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无数人正经历

着、感动着、传递着暖心的

故事。这其中，有患者对

医生的感激，有医生对患

者的关爱，有病友间的互

助，也有亲人间的真情

流露。点点滴滴的暖心故

事，最终汇成汪洋大海，聚

集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磅礴力量，点亮了战胜

疫情的希望之光。

没有理由干不好没有理由干不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元凯包元凯

“武汉妈妈”的暖心饺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 勇

这样做心里才踏实这样做心里才踏实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邓 浩浩

有你们在，心永远是暖的
本报记者 董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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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在武汉市江岸区黄石路汉口大药
房，后湖街道惠民苑社区网格员丰枫把为居
民购买的药挂在身上。 （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龙庭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龙庭
小区小区，，志愿者张良志愿者张良（（左一左一））向居民核对其团购向居民核对其团购
商品的信息商品的信息。。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图③③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跃进社区网
格员高波（左）到居民区进行排查。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图图④④ 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水岸星城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水岸星城

社区社区，，社区志愿者正在为居民送药品社区志愿者正在为居民送药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图图⑤⑤ 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出院患者乘出院患者乘
车离开时车离开时，，向医护人员向医护人员““点赞点赞””感谢感谢。。

范显海范显海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⑥⑥ 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江夏方舱医院
副院长朱莹（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医生戴飞跃（中）为新冠肺炎患者检
查。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图⑦⑦ 在山西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驻地在山西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驻地，，
医护人员正在领取便利蜂捐赠的盒饭医护人员正在领取便利蜂捐赠的盒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图图⑧⑧ 武汉儿童医院内科楼18楼病区，

两名护士带小朋友做早操。 （新华社发）
图图⑨⑨ 武汉市武昌区洪山体育馆武昌方武汉市武昌区洪山体育馆武昌方

舱医院舱医院，，治愈出院的患者向医护人员告别治愈出院的患者向医护人员告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图图⑩⑩ 在武汉儿童医院，护士杨柳陪一
名小朋友画小猪佩奇。 （新华社发）

2月29日，京东物流武汉黄浦营业部
站长贾胜治给内蒙古援助湖北医疗队所在
的酒店送货时，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2月26日早晨，贾胜治把
他母亲包的饺子交到我手中的那一刻，我哭
了。特殊时期，我吃到了武汉妈妈包的饺
子，瞬间有了家的感觉。”信的落款是“援助
湖北医疗队内蒙古丰镇市医院张洁”。

原来，2月19日贾胜治接到京东内蒙
古乌兰察布前旗营业站站长的电话。他得
知，内蒙古支援湖北医疗队因出发得特别
急，很多人连换洗衣物都没有带，请贾胜治
帮医疗队购买一些生活物资。

“他们千里迢迢来支援武汉，我对他们
很是感激。这个忙，肯定要帮。”贾胜治说，

他把附近的超市跑了一遍，因百货区没开
放，未买到相应物资。随后他联系了武汉多
个京东仓库负责人，询问是否有相关物资，
得到肯定答复后，贾胜治请医疗队在线下
单，并加急派送，物资很快就送到了医护人
员手中。

回家后，贾胜治跟父母说起这件事。他
的妈妈听后，连夜包了饺子，让贾胜治送给
医疗队员们。

“大家都特别感谢，这是来武汉吃得最
暖心的一餐。谢谢你，武汉小哥。谢谢你，
武汉妈妈。”张洁说。

收到感谢信后，贾胜治的心头也很温
暖：“能帮上他们，我感觉很骄傲。医护人员
们吃得很开心，我妈可以放心了。”

“我们曾在雪中转运一位重症患者，由于说话
不便，她一路上多次给队员们竖起大拇指。”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随车医生王学军说，能
得到患者认可，自己心里很温暖，再辛苦都值得。

几十个日日夜夜以来，在与疫魔的殊死战斗
中，这样温暖的场景许多人正经历着、感动着、传递
着。无数普通人的付出犹如一滴滴水珠汇成汪洋
大海，聚集起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磅礴
力量，点亮了战胜疫情的希望之光。

你的付出我记在心上

记者在医院采访时，患者们在表达对医护人员
的感谢时，说得最多的话是，你穿着防护服，我看不
清你的脸，但你的付出我记在心上。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福
建省立医院护理部主任陈晓欢负责Z12病区重症
病房护理工作。看到一些患者焦虑不安，陈晓欢带
领护理团队给患者写了一封信：“我们理解大家的
感受，我们千里迢迢来到武汉的目的就是照顾好你
们。”为了鼓励患者，增加信心，她们以“大白”为形
象绘制了漫画。当护士将漫画发到患者手中时，大
家都露出了笑容，纷纷说着感谢的话语。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88岁的喻爹爹和56岁的
赵女士都是聋哑人，住在同一间病房。由于医护人
员不懂手语，沟通难度加大。为了让患者得到更好
的照顾，医护人员利用休息时间，向恰巧懂手语的
心理学教师、保洁志愿者毛妍力学习。几天后，医
护人员就可以与患者进行简单的手语交流，治疗和
护理工作变得顺畅起来。得知医护人员加班学习

手语，赵女士透过窗户用手语表示，感谢他们不远
千里来到武汉，感谢他们对自己的照料。

你的辛苦我看在眼里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工作头绪多、任务
重。疫情发生以来，武昌区徐家棚街水岸星城社区
党委书记彭婧始终坚守一线。采访中，她的手机不
断有电话打进来。刘阿姨需要购买胰岛素，她跑了
七八个药店才买到；赵女士需要尿不湿和婴儿奶
粉，她顾不得吃午饭，马上联系采购。居民杨女士
说：“小彭几次上门为我家的事情忙，不知道该怎么
感谢她。”

洪山区北湖检查站是进出武汉的关口，每天都
有不少驰援武汉的物资经过。这里的测温员、志愿
者华雨辰说，一辆满载蔬菜、写着“汶川感恩 武汉
加油”的货车让自己印象深刻，司机连续开了20多
个小时才从汶川抵达武汉。司机告诉华雨辰，
2008年，武汉帮助过他们村，这次轮到他们回报
了。他朴素的言语，让华雨辰热泪盈眶，放行时大
家自觉站成一排，向车队深深鞠躬。

一个多月的忙碌、20多小时的长途奔波、来自
全国各地的支援……你们的辛苦我看在眼里。

你的身旁有我陪伴

新冠肺炎轻症患者阿念的外婆是一名重症患
者，她的情况很是危急。外婆的消息辗转传到住在
方舱医院的阿念那里，她决定申请去火神山医院照
顾外婆。经过多次沟通协调，阿念获准转院。来到

火神山医院后，阿念一直耐心开导、鼓励外婆。其
实，外婆并不愿意阿念冒险来照顾她，可在阿念心
中，外婆的平安是她最盼望的事。阿念用行动表
明，亲情不只是“常回家看看”，更是危难时刻“带你
回家”，而支撑阿念的正是爱与勇气。

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患病依然坚持看书的
“清流哥”恢复得不错，他已在2月28日出舱，由社
区对接安排至隔离点继续观察14天。“清流哥”姓
付，今年39岁，目前在国外教书。出舱时，他还领
走了一个15岁的男孩。原来，病友还不能出院，但
担心儿子出院后无人照顾，“清流哥”看出了病友的
忧虑，主动承担起照顾病友孩子的重任。为了让病
友放心，“清流哥”说，自己每天会控制孩子看手机
的时间，让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学习上。

面对疫情，无论是亲人还是刚认识的病友，相
互扶持、相互陪伴才是面对疫情的正确方式。

这几天，武汉大学的早樱已经盛开，传递越来
越浓的春的气息。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正与英
雄的人民一道一步步走出阴霾，走入春天。

3月3日，武汉青山区武粮仓库外停着
几辆大货车，车上悬挂着鲁、川、京等多个省
份的车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载着武汉人
民急需的防护物资和生活物资，汇聚于此。

车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车队最远的来
自内蒙古，“武汉人民为这次疫情付出太大
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仓库内，志愿者建起了一条“人肉传送
带”，几吨重的物资需要他们用一双双手从
卡车上卸下来。但是，志愿者们从不喊累。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让他们的心里涌
动着暖流，化成了抗击疫情的动力和勇气。

志愿者武子2012年来到武汉工作，如
今已在这里娶妻生子，在疫情发生后，他并
没有返回陕西老家，而是留在这座城市成为

一名志愿者，和大家一起抗击疫情。
“从武汉‘封城’那一刻起，全国人民都

在为武汉加油打气、全力支援。武汉缺什
么，全国人民就送什么，这给了我无穷的力
量。”武子说，“全国人民来帮忙，我们自己更
需要努力。这么多物资驰援武汉，我们没有
理由干不好。”

这些物资也让武子深刻感受到了自己
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我出生在陕西黄陵县，
黄帝的陵寝就在那里。从小父亲就告诉我，
我们是炎黄子孙，脚下的土地是中国。一想
到这个，我就越干越有劲。”

随着领队的一声招呼，武子又融进了志
愿者的人群中，投入到另一车物资的搬运工
作中。

凌晨4点半，把居民送回酒店隔离点；
上午8点半，汇总居民生活物资需求，代购
生活物资；中午12点，给社区独居老人送
饭；下午1点，帮居民买药、送药；晚上11
点，将解除隔离的居民送回家中——这是同
福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李俊一天的工作。

同福社区是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一元
街道下辖的大型社区，户籍数4562户，户籍
人口12660人，共有27个小区，划分为9个
网格进行管理。据下沉干部胡勇庆介绍，疫
情发生以来，同福社区干部冲锋在前，但因
对病毒不了解，有多人受到感染，“剩下的同
志毅然挑起了重担。李俊相对年轻，又是男
同志，最脏、最累、最苦的活都是他来干”。

“我们作为战友、同事都很心疼他。”同

福社区副主任吴璇说，“抗击疫情期间，患者
转运及密切接触人员接送工作，大多由他来
做。有时，我们对他说，不要把事情都揽在
自己身上。他却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这样
做心里才踏实。”

抗击疫情期间，废寝忘食对李俊来说已
是常态。“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当过
兵、参加过1998年抗洪抢险的李俊说。

“太暖心了！防控疫情真的要靠这些社
区工作者。有他们在，我们就有信心战胜
疫情。”一说到李俊和他的同事，当地居民就
竖起大拇指。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居民的
安全。”李俊说，“当居民说一声‘谢谢’的时
候，我感觉自己的付出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