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锦王是海南省中医院手术室护士、海
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2月22日
下午工作中陈锦王突发头痛、恶心、呕吐，经
检查发现颅内动脉瘤破裂，当晚在医院接受
微创手术治疗。

陈锦王的病情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2月24日晚，北京天坛医院神经
外科脑血管专业组主任赵元立和武汉协和
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洪洋，为陈锦王主持了
网络远程会诊。经治疗，目前陈锦王病情好
转，已可以下地走动。

出生于1992年的陈锦王，是海南省中
医院招进来的第一个男护士，已有近10年
护龄。在医院组建驰援湖北医疗队时，陈锦
王主动报了名。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深
知此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愿意为党的
事业贡献力量。救死扶伤也是我的职责。”

陈锦王的哥哥、海南医学院教师陈锦龙
说，弟弟去支援湖北是下定了决心的。因为
父母年纪较大且身体不好，他怕父母担心，
还请自己替他保守这个秘密。

不仅如此，与陈锦王在同一所医院工作
的女友陈小妹也报名参加了支援湖北医疗
队，两人同时赶赴武汉。医疗队抵达武汉的
第一时间，陈锦王就向临时党支部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作为海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陈锦王2月4日随医疗队进驻武汉市江
汉方舱医院工作以来，曾两次出现头痛、呕
吐等症状。当时正是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
严重的时期，医务人员严重缺乏，他毅然克
服不适，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他经常连
续工作10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很多
重活、险活他都抢着干，因此，患者们都亲切
地称呼他为“小铁人”。

陈锦王工作细心，对待病患如亲人。
他充分发挥护理专业特长，为患者提供细

致入微的照顾。有一次，他所管辖的病人
出现过敏反应，病人非常难受，他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跑遍整个病区为病人找药，
及时给患者服用。有的患者有恐慌情绪，
给救治带来困难，他就用乐观情绪鼓舞患
者，给患者做心理疏导，还带患者做中医
操和穴位按摩，帮他们放松身心，争取早
日康复。

陈锦王的辛苦努力，女友陈小妹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陈小妹说，尽管防护服把
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但因为自小相识，
通过身形和眼睛还是能辨认出陈锦王。值
班时，她偶尔会经过男友身边，每每这时，

他不是在做护理工作，就是在帮患者领物资、
送盒饭、打开水，或者教患者做中医操、穴位
按摩等缓解身体不适，“他还会不厌其烦地给
患者解答问题或者陪患者聊天放松心情。要
知道，将近10个小时滴水不进，还要这样一直
讲话、一直微笑，真的很辛苦”。

陈小妹记得，有一天陈锦王的护目镜出
现了问题，一只眼睛被雾水完全遮挡了视
线，可他还是坚持靠另一只眼睛做完了所有
工作，“大家都笑话他当了一天的‘独眼龙’，
可他满心就只想着刚刚收治的病人”。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队员们在驻地都是
单人单间居住，相互之间不串门。这时，大

家的后勤保障就成了需要解决的迫切问
题。陈锦王又主动挑起了这一重担。每次
队员们缺少生活用品了，只要在微信上和陈
锦王说一声，他就会第一时间跑到楼下的物
资领取处，把需要的东西搬上来，放到队员
房间门口。

陈锦王突发重疾和及时获治的消息在
海南人的朋友圈刷了屏。海南省支援湖北
抗“疫”前线指挥部临时党委副书记、副总指
挥，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建农说：“陈
锦王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医护人
员的关心关爱，湖北和医护人员患难与共，
这必将激励大家齐心协力，战胜疫情。”

“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
——记海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海南省中医院手术室护士陈锦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潘世鹏

连日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通用医疗所属医院已有汉中三二〇一医
院、贵航贵阳医院、贵航安顺医院、贵航平坝
医院、景德镇三三五医院、三六三医院、成飞
医院等9家医院的84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换我来保护大家了”

1月30日19时，赵杨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医疗队驻地。饭桌上一碗面条被他一
扫而空。12个小时前，他所在的医疗队危
重症1组进驻武汉市第九医院，担负起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的重任。

24岁的赵杨是汉中三二○一医院的
一名男护士，也是此次陕西省援助湖北医
疗队里最年轻的成员。

收到支援武汉的通知后，赵杨没有丝毫
犹豫，毅然报了名。

说起在重症室的工作，赵杨说，整个人
在那样的环境里被包裹得喘不过气来，内
衣全部湿透，护目镜下的汗水一直顺着脸
颊往下淌，口罩压得鼻梁、耳朵很疼。有时
累得想喝口水、休息一会儿，但根本没有穿
脱防护服的时间，也舍不得多用一套防
护服。

“抗击‘非典’时期是别人保护着年幼的
我们。17年过去了，这次换我来保护大家
了。”赵杨说。

这个生日很特别

1月30日，是杨柯来到鄂州的第三天。
作为航空工业通用医疗贵航贵阳医院

呼吸内科主治医师，1月27日，杨柯跟随贵
州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进驻鄂州市中
心医院。

他被分到了CCU（心脏重症监护室）。
从来没有干过重症监护工作的他，内心有一
点忐忑。但是回想平时收治的病人大多也
合并了心血管疾病，心里就从容许多，相信
这次任务也能圆满完成，

这一天，是杨柯爱人的生日。她给杨柯
发来视频，说同为医者，她在社区的防疫第

一线也不会后退，还鼓励他们第一批小组7
名成员加油、努力，早日凯旋。

杨柯在抗疫前线勇往直前，离不开家人

的有力支持。杨柯出发那天，他爱人在微信
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7点半即将
出发，从报名、接到通知、出发，没有一样在

预计时间范围内。看着你离去的背影，我不
会流泪，因为我相信，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们
要一起努力！”

携手共迎春暖花开

2月4日深夜1点多，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航空工业通用医疗
贵航平坝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李春红。

“能否上武汉支援前线？”电话那头的问
话让李春红立刻睡意全无，她果断回答：

“能！我是一名党员干部，关键时刻必须冲
在最前面。”

收拾好行装，将手头的工作做完，与家
人告别——4日下午6点多，李春红作为贵
州省护理专业医疗队队员，坐上了去武汉的
飞机。“家里人都很支持我。”李春红说。

经过一天多紧张的培训，2月6日晚，李
春红和队友们正式入驻江汉方舱医院，这里
住着600多名轻症患者。

“我和14名队员一起在西区工作，每人
负责30张床位。”李春红说，“每次一个班下
来，戴口罩缺氧都想吐，护目镜戴久了就像
紧箍咒，勒得头皮发麻、发紧。但是我都能
克服”。

“今天我特别感动，在我们给患者发药
时，患者们得知我们是从贵州前来支援的，
都纷纷向我们致敬。”李春红说：“那一刻，
不只是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更有一种血
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让我坚信，众志成城，我
们必胜！”

不远千里来守护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通用医疗所属医院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纪实

本报记者 常 理

2020年的春节，对于谭艺西来说，是她最特殊而又难忘的
节日。她是昆明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家人眼中还未长大
的孩子。但这一次，谭艺西决定换一个身份，她要成为母亲的

“战友”，陪着母亲一起走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
1月19日，放寒假的谭艺西从昆明回到了家乡武汉。
谭艺西的母亲徐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消毒

供应科护士，是一名有着20多年工作经验的医务工作者。农历
大年初一晚上9点多，母亲接到一个电话后告诉家人说：“明天
我要去上班。”敏锐的谭艺西感觉到，母亲将要奔赴抗击疫情一
线。

“说实话，我不太想让妈妈去，疫情刚开始那段时间我觉得
很危险。”谭艺西说。

母亲很少和谭艺西讲工作上的事。实际上，在抗击疫情
的每一天，徐氚都要全副武装，提着一个10公斤重的金属箱
子，前往各个科室，搜集检验新冠肺炎病毒的咽喉试纸。“咽试
纸是从病人扁桃体上提取的分泌物，可以说是直面病毒。我
后来才知道妈妈是做这项工作，那一刻我觉得妈妈很伟大。”
谭艺西说。

1月29日，中部战区总医院向外招募一批志愿者。谭艺西
得知这个消息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想报名，这样算是和妈妈
并肩作战了”。

追随母亲的脚步，谭艺西也来到了医院。对于女儿的做法，
徐氚既骄傲又担心：“没想到女儿会选择来这里，毕竟她还是个
孩子，我当然会为她担心。但是她总不能永远待在温室里，这次
对她来说也是一次锻炼。”

在中部战区总医院综合楼，谭艺西和4个同伴挤在一间20
平方米的房间里。每天早上8点半一直到晚上，房间里电话铃
声不断，谭艺西的工作就是帮助医院协调处理医疗物资。

“这是我第一次当志愿者，一开始认为就是简单地接电话，
但实际上要做的事情很多。”在嘈杂的环境中，谭艺西每天要工
作近12个小时。

谭艺西工作所在的综合楼和母亲工作的门诊楼只有几十米
的距离，但奋战在同一所医院的母女俩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只有
等到夜晚结束工作后，谭艺西才能偶尔在医院安排的临时住所
里见到妈妈。

得知在武汉的谭艺西主动请战，去抗击疫情前线做志愿者，
她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打电话、发微信，叮嘱她注意做好防护。

“有同学问我怕不怕，其实我有些怕。”谭艺西说：“但是相比
那些在一线救治患者、直面病毒的医务工作者，他们更危险。况
且，这一次是我和妈妈一起并肩作战！”

她在笔记本中写下：“这次疫情让我懂得，面对未知的困难，
害怕和畏惧没有意义，要鼓起勇气，用正确的方法与之抗争，才
能将困难打败。”

“我和妈妈是战友”
——记青年志愿者谭艺西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合影，其中右三为陈锦王。 （资料图片）

在武汉江
汉方舱医院，
通用医疗贵航
平坝医院驰援
武汉医疗队队
员李春红（左
二）在带领轻
症患者做健身
操和呼吸功能
锻炼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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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生命是第一位的”
——记甘肃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

长、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蔡辉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已经驰援湖北30天了，队员们都很疲乏，必须重新排班让
大家进行调整，有效保护队员身体健康，确保高质量完成医护任
务！”甘肃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甘肃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蔡辉说。

协调各种医疗、生活保障物资，处理医护人员工作中的突发
事件，保证高质量开展救治工作，保障医护人员身体和心理健康
……在武汉，蔡辉工作到深夜一两点已是常态。

农历正月初一，听闻甘肃省即将组建医疗队驰援湖北时，蔡
辉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

1月28日，蔡辉临危受命，带领甘肃第一批137名医护人员
奔赴武汉。在途中，他已和队员商议各种工作方案。

到达驻地后，蔡辉迅速与当地医院负责同志进行工作对接，
组织开展培训演练、巡查病区通道、检查感控防护流程，全力开
展进入病区前的准备工作。

正因为准备充分，不到24个小时，蔡辉率领的甘肃第一批
医疗队就全面接管了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2个发热病区，协
助管理武汉协和医院2个重症病区和武汉市第五医院院感管控
工作。

在武汉，蔡辉申请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把42名党员按照医
疗、护理、感控治疗分工。他结合亲历的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
件处理经验，率领医疗救治专家组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逐一会
诊，制定“一人一方案”的治疗办法，用最新指南对症开展精准
救治。

同时，借鉴甘肃省内新冠肺炎临床救治运用中西医结合的
方法，充分发挥甘肃中医药诊疗特色，每个治疗小组都配备中医
医师进行辨证分析，全面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并将甘肃省预
防、治疗和康复3种验方配置成免煎颗粒剂型，用于临床救治，
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一名68岁的患者，新冠肺炎并发糖尿病、脑梗等多种基础
性疾病。蔡辉得知后，在病区床位满员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加床
收治，组织专家制定治疗方案，竭尽全力开展生死急救。“任何时
候，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蔡辉说。

“甘肃医生，好样的！”正是因为这份责任担当，蔡辉和他的
队员们赢得了患者的高度认可和称赞。

在方舱医院的首个夜班
——记新疆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尉犁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柯晓娟

本报记者 耿丹丹

2月17日，是柯晓娟到湖北武汉的第
13天，也是她到方舱医院照顾新冠肺炎病
人的第13天。

柯晓娟是新疆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人民
医院妇产科的主管护师。2月4日，柯晓娟
和其他100余名从全疆多家医院抽调的医
护人员一起，前往武汉。

柯晓娟清楚地记得进入方舱医院后的
第一个夜班。“来到医院，我们开始按步骤
穿防护服，虽然经过专门培训，但依然不敢
马虎。”柯晓娟说，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护手
套、护目镜，然后和队友互相帮忙、检查，最

后还要请院感老师再仔细检查一遍，“在
‘战场’上，只有保证自己安全了，才能帮助
更多的人”。

柯晓娟和队友们负责的区域是隔离
区，收治了48位患者。由于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戴着双层防护手套，给操作带来了很
多不便，增加了工作难度。

当晚，柯晓娟在给一位患者测血糖时，
因为护目镜有雾气看不清，患者被多扎了
一针，“当时特别过意不去，忙说对不起，但
没想到患者并没有责怪我，反而说‘你戴着
护目镜看不清，我能理解，别往心里去’，当
时我就暗自想，我要再细心一点”。

夜班很忙，他们需要每隔一小时巡视
病区1次，“我管理的病区有一位高血压患
者，当时测血压时，他的血压偏高，了解到
他没有带降压药，我立即告诉值班医生，医
生下医嘱给他开了药”。

早上8点，柯晓娟夜班结束。脱下防
护服她才发现，自己的手已泡得发白，鼻子
上也出了水泡，耳朵被勒得生疼。“但我心
里很欣慰。我经受住了考验，认真完成了
在方舱医院的第一次护理工作。”

有了第一次夜班的经历，柯晓娟和队
友们更加自信，她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
众志成城，战胜疫情，平安归来。”

谭艺西
在 接 打 电
话并做详细
记录，为医
院协调处理
医疗物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