闲不住，看到
大家蜂拥跑去拿饭，医护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就想让护士们休息
一下。”说话的正是武汉硚口区税务局宗关所干部胡惠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向热心志愿服务的胡惠东一刻也
没闲着。农历除夕夜，他报名加入了硚口区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

作为第一批交通运输志愿者，胡惠东认领了古田街。早出晚
归，向医院运送物资、帮忙转运患者、上门送药送菜、接送医护人员
上下班……

有的志愿者因事请假，胡惠东便主动承担下他们的任务，一天
下来跑两三个街道、三四家医院……

也许是因为太过劳累，胡惠东不慎感染。看到诊断结果，胡惠
东没有抱怨，第一时间向社区、单位报告，赶紧入院积极配合治疗。

然而，住在方舱医院的胡惠东仍然闲不下来。没事就给医生
护士帮忙，送饭、送药，还主动当起了“汉翻”。

原来，江岸方舱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来自外省的医疗队，听不太
懂武汉话。

有个“爹爹”刚入院，医生问他病情。“爹爹”一口武汉话难住了
医生，胡惠东赶忙走近充当翻译，告知医生“爹爹”症状，还安慰“爹
爹”放宽心。

渐渐地，胡惠东成了方舱医院的“区域长”，有啥事，就找他，成
了病友们的习惯……

病友反映床边的垃圾桶气味大，有些人随便乱丢，把汤水和剩
饭剩菜撒到床边，既不卫生又容易带来病毒，胡惠东一边安抚病人
莫生气，一边和护士及医院管理人员商量，把厨余垃圾桶放在院区
域外面，“劝病友多走几步，就当运动；特殊时期，互相体谅”。

最近，胡惠东主动加入江岸方舱医院患者临时党支部，并且有
一个心愿：“等我病好了，就去捐献血浆，我已经报名了。”

防“疫”战线的“病毒猎手”
——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李艳团队

本报记者 袁 勇 通讯员 杜巍巍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了切断传染源，有效防控疫情传
播，各地进一步严格防控措施，无论是交通要道，还是小区门口都
加大了盘查和限制力度。不过，因为一些人的无知无畏，或者是故
意“耍个性”，不守规定暴力抗法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应对挑战、
确保公共安全？这就需要敢于担当、经验丰富的人来化解。宁夏
固原市隆德县奠安乡司法所所长邱鹏举就是这样一位能人。

邱鹏举是一位“老司法”，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由于常年在
基层做司法调解工作，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化解过各种复杂矛
盾，因此练就了过硬的基层调节能力，不仅秉公执法敢于“硬碰
硬”，还善于动之以情“会劝人”。因此，自战“疫”以来，奠安乡把最
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坚守马湾卡。

马湾卡是隆德县重点卡点之一，该卡点地处隆德县最南边，与
甘肃庄浪县杨河乡、通化乡交界，是进出隆德县的关键通道。这个
卡点不仅很重要，而且海拔2500多米高，最低气温零下20摄氏度
左右，条件比较艰苦。邱鹏举听从乡里安排，带领6名工作人员日
夜坚守，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消毒、测温、登记或劝返。

1月26日下午，有一名青海人到奠安乡走亲戚，到马湾卡时
接受检查。战“疫”期间，听到“走亲戚”这样的理由，工作人员哭笑
不得，拒绝其进入隆德县并申明理由劝其返回。从青海到隆德近
千公里，开车需要十几个小时，眼看就要到亲戚家了，该名男子不
愿无功而返，不但不听，还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并用自己的车挡
住了卡口。看到这种情况，老司法邱鹏举处惊不乱，一面告诉他防
疫的重要性和违法的严重性，一面让村干部把该名男子的亲戚叫
到卡点。通过震慑、讲理和说服，该名男子听从了劝告，承认了错
误，把礼物放下后折返青海。

卡点工作人员敬佩地说，类似这样的不理解和争吵，每天或多
或少都在卡点发生。但邱鹏举都能耐心说服劝返。危急时刻，唯
有担当显忠诚。正是有了邱鹏举这样的好干部冲锋在前，才最大
程度地防止了移动传染，确保一方平安。

司法所长战“疫”显身手
本报记者 拓兆兵 许 凌

2020年农历正月初一，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组建的第一批驰
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赶赴武汉，支援当
地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一个多月
过去了，这支队伍依然奋战在抗疫一线。
在患者最危难的时候，他们伸出了援手；患
者的一声“谢谢你，白衣天使”，让他们觉得
迎来了医生这个职业最好的回报。

“我会记住你们的名字和眼睛”

2月27日，第一批驰援湖北国家中医
医疗队队员收到一封来自金银潭医院南一
区患者的感谢信。

“主治医生杨志旭每天都会根据我病情
的变化改变我的中药方子，让我时刻感受到一
直被关注着，信心足了，精神头就起来了。”

“一次，一位老人营养不良，手上血管几
乎看不到，蒋建新透过模糊的护目镜，一针
成功，老人连连说不疼，真是深藏不露。”

“我最喜欢的李静护士长，她每天变着花
样给我送吃的，甜甜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生
病时妈妈给我买的甜品，感觉很温暖。”

……
一封封感谢信中，记录了一个个动人

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故事背后是一份份
来自医者的关爱和患者的感激。“虽然看不
清你们的样子，但我会努力记住你们的声
音和双眸，记住你们写在防护服上的名字
与话语。”

医疗队抵达武汉当晚，中国中医科学
院院长黄璐琦即带领医疗队领导班子与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接洽，对医疗队所要承担
的工作进行沟通。短短几天时间，医疗队
队员们就熟悉了整个病区的环境和诊疗流
程，并成立了医疗组，负责金银潭医院南一
区的医疗工作。时间紧、任务急，医疗队最
高效地搭建了中药保障供应平台、做好后
勤保障服务、调整补充中医诊疗方案……
正是由于队员们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去，
才换来了患者的肯定。

增加患者的信任度和亲近感

和往常一样，医疗队队员杨金亮穿好
防护服进入金银潭医院南楼一区的病房，
例行对所管患者一一查看。这天，有13
位患者要到放射科拍胸部CT。

从病房到放射科的路径，要经过两楼
之间一条30米长的小路，大部分患者都会
让杨金亮推得慢一些，这样能多看看景色，
多呼吸新鲜空气，聊几句家常。其中一位
40岁左右的女患者始终不怎么说话。杨金
亮鼓励她：“你要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可以
出院啦。”她问杨金亮：“北京的杨大夫，你
有孩子吗？今天是我女儿5岁生日。”话音
未落，她便泪流满面……这一路杨金亮走
得很慢，一直轻声安抚她。

医院对防护服的供应十分紧张，由于护
士工作强度大、时间长，医疗队的医生们便
把轻便一点的防护服都给了护士，自己穿上
厚重、不透气的黄色防护服。去放射科的路
程不长，但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和打滑的靴套
在行进中还是很困难，往往一个来回就会感

觉喘憋、出汗。那天，杨金亮在病房和放射
科之间往返了4次，衣服全部被汗打湿，护
目镜一层雾，看不清任何东西。但他还是会
在30米的小路上放慢脚步，和患者聊天，感
受着难得的“放松”……

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是医疗队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队员来到武汉的第
三个战“疫”阵地。在这里，医疗队员肩负
起东西湖方舱医院B、C两区数百名患者的
中医诊疗和护理任务。

广安门医院领队、副院长吕文良带领
医疗队队员每日对患者进行中医诊疗和服
药巡查。诊疗护理过程中，医生认真观察
患者舌苔，进行中医辨证，护士耐心对患者
进行中药服药指导，详细记录患者服药情
况。近距离的交流沟通，增加了患者的信
任度与亲近感，也进一步提升了患者对中
医药服务的满意度。

“一起拼，一起赢，一起回”

2月20日下午，中国中医科学院增派
广安门医院石嘉恒、冷路兴、李东旭3名

医护人员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开展医疗救
治工作。

“我们要和武汉的战友一起努力，全力
以赴救治患者。”“一起拼，一起赢，一起
回。”队员们表达出征的决心。

随着疫情形势的不断严峻，中国中医
科学院各院区不断增派医护人员投入到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

梁阿姨是北京海淀区上庄镇皂甲屯村
的一位老党员，梁阿姨的女儿张丽是中国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管理科护士，也
是西苑医院首批医疗队中的一员。

“女儿当时报名参加医疗队，没和我们
说，我知道后她已经到武汉了。17年前孩
子就以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抗击非典的工
作，17年后，孩子又到了抗疫一线，我是既
欣慰又自豪，但是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
说着，梁阿姨的眼圈又红了：“我不敢打电
话给她，怕耽误她工作。我们只能照顾好
家里，不让孩子有后顾之忧。”

梁阿姨每天都在心里对女儿说：“闺
女加油，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在等你
回家。”

2月 26日上午，昏迷了16天的姜志
鹏生命体征恢复正常，从重症监护室转到
普通病房。“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目前患
者处于中度昏迷状态，医院制定了中西医
结合促清醒和早期神经康复的治疗方案，
控制肺部感染等并发症，配合多种物理治
疗等手段，促进患者神志早日恢复。”听了
医生的介绍，守在病床旁的父亲姜应林终
于松了口气。

44岁的姜志鹏是湖南益阳市赫山区龙
光桥街道天成垸村的会计。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他主动请战，从1月25日开始，
坚守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但2月10日晚7

时，姜志鹏在前往疫情服务点途中，不幸发
生车祸。

“在距离服务点30米的路边，他被一
辆疾驰的越野车撞出十余米远。听说他昨
天已经转入普通病房，虽然还没有恢复意
识，但在一天天好转，相信他很快会醒过
来。”回想起事故发生时的情景，村干部叶
佩芳仍心有余悸。

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防控措施一再
升级。为了守护好联防联控的第一道防
线，天成垸村在主要交通道口设置了疫情
防控服务点，登记进出村人员和车辆，向村
民宣传病毒防疫知识等。离家不到300米

远的服务点，是村干部姜志鹏的值守岗位。
“村里有几家小作坊，非常时期还在生

产豆类制品，那天下班后他来找我，约好晚
上7点一起上门去劝说。当晚，雨下得很
大，能见度低，车祸来得太快了。”叶佩芳泪
如雨下地看着她对面空着的办公桌说。这
天，也是姜志鹏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坚守的
第17天。

“疫情防控值守，先安排我。”面对来势
汹汹的疫情，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姜
志鹏第一个向村党支部书记叶伏生请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情况紧急，
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冲锋在前！”

姜志鹏负责腰铺子、帅家湾、卧龙桥片
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战“疫”以来，他白天挨
家挨户询问排查记录，将疫情防控调度令、
通告及公开信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晚
上整理数据信息汇总上报，到服务点开展
值守和巡逻。“17天里，他负责的任务最重，
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叶伏生说，农村群众
防范意识弱，存在走亲访友的现象，着急的
姜志鹏上门宣传讲解新冠病毒的危害和防
疫知识，劝导村民不聚会、不串门，戴口罩、
勤洗手，坚持在辖区内巡逻，“在他负责的
片区，宣传、摸排、隔离、体测、劝导、管控等
联防联控工作，每一项都做得很好”。

“姜会计每天都来，带着村里的医生上
门给我们量体温，帮我们把菜买回来，每次
来都要叮嘱我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或生活难
题，一定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24小时在
线。”1月23日从湖北回益阳老家的汤新华
夫妇是姜志鹏“四包一”的对象，如今已平
安度过防疫居家隔离期，汤新华夫妇得知
姜志鹏车祸重伤后，心情很沉重：“我们衷
心期盼姜会计早日康复。”

湖南益阳市赫山区天成垸村干部姜志鹏：

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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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晚，一张照片悄悄在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市民的朋友圈
里走红：一位中年女性网格员蹲在楼梯口，认真地填写疫情防控排
查表；这是一个背影，寒冷的冬夜中她穿着厚厚的外套，工作马甲
露出“上马”“网格员”的字样。

这张照片的传播还附了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上马李仙庄的网
格员，寒冷的冬夜，外面下着雨，我们网格员还在逐门逐户进行排
查，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我被这个背影暖到了。”

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上马街道李仙庄社区居民于静，她说：
“那天晚上9点我回家，在楼道里看到这个背影，就拍了下来转发
到朋友圈，没想到一下子火了。”

照片主角城阳区上马街道李仙庄社区网格员苟芹芳并不知道
自己“红了”，这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朴实地说：“人命关天，我也
做不了别的什么，我的任务就是确保这5栋楼250户不出问题，这
里每一户都是乡里乡亲、街坊邻居，谁也不想有意外发生。我就是
把自己的活干好，做好排查和登记。”

当晚，青岛市炎黄书画院院长、青岛市城阳区摄影家协会名誉
主席王丕智也从朋友圈看到了这个温暖的背影。他以照片为蓝
本，连夜创作了题为《最美网格员》的国画。

王丕智说：“当晚我从朋友圈看到照片，非常非常感动，立即创
作了这幅画。作为一名文艺创作者，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
防控工作加油。”

2月3日，照片和国画一同出现在了朋友圈，又引来城阳市民
纷纷点赞。“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在青岛，许许多
多普普通通的人都在为这场战役添砖加瓦，力所能及地奉献自己
的光与热。

防“疫”冬夜的温暖背影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晓武 李 政

一切为了救治患者
——记第一批驰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