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共克时艰的抗疫力量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心里始终装着群众
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 浩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我一定抽时
间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3月1日，
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道汉博佳园社区
党总支书记徐亮说。

汉博佳园社区是一个大型社区，共
有居民2900余户、7000多人，划分为3
个网格管理。徐亮一直奋战在抗疫一
线，没有休息过一天。

在排查“四类人员”过程中，需要将
7名确诊患者转运到方舱医院。“我做
好防护，第一个上前，耐心跟病人解释，
得到了病人理解和配合。”徐亮回忆说，
第二天凌晨，其中一名病人病情加重，
徐亮又开车把他从方舱医院送到定点
医院救治。

“谁家里没有老人和小孩，谁不怕
感染。但是，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书

记，如果我退缩了，谁来为群众服务。”
徐亮说。截至3月2日，徐亮带领社区
工作者、下沉干部和志愿者，共为居民
发放口罩2万余只，上门送菜600余
次，购药送药 400余次，送物资上门
300余次。

疫情期间，有一天徐亮突然接到了
母亲打来的电话。“我父母长期患有重
病。当时父亲病情加重，几天都吃不下
饭。我听到后，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徐
亮说。随后，徐亮想办法给父亲找了医
院和护工，来不及多待一会儿，便匆匆
返回了工作岗位。

“现在是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徐亮说，无
论他的父母，还是同为社区工作者的妻
子，都非常支持他的工作。

为患者不怕脏和累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永远不忘医者初心
本报记者 包元凯

“无所畏惧”“白衣天使平安”“我
们一起努力，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2月下旬，北京天坛医院支
援武汉医疗队收到了6件制作精美、
构思巧妙的剪纸作品。

这些作品都来自该队护士辛枫的
79 岁母亲崔阿姨。“我也帮不了你
们，就做几张剪纸，为你们加油。”每
每听到母亲的这些话，辛枫的眼睛不
禁一次又一次湿润。

“从北京出发时，我给父母打了个
电话，告诉他们要支援武汉一线，我
妈一听就哭了。”辛枫说，父母总归有
点舍不得，对她千叮咛万嘱咐。

在感染科工作了17年，辛枫经历
过抗击“非典”等考验，这次听说医
院要来支援武汉，她第一个就通过所

在科室报了名。
“在您看来，什么是大爱？”2月

29日，记者采访辛枫时，她这样回
答，“对我而言，大爱其实很简单。大
爱不仅是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也包
括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关爱，以及对武
汉这座英雄城市的热爱”。

在辛枫来武汉第一次值班的那天
晚上，一名年轻女患者因内急大声呼
叫，辛枫和同事连忙上前，帮她解下
纸尿裤，并悉心为她擦拭干净。

“别着急，有需要随时叫我们，好
吗？”女患者对他们点点头，情绪逐渐
稳定下来。

“这些都没啥，从事护理工作就不
能怕脏和累。”辛枫迅速清理完污渍，
继续投入夜班工作。

“我的父亲、岳父和爱人都是医
生，在我们家，聊天的时候都经常会
谈起工作。”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肖奎出身
于医生世家，受家庭影响，也走上了
治病救人的职业生涯。

据了解，这次支援武汉是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
近年各种卫生应急演练的基础上，第
一次成建制地投入重大疫情防控实战
中；同时，该院也是全国第一支整建
制到达武汉的“国家队”。

来到武汉后，他们驻扎在武昌方
舱医院，这是武汉市第一家成批收治
轻症新冠肺炎患者的方舱医院。

在开院头5天，由于一批批病人
源源不断地入院，肖奎每天只能休息

四五个小时，常常和衣而眠，一旦醒
来就要继续投入战斗。

面对轻症患者，肖奎会积极和病
人沟通交流，抚慰他们的情绪。他还
给儿童患者送去书籍，鼓励他们战胜
病魔。

面对重症患者，肖奎必须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尽快为其诊断病情，动用
一切力量救助患者，并帮他们及时转
院治疗。“我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到
更好，才能为患者多争取一些求生的
机会。”肖奎说。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
安慰。”肖奎经常用美国著名医生特鲁
多的这句格言勉励自己。他说，为了患
者的健康和医者的初心，他还会在治病
救人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不止。

图① 3月3日，云南保山
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向治愈出
院 的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送 上 鲜
花。 李美兰摄（新华社发）

图② 3月3日，中国铁路
南宁局集团公司工作人员黄莹
莹（下）搬运支援湖北物资。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图③ 2月2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负责转运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与患者告
别。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④ 2月8日，在温州的跨国医生豪孟德（右）帮同是
医生的妻子苏玛戴口罩。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图⑤ 3 月 3 日，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青山（化工）大
队指战员在搬运捐赠物资。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⑥ 在湖北省咸宁市，云南省援助湖北省医疗队临
时党委举行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杨 峥摄（新华社发）

图⑦ 国家紧急医疗救援队（贵州）队员夏飞对志愿者
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⑧ 在湖北孝感安陆人民医院，黑龙江省对口支援
医疗队队员与患者在一起（2月24日摄）。 （新华社发）

图图⑨⑨ 3月2日，广西柳州市狮山社区志愿者廖诗祥一
家在疫情防控监测点前留影。 黎寒池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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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为了打
赢这场战“疫”，许多
人主动参与进来，一
股爱的潮流正在涌
动。这其中，有医生
对病人的关爱，也有
病人对医生的理解；
有一线工作者对家人
的思念，也有家人的
支持和鼓励；更有对
城 市 、对 国 家 的 热
爱。大爱无言，汇聚
成坚强的力量，终将
驱散疫情的阴霾。

寒冬腊月，新冠肺炎疫情笼罩武
汉，人们戴起口罩，许久不见彼此的笑
脸。也是在这个冬天，无数饱含爱意的
星星之火在这片土地上燃烧、汇聚，用
各种方式抗击疫情，守护生命。有人在
爱里彼此支撑，有人在爱中倾情奉献，
而更多无言的大爱携起手来，凝聚成共
克时艰的坚强力量。

我们的爱都是“双箭头”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战“疫”号角吹响，全国各地的医

护人员纷纷请缨，奔赴一线。“疫情不
退，我们不退！”这是所有医疗队员的
共同誓言。

内蒙古医疗队“60后”队员刘淑

君，在疫情暴发之初就主动要求到疫情
最严重、最艰苦的地方去。她没敢告诉
年逾八旬的父母，而是在“出征”前
夜，将降血压药物交给了父母所在小区
的物业，转身离开时泪流满面。她说：

“我是党员，也是医护人员，在这种时
刻支援一线，义不容辞！”

数万人带着爱支援武汉，他们中的
许多人，第一次如此密集地穿上厚重的
防护服，不吃不喝近10个小时，奔波在
治病救人的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被
患者看在眼里。

说起与患者间的暖心瞬间，来自贵
州的护士郭丽媛如数家珍：江汉方舱医
院26床的王叔叔专门要了纸笔，就为给
她写一封感谢信；患有糖尿病的病人为
了她准时下班，让她提前测血糖；没有

微信的病人要她记下手机号
码，并叮嘱她一定要打电
话；今年要高考的病人说，
考完以后要去游遍贵州。

郭丽媛说，这是她遇到
的最配合、最亲近的一批病
人。听到病患可以出舱的消

息时，她特别开心，只是因为不能亲
自送每一位出院病患到门口，稍感
遗憾。

我们有一百种守护方式

白衣天使在一线正面迎敌，“便装
英雄”在后方守护武汉。在这个特殊的
时刻，无数普通人也在默默闪光。

听到离汉通道关闭的消息时，武汉
千家街社区党委书记刘佳正带着父母旅
行，但她第一时间回到武汉坚守工作岗
位。她每天都要入户排查上百户居民，
处理数百单团购订单，以及应对其他接
踵而至的问题。忙起来，常常一天只顾
得上吃一顿饭。

与社区工作者同样坚守在抗疫一线
的，还有人民警察。民警张晓
红说：“哪里有疫情，哪里就
有民警。谁都害怕的时候，警
察不上谁上？”

为了满足许多家庭的消毒
需要，穿梭在街巷间的外卖骑
手吴辉，经常一家一家地跑药

店，询问并购买防护和消杀用品；开着
货车的快递司机段鸿林，精准投递来自
全国各地的捐助物资；志愿者华雨辰奔
波在各个需要支援的现场，一天之内要
完成货场搬运物资、收费站测量体温、
协助社区分发物资等多项工作。雷神山
医院项目的“90后”技术员肖安说，

“到了我们保护武汉、反哺社会的时候
了。”

我们用爱保持战“疫”动力

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曾
经的九省通衢按下了“暂停键”。人潮
涌动的火车站、飞机场安静了下来，往
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一下子变得冷清，超
市饭馆也大门紧闭。

城虽然封了，交通虽然暂时中断
了，但全国人民的热心支援却无法阻
挡，心与心也比以前靠得更近。山东的
蔬菜、东北的大米、广西的螺蛳粉、四
川的折耳根……爱心物资从四面八方向
一个地方汇聚，神州大地涌动着大爱的
力量，持续给武汉战“疫”充电。

在武汉市的每一个小区、每一户居
民，都在用打一场战役的方式坚守在各
个角落。有特殊服药需求的病人，花费
着以往数倍的精力购买药品；居家多日
的市民，默默忍受着无法出门购物逛街
的不便；许多同在武汉的夫妻、亲人，
每天靠电话与视频交流……

原地的坚守也是一份沉静的爱。这
份爱无声却朴实，如涓涓溪流，流淌在
武汉的大街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