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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友谊医院驰援武汉副主任医师胡岚：

迎接战胜病魔的春天

方舱医院建设者张翠：

别离是为了团圆

武铁武汉站派出所民警吕少明：

武汉一定会渡过难关

武汉市蔡甸经济开发区海天社区书记王梅：

抓细抓实社区工作

武汉市第九医院护士王昭军：

把病人健康送出院

志愿者杜慧敏：

抗疫再累都值得
“妈妈准备上岗了，你在家要乖

乖听话。”
“好的，妈妈你上班时一定要把

口罩戴好，我在家等你回来。”
我叫吕少明，1990年出生，今

年是我参加铁路公安工作第7个年
头。刚才是我与3岁女儿的视频对
话。55天未见到她，甚是想念。疫
情虽然隔离了这座城，但隔离不了人
们心中的爱。

“我是党员，这个时候我必须
上。”2月2日，面对突然暴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我迅速写好请战书，选择
了坚守岗位。

离汉通道关闭后，大量援汉物资
和医护人员带着爱与希望，源源不断
通过铁路抵达武汉。看到逆行者们奋
不顾身的背影，我被深深打动。分秒
必争才能战“疫”必胜，我与同事们
承担起连通“逆行”通道的任务，让
铁路部门、防疫物资和医护人员抵汉
信息对接渠道通畅起来。

除了保障信息流转顺畅外，视

频巡查、接听求助报警电话是我每
日的工作。前不久，我接到一个特
殊的报警电话，一名护士乘坐火车
来汉增援，因公共交通停运无法快
速前往医院。获悉情况后，我积极
与站区办协调，辗转联系好车辆，
帮助求助护士安全快速抵达医院。
能快一点儿到医院，就能为挽救生
命多争取一些时间，与时间赛跑是
大家共同的行动。

1月28日，我接到了我的姥姥
离世的噩耗，当时我失声痛哭，连她
最后一面也没见着。但面对疫情，大
家都是那么坚强，我不能把悲痛情绪
带给身边的人，于是我调整好状态再
次回到岗位。

现在，我与同事们并肩作战，武
铁武汉站派出所“党员突击队”里像
我一样的女警还有6名，我们用顽强
的毅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
信念。我相信，有这么多人的努力付
出，武汉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本报记者 柳 洁整理）

我叫杜慧敏，今年49岁，是武
汉青山区的一名志愿者。在新冠肺炎
疫情面前，我们的城市生病了，我作
为武汉人，需要站出来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来保卫我的故乡。

说干就干，2月初我正式走上了
志愿者的工作岗位。起初，我怕家人
担心我，没对丈夫、孩子说实话，只
是说出门是“有工作”。

刚开始，我与几位志愿者一起
在武汉街头测量过往司机的体温。
当时，武汉的气温还在 0℃左右，
站在路边迎着寒风，举着测温枪工
作。虽然天气很冷，但一想到这是
在保卫武汉，防止疫情扩散，内心
就觉得暖洋洋的，这点冷就不算什
么了。

后来，我还参与了搬运物资的工
作。就在3月5日，我与其他志愿者
一起，在武粮仓库搬运其他地方捐赠
的矿泉水。从早上7点出门，我一直
工作到晚上8点半。作为一名即将
50岁的“老同志”，我在力气活方面

处于劣势，但我仍坚持与其他志愿者
一起搬运物资，因为这是在守护我们
的城市。虽然有些劳累，但没事，睡
一觉就好了。

因为年龄问题，一起工作的志愿
者们都很照顾我，会给我安排轮休。
但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轮休时
就在社区做起了网格员，协助社区工
作人员统计居民信息。

其实，社区网格员的工作很辛
苦也很繁琐。为了真正做到“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工作人员一天要打
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电话。有时电话打
不通就需要我们上门去核实情况。但
我觉得，为了早日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再苦再累都值得。

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加油，
不断努力，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
一定可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等疫
情结束了，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
武汉做客，你们对武汉的好，我也
会一直记在心里。

（本报记者 包元凯整理）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我
随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来到武汉，
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到目前
已有约40天了。每天，我都会认真
巡查每一间病房，仔细照护每一个患
者，并根据患者病情随时调整治疗
方案。

在进病房前，我们每个医护人员
都会互相仔细检查防护服，确保万无
一失。在病房里，我带着几位年轻医
师一起接诊病人，仔细询问病史，面对
病魔毫不畏惧，给年轻医师和患者树
立了信心，自己也得到了极大锻炼。

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当地的医护
人员已经在防疫一线战斗了很长时
间，身心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因此，
作为援助武汉的医疗队，我们要尽最
大可能帮助武汉当地 的医护人
员分担压力，帮助患者早日康复。随
着不断磨合探索，我们与当地医护人
员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与此同时，我
们的工作也很快得到了认可。大家团

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共同战斗在
抗击疫情一线，为早日打赢疫情阻击
战做着努力。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我从北京出发时，父母尚远在海
南，这次来武汉都没敢告诉他们，因
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每每想到这
些，我总觉得对父母有点愧疚，希望
这次能平安回家，以后好好孝敬
他们。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许我的
工作很平凡，算不上多么伟大，但我
甘于这种平凡，始终坚持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目前，虽然
我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对身
边的党员充满了敬意，也想向党组织
靠拢。

希望武汉能尽早恢复往日的繁
华，希望患者可以早日痊愈。武汉的
春天已经到来，战胜病魔的“春天”
也不远了。

（本报记者 温济聪整理）

我是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公
司一名普通职员。2月4日，接到武
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改造
工程急需志愿者支援的电话后，我
没有丝毫犹豫，在把4岁的儿子安
顿到父母家后，便火速赶往方舱医
院建设工地。

赶到现场后，我发现困难远比想
象的多，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为了购
置防护消毒用品和后勤保障物资，我
几乎打遍了武昌区所有药房的电话。
在凑齐了防护消毒用品之后，又跑到
最近的超市里购买了泡面、矿泉水等
后勤物资，以最短的时间将单位食堂
运转起来。

刚停下忙碌的脚步，丈夫的电
话就打了过来：“明天我的任务就结
束了，可以回家隔离了。”“我都忘
了告诉你，我正在援建光谷科技会展
中心方舱医院，孩子已经交给爸妈照
顾了，你自己回家做好隔离工作。”

“你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保护好自
己。”“知道了，有工人师傅进场

了，我要去给他们测体温、消毒了。”
就这样简短地一通电话，让我与不在
同一个战场的丈夫成了彼此牵挂
的人。

基本的后勤保障已经到位，但
现场不断突发的紧急状况还需要不
断协调解决，“翠姐，图纸去哪里打
印”“翠姐，口罩、酒精、方便面不
足了”“翠姐，新来的劳务人员要领
防护物资”……这样的问题，我每
天要解答数十个，往往刚挂断手中
的电话，另一个电话就已经接进
来了。

6天5夜不眠不休后，方舱医院
终于顺利移交，并于2月17日正式
启用。现在武汉已从“人等床”到

“床等人”，疫情正在一天天好转。虽
然与孩子、丈夫三人同在一城却相隔
三地，但为了让武汉人民摘下口罩露
出开心的笑容，暂时舍弃我们这个小
家也是值得的，我坚信我们一家三口
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本报记者 柳 洁整理）

我是湖北省武汉市蔡甸经济开发
区海天社区党组织书记王梅。我所在
的社区有6000多户居民，春节期间
人员流动性大。自1月初开始，我几
乎每天都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吃住
在社区，时刻关注疫情进展，稳定居
民情绪，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辖区摸排统计工作要确保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难度很大。为此，我
将原有6个网格进一步细化为12个
网格，形成“1名网格员+2名下沉
干部+1名志愿者”的格局，做到每
天上一次门、发一次短信、打一遍电
话，监测居民体温。

同时，组织志愿者巡逻队、居民
需求登记组、购药组、购买生活物资
组、返蔡甸区人员登记组，并成立生
活用品代购团、爱心帮帮团等，帮助
居民和部分不会网购的老人采购生活
物资。

社区工作事无巨细，需要协调组
织社区两委、网格、“下沉”干部与

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比如，幸福小城
小区居民李田芳怀孕两个半月，孕检
后建议去同济医院治疗，但自1月
25日24时起武汉市中心城区实行机
动车禁行管理，他们无法去医院。我
迅速联系社区应急车送孕妇去医院就
诊，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发热人员孙彩琴在等待确诊期间
吵着要住院，我立即向上级部门汇
报，并安排工作人员送去口罩、酒精
等消毒防护用品，要求家庭成员严格
做好自我隔离防护措施，安排专人每
天联系，并分两次送去慰问物资。

丽水天成小区居民周远山患有多
种老年疾病，行动不便，儿女不在身
边，体温测量偶有发热现象。我第一
时间联系医务人员上门问诊，后又多
次联系专车送其就医。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叮嘱自
己把社区疫情工作抓实抓细，大家同
舟共济才能打赢防疫阻击战。

（本报记者 周 琳整理）

我叫王昭军，是武汉市第九医院
泌尿外科的一名护士。平时我不爱讲
话，但一说到病人，我就特别“话痨”。
我的病人们太可爱了！

那天我虚脱晕倒时，正好是给25
床的阿姨打针。听同事说，当时我全
身都湿透了、血压也测不出来，她们吓
坏了，赶快把我用被子裹起来、吸氧、
输液……到晚上11点多才慢慢缓了
过来。

虽然同事已经报了平安，但我还
是想自己去说一声，怕他们恐慌。没
想到我到了病房，阿姨看见我就哭起
来了。病人因为担心我哭成这样，上
班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阿姨
出院后，每天早上还给我发微信，一天
都不落。

有时候，我感觉上班就像与朋友
在一起。病人们经常会对我说：“昭
军，你休息一下！”“昭军，你有没有吃
东西啊?有什么能帮你的？”我给大家
发饭的时候，他们会跑来帮我分发。
打针的时候，因为戴着手套不太灵活，

他们会帮着把敷料撕开。有时候忙不
过来，他们还帮我照看别的病人。我
对他们说，一定要亲手一个一个把他
们健健康康地送出院。

我们医院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收治的都是病情比较重的患者。刚开
始我也有点恐慌。其实，我一直很想
对病人说，你们不应该谢我，而是我谢
谢你们。你们关心我，不断地给我力
量；你们出院了，给了我战胜病毒的信
心！我们一起努力，打赢这场战斗！

现在，我最早负责的11位病人已
经全部出院了，我特别高兴，也更有信
心了，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工作这么
有意义！

我跟丈夫说，再过几年，你就可以
骄傲地说，你老婆是英雄、是战士。以
后我女儿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激
励自己：妈妈是个英雄，可以这么坚
强！我要尽自己微薄的能力做好本职
工作，给她做个好榜样！

（本报记者 乔申颖 高兴贵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