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的期盼
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 浩

一起欣赏武大的樱花
本报记者 袁 勇

真想好好抱抱家人
本报记者 董庆森

离回家的日子更近了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图① 2 月 27 日，在湖
北随州市中心医院，江西赣
州对口支援随州医疗队队员
杨莉（右二）和朱志方（右一）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俩人同
时在一线入党。

陈地长摄（中经视觉）
图② 2 月 12 日，辽宁

驰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与家人
拥抱告别。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图③ 3月3日，武汉市青山区一仓库，一位志愿者在路
边吃饭。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④ 2月13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亮准
备随医疗队奔赴武汉，前来送别的妻子在擦拭泪水。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图⑤ 3 月 4 日，廖保积在家中展示自己与在湖北支援

的姐姐廖保丹及父母的特殊合影。 张丽芸摄（新华社发）
图⑥ 武汉雷神山医院医学检验科部分成员合影（3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图⑦ 在湖北省武汉市中医院，医护人员送治愈的病人出院。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⑧ 2月13日，武汉市青山区一隔离点附近，一名保安队员对志愿者表

示感谢。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图⑨⑨ 2月26日，志愿者刘女士准备开车为医护人员送餐。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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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武汉疫
情防控形势呈现出持续向
好态势，每个人都在期盼
着与亲人早日团聚，期盼
着摘掉口罩，回到正常生
活中来。为了这份期待，
一线工作者奋不顾身、勇
战“疫”魔，基层工作者暂
别亲人、坚守岗位，他们抢
救生命不遗余力、守护健
康不畏危难、防控疫情不
避艰辛，用战“疫”的“硬
核”力量，换来万家的平安
健康。

从寒冬腊月到春暖花开，多少感人故事在武汉
发生，有望眼欲穿，有奋不顾身，有众志成城。在这
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而战胜疫情，是我们共
同的期盼。

在期盼中坚守神圣职责

“疫情过后，我想带家人一起去旅游。”武汉汉阳
区江堤街道汉博佳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徐亮说。无论
是排查和安置“四类人员”，还是保障居民生活物资
供应，徐亮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没有休息过一天。

这期间，长期患病的父亲病情突然加重。“我听
到母亲打来的电话，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徐亮说，
想办法给父亲找了医院和护工，来不及多待一会儿，
便被父亲“赶”回了工作岗位，“现在是群众最需要我
们的时候，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验检测研究
所，承担着新冠病毒检测与研究的繁重工作。作为
该所病毒检测部的一员，1月中旬，梅芳华就进入了
生物安全防护3级实验室，进行新冠肺炎患者取样分
装工作，一干就是5个多小时，衣服都湿透了。这样
的场景，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成为工作常态。她也因
此没有时间去照顾女儿。

面对疫情，很多一线工作者只能选择和亲人暂
时离别，为的就是早日战胜疫情。短暂的分离，只为
了更好地相守。

在期盼中汇聚战“疫”力量

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洪山大队南湖消防救援
站承担着守卫辖区内消防救援安全的重任。消防站
指导员陆时正与他的战友们每天都会进行研判，制
定相应预案。比如，如何对障碍物进行快速破拆，能
否寻找其他通道快速抵达现场等。

陆时正说，来自全国的援助是武汉战胜疫情的
坚强后盾，作为武汉人，希望疫情结束后，可以为支
援江城的全国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当导游，让他们好
好看看这个美丽的城市。

疫情发生后，在共青团武汉市委工作的张珣来
到自己家所在的武汉市硚口区韩家墩街道古四社区
报道，成为一名党员志愿者。无论是给独居老人送

菜、进行拉网式大排查，还是在老旧小区出入口值
守，张珣都一丝不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加入抗击
疫情的队伍，凝聚起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张珣希
望疫情过后，更多人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共同
建设美丽家园。

这场战“疫”里，没有人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责
任人。在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人民群众的磅礴力
量已汇聚起来。

在期盼中迎接春天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执业药师郭桂珍与药
店里其他留守员工取消了休假，投入到繁忙的工作
中，尽全力保障疫情相关物资及其他药品的供应，每
天都忙得筋疲力尽。

因为交通不方便，她还特意搬到了药店附近住，
每天骑共享单车
上下班。“女儿经
常叮嘱我‘要保护
好自己，注意安
全’。”郭桂珍笑着
说，希望疫情早点
结束，“很想念挤
公交车上班的日
子”。

武汉市汉口医院是首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
点医院之一。作为现呼吸三病区负责人，乐文卿已
在抗“疫”最前线战斗了2个多月。在呼吸三病区上
任后，她对病区工作实行精细化管理，一个医生负责
几个病房，持续跟踪病情，精准设计和实施治疗方
案，治愈率不断提升。

“面对疫情，医生没有当逃兵的。”乐文卿说，她
期望人们对医务工作者能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
期盼着春天的武汉重新“按下播放键”，企业复工，学
生复课，人们都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来，享受美好
的生活。

“一年之计在于春”。疫情结束后，我们对生命
会有更深的理解，对自然会有更多的敬畏，对工作会
有更多的热情，对生活会有更多的珍惜。“我期盼着
摘掉口罩、露出微笑的那一天。”武汉市江汉区万松
街道妙墩社区党委副书记倪宝玉对记者说。

内蒙古驰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苏科
每次进入江汉方舱医院，都会带上家乡
同事寄给她的“平安符”。尽管每次回
到驻地都要反复消毒清洗，但她却从不
放下。苏科说，带着家乡的祝福，感觉
很安心。

这是26岁的苏科第一次自己出远
门。从2月4日抵达武汉至今，她对家
乡的期盼与日俱增。虽然很想回家，但
苏科告诉记者：“既然来了武汉，就想待
到疫情结束再回去，要有始有终。”

农历正月初二，苏科所在的医院复
工的第一天，她就主动请战去一线：“我
们是白衣天使，也是白衣战士。既然是
战士，就应该去战场奋斗。”

在武汉，苏科第一次进入“方舱”模
式的医院工作。以往常见的输液等操

作在这里很少用到，除了发药和测量体
温、血氧等指征，更多的是对患者的心
理护理。

同队的蒙古族同事会为病人唱蒙
古族歌，介绍蒙古族习俗。苏科也会对
病人说：“我们都从内蒙古过来支援你
们，一定可以战胜病毒，到时候我们一
起回家。”渐渐地，患者逐渐积极起来，
过去沉闷的病患也会主动与苏科交流，
也有患者告诉她：“你们就像我们的家
人一样。”

身在武汉，苏科也会关注家乡的
疫情动态。看到家乡一级响应调整为
三级，听朋友说一些商场已经开门，
苏科感到很开心：“全国好起来了，武
汉也一定会好起来，感觉离回家的日
子更近了。”

对于武汉“封城”，武汉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刘昱并不意外。“我自己从
事抗病毒免疫研究，也教《传染病学》这
门课，深知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封城’
虽是无奈之举，却是面对严重疫情最有
必要执行的控制办法。”刘昱说。

“封城”后，刘昱总会接到身在一线
的学生的电话，听他们诉说被感染的恐
惧和救治病患的压力。刘昱意识到，只
有行动起来，才不会陷于焦虑抑郁中不
能自拔。没有实验条件，开展不了病毒
学实验，刘昱就开始检索病毒文献，把
有价值的文献传递给临床的学生们，与
他们一起分析讨论病程及可以借鉴的
治疗方案。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短暂混乱过

后，越来越多像刘昱一样的武大人站
了出来。

武汉“封城”第二天，武汉大学校友
事务与发展联络处的叶琳娜被拉进了
10多个新微信群。从那时起，她再也
没将任何一个群设为“消息免打扰”。
叶琳娜与同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发动
武汉大学的校友资源筹集防疫物资。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2019级硕
士研究生刘双郡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
者，疫情发生后，他们都上了一线。担
心刘双郡在家里被感染，父母让他回到
了学校。疫情让新学期的开学暂时推
迟，刘双郡想念着他的室友们，“我在学
校里等着，希望你们能早点回来，那时
候，我们一起上课、吃饭、赏樱花”。这
也是所有武大人的期盼。

简单收拾好个人物品，走出位于医
院19层的隔离病房，袁海涛就直奔工
作岗位——重症医学科。

2月 21日，协和东西湖医院 ICU
主任袁海涛，刚刚结束了14天的愈后
隔离。就在36天前，他被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治疗期间还曾以重症新冠肺炎
病患身份转院至武汉肺科医院。

愈后隔离刚结束，袁海涛就急着返
回岗位。他说：“我的每一位同事都已
在一线战斗了很久。我的回归，不仅能
分担工作，也能让大家多一些底气。”

回忆起自己何时被感染，袁海涛
说，疫情之初，自己曾转运一位重症患
者。“防护服里的汗水、雾水，夹着防护
服外的雨水，混在一起，流到了我的眼
里、嘴里。这大概是我被感染的源头。”

幸运的是，在与病魔斗争中，他扛
了过来。治疗期间，他始终牵挂着科室
的病人与同事，只要身体一有好转，就
通过微信或电话与同事连线，进行远程
诊疗。袁海涛还参照自己的病症，琢磨
如何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

肺功能尚未完全恢复，穿戴防护设
备会造成胸闷不适，回到岗位后的袁海
涛查房时不能时间太久，但他仍然坚守
在办公室。大家让他晚上尽量早点休
息，袁海涛答应了。但他告诉同事，自
己手机24小时开机，有事随时联系。

“现在疫情防控依然艰巨，我要继
续与大家并肩战斗。”袁海涛告诉记者，
由于生病，自己已有一个多月没回家
了，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好好抱抱家人，
等疫情结束，全家人好好聚一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