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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中宣部宣教局、全国妇联宣传部、
国家卫健委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联合发布“一线医务人员抗疫巾帼英雄谱”。这
其中，就有郭琴的名字。这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急救中心的年轻护士，在感染新冠病毒治愈后第
一时间重返工作岗位。她说，再三请求返回岗
位，是因为“同事们太累了，我心疼”。她会把连
轴转的工作称为“急诊科的素质”，会在说到喜欢
大家在一起“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一起向前走”
时把眼睛笑得弯成月牙。

在武汉，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百折不
挠、忘我奉献，并不是因为生而强大，而是为
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彰显了在疫情面前坚
韧不拔的勇气与毅力，他们相互守望，凝聚起
齐心战“疫”的磅礴力量。

为了病人都值得

“他们康复了，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在武
汉，听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这其中有医生、
护士，也有社区工作者、企业员工以及志愿
者。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从四面八方赶
来，与武汉人民一起，义无返顾地加入到这场
生命大救援中。

武汉市江汉区万松街道，距离华南海鲜市
场仅仅4公里，也是疫情暴发后压力较大的区
域。55岁的万松街道党员张胜林主动请缨，承
担起协调发热病人就诊等工作，在寒风中一站
就是一天。穿上防护服经常喘不上气，平时熟
悉的工作找不到手感，还曾经虚脱晕倒在岗位
上，武汉市第九医院护士王昭军却说：“从来没
有觉得工作这么有价值过。”

武汉大学校友敬华和蔡亚枫，一个在广州，
一个在武汉，他们和彼此的小伙伴们实现了一场
特殊的联合行动：20 多天，36750 件防护服、
17000副护目镜、14040个全脸面罩、10万顶防
护帽、12万副医用手套、8吨酒精……送到湖北

全省60多家医院。敬华说：“很多
小伙伴，在驰

援项目之前，我们毫无交集，加入项目后，我
们成了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所有人都在一个战场
上，一起与病毒战斗。患者的康复是大家的心
愿，也是勇渡难关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在无
情的病毒面前，最美好的事就是彼此守护和相
互温暖。

为了战友都值得

武汉市水果湖街道工委副书记王慧红，在和
记者说话时不知不觉红了眼睛。她不是为自己
的辛苦流泪，而是心疼她的同事，“你看，这些盒
饭都放在这儿，忙得没有人顾上吃”。擦干眼泪，
她笑着说，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坚持到胜利。

完成青山工人村青惠居社区政务网中断抢
修、武汉市硚口区硚口体育馆方舱医院新增电路
业务、武昌医院公安视频监控故障抢修任务……
这是中国通建三局第三
分公司员工的普通一
天。在记者发稿时，中国
通建三局负责接入光缆
等基础工作现场负责人
陈涛和他的同事们还在
外面执行抢修任务。

从火神山医院、雷神
山医院建设项目到应急
出动任务，从方舱医院生
活用电到定点医院专线
业务……疫情当前，所有
的工作都牵动着救援效
率，必须争分夺秒、全力
以赴。截至3月初，仅在
武汉市区，中国通建三局
已出动 1500 余人次，布
放光缆56433米。

1月27日，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重症监护室护
士朱恋和三位同事来到

武汉支援金银潭医院。她说，刚到这里时，因为
病人的危重程度超过了想象，工作压力特别大。
但令她稍感欣慰的是，随着支援的陆续到来，金
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短缺的情况得到了缓
解，工作可以更好地开展。在她的眼中，无论是
医生护士还是志愿者，所有在一线奋战的人都是
战友，背靠背，肩并肩，参与同一场战斗。

为了责任都值得

40多天来，我们在武汉听到了各种各样的
责任：党员的责任、医生的责任、社区干部的责
任、公安民警的责任、志愿者的责任、武汉人的责
任、中国人的责任……他们对个人承受的艰辛一
带而过，总说这是应尽的责任、是分内的事。

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重症专家邱
海波，1月20日就赶赴武汉，经常一天去三四
家医院巡诊，给出诊疗建议。他说：“作为重症

科的医生，重症病人在哪，我就应该在哪，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志愿者高龙的微信里，有多个微信群被置
顶，只要他一有时间，就积极响应群里的需求，开
着自己的车，帮居民采买生活用品、代缴燃气水
费等，装卸物资更是家常便饭。他说：“能为大
家、为这个城市做点事，我很开心也很骄傲。”

万松街公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魏薇24小时在
线，忙到脚打后脑勺。70多岁的大姐打电话来
希望她能歇一歇，她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丢
不下社区的一千多人啊！”

方舱已关，曙光已现。那些流过的泪、受
过的伤终会慢慢被抚平。但那些互为铠甲、生
死与共的同袍之情不会被时间淹没，那些迎难
而上、坚韧不拔的勇者故事也将会铭传后人。
胜利还没有真正到来，但只要上下齐心、共迎
难关，所有的期待都会成真，所有的心愿都会
实现！

凝聚齐心战“疫”的伟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申颖

徐亚奇是一位“90后”，也是武
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蒋家墩社区副
书记。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她处在
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在工作中也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要强的她
总能静下心来解决问题。用她的话
说就是：“难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手机要24小时开着，万一有
情况，居民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
我。”徐亚奇无论是休息还是工
作，都想着工作的事。而工作到凌
晨已成为她的常态。

在拉网清查行动中，有一户确
诊患者需要送往医院救治。但当时
已是半夜1点多，患者手机一直无
法打通。情急之下，徐亚奇穿上防

护服走了出去，直接敲开了患者的
家门，然后将患者送往医院。一切
安排妥当后，已经将近凌晨4点。

不仅是休息，有时候吃上口热
饭也成为了一种奢望。徐亚奇告诉
记者，疫情刚发生时，忙得团团
转，等忙完坐下吃饭时，饭菜基本
都凉了，“那段时间有些崩溃，从
来没有感到社区工作人员肩上的担
子这么重”。

对社区工作人员来说，由于每
天接触的人员又多又杂，被感染的
风险较高。徐亚奇说：“只要不去
想，就不会害怕。有时候晚上会梦
到自己的核酸检测是阳性，醒来就
会长舒一口气，庆幸那是一场梦。”

徐亚奇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
来，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要强，更离
不开社区居民和同事的理解和帮
助。蒋家墩社区居委会有18位工作
人员，徐亚奇说：“同事们都很
拼，团队很优秀，工作氛围也特别
好，这也是我能够坚持的重要原
因。”

虽然是武汉本地人，但因为家
不在青山区，徐亚奇一直在工作社
区附近租房住。蒋家墩社区书记夏
贵秀很照顾她，每天会给徐亚奇准
备早餐，有时候晚上下班还会带她
回自己家吃饭，从来没有顾虑过如
此是否会增加家人被感染的风险，
这也给了徐亚奇更强的工作动力。

“理解和帮助让我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包元凯

葛静是广东第一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的队员。她是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儿科的一名护士，除夕那天早
上8点多，才结束了一整夜的夜班，
走出医院大门。

下午两点半，刚睡醒的葛静就
看到手机里医院发布的支援湖北的
通知，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然
而，在武汉一线工作的辛苦远超她
的想象。

1月27日，是葛静第一天到武
汉汉口医院上班的日子。厚重的防
护服让她的行动变得笨重而艰难，
护目镜和防护面屏勒得头疼，输液
扎针时戴着两层手套根本摸不准血
管……

葛静给第一位病人扎针就失败
了，“如果在平时，第一针没扎进肯定
会再扎第二针，但当时我又着急又内
疚，不敢再试，最后还是请队友帮的
忙”。

最初的一周，由于人手不足、流
程不熟悉，各项工作安排都没走上正
轨。葛静记得，最艰难的一天，有22
个病人办理出院，还有不少病人办理
入院。在4个小时的当班时间内，电
话和头顶的呼叫铃没有间断地响
起。那天，她铺了生平最多的床单，
处理了13袋垃圾，最大号的垃圾袋
需要用双手在地上拖着走。

但是，再艰难，葛静也没有想过
放弃。心理状态，是葛静认为最重要

的因素。她通过与队友交流、写日记
等方式调节情绪，释放压力，随着对
新环境的慢慢适应，她的状态也逐渐
好转。

患者和队友的支持，也是她的动
力源泉。第一天扎针失败的那位患
者，主动与葛静打招呼，还说“见到你
真好，你再来试一次”。出发前还彼
此不认识的队友，也在短时间内迅速
熟悉起来，常常抢着干活。有一次葛
静身体不舒服，也是队友临时从驻地
赶回医院接替她的工作。

坚守在一线岗位上40多天，葛
静早已克服了最初的无措与忙乱，逐
渐走上正轨。她平静地说：“这就是
我的职业，这就是职业的使命。”

“患者和队友的支持是动力”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医务人员、党员

干部、部队官兵、公安

干警、社区志愿者等

群体冲锋在前，连续

奋战，守望相助，展现

了坚韧不拔的顽强斗

志和无坚不摧的强大

力量。疫情越复杂，

越考验我们的应对能

力。只要守望相助，

共同努力，就一定能

共渡难关。

3月10日，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志愿
者（左）和民警在社区巡查。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两名

青海医疗队队员等待出舱时小憩。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城北街道中山路
社区主任夏倩雯（左）在超市为辖区隔离
人员代购生活急需物品。

黄卫玲摄（中经视觉）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一

线建设工人们走出工地。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