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3月14日
下午，随着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批新冠
肺炎住院患者治愈出院，这家武汉中心城
区首批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完成了阶段
性使命。

从1月22日开诊至3月14日，该院累
计接诊发热患者17613人，共收治住院患
者656人，其中危重症患者占四成，出院
492人，近3天集中转院96人。最新数据
显示，该院住院新冠肺炎患者人数“清零”。

数据背后，是近800名医务工作者的
勇毅，是53个不舍昼夜的辛劳，是所有默
默付出的人们为希望而战的竭尽全力。

危急时刻，奋不顾身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武汉市为方
便市民群众看病就医、控制病毒传播，实行
发热病人集中就诊“7+7”模式，安排7家三
甲医院对口帮扶7家定点二甲医院，实行
一体化管理，确保医疗质量安全。1月21
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临危受命，对口帮扶
武汉市第七医院。

按照部署，中南医院第一时间成立了
第七医院发热患者定点集中诊治领导组，
下设医疗救治组、院感防控组、物资供应
组、后勤保障组等7个小组。

为了以最快速度开诊，中南医院支援
团队与第七医院团队共商对策，紧急施工，
1天内完成了发热门诊、重症监护病房和
隔离病区一病区的准备工作。

1月22日22时，第七医院成为武汉市
首家正式开诊的“7+7”模式发热患者定点
诊疗医院。当晚23时30分，隔离病区一
病区开始接收病人，第一批24位患者入
院。“早一分钟救治，患者就多一分希望。”
中南医院首批支援队员、隔离病区一病区
主任付学东说。

开诊初期，第七医院日门诊量最高达
1300余人，比平时多了近10倍。

“当时防护物资缺乏，费了好大劲才从
其他科室借到一个N95口罩，没办法，人山
人海的患者挤在门诊，克服困难也要往前
冲。”首批支援发热门诊的王欣医生感
慨道。

“记得有天特别忙，连续忙了7个多小
时才停下来吃饭，脱下防护服里面的衣服
全部湿透，匆匆吃口饭，又穿上防护服接着
干活，当时一心想着快点做事，快点帮到病
人。”首批支援发热门诊的“95后”护士王
丹说。

隔离病区二、三、四病区相继于开诊第

二天和第三天开放，重症监护病房从开诊
当晚设置的4张床位，逐渐增加到15张床
位，改造病区、调配设备、人员培训等方面
循序渐进，边收治、边改建、边提升。

多方驰援，精诚合作

为缓解人员紧张的压力，中南医院持
续派出167名医务人员增援第七医院，同
时，领导小组积极联系武汉疫情防控指挥
部协调省内外医疗队资源予以支援。

1月25日，国家卫健委委派院感防控
专家茅一萍教授入驻第七医院指导院感工
作；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
医院22人组成的医疗队入驻第七医院；1
月27日，河北省驰援抗疫医疗队先期部队
凌晨抵达武汉，会同后续抵达人员共150
人定向支援第七医院。

为充分发挥4支医疗团队协同作战优
势，医疗救治组主动总结前期防控经验，帮
助新加入的两支医疗队迅速了解第七医院
防控局势，采取“先融合过渡、后包干病区、
全程统一调度”策略加快4支队伍的磨合；
通过后勤服务无盲区、诊疗讨论有计划，促
进全体医务人员更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
工作状态；同时建立防控工作联络群，实时
协调工作安排、交流诊疗心得，着力提升临
床诊疗质量。

为进一步提升患者救治水平，1月28
日，医院成立了新冠肺炎诊疗专家组，负责
指导临床诊疗工作的开展；1月31日，4支
医疗队领队及各病区负责人召开工作协调
会议，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商讨、解
决医务工作中的难点和问题。

“刚来武汉病房时的感觉就如同战场
上子弹在头顶上飞，可第七医院的战友们
没有人当逃兵，他们的无怨无悔感动着大
家，就这样我们融入了第七医院，漂浮的心
也落地了。”河北第一批驰援医疗队第二组
副组长、来自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的医
生邵东风回忆道。

“驰援医疗队雪中送炭，他们来了，我
们的战斗力就加强了，床位逐渐增多，使更
多病人尽早得到救治。”五病区高亚东主
任说。

铜墙铁壁，坚持坚守

精准有效的临床诊疗需要各项工作协
同作战和持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院感防控制度的规范落实与后勤服务
的系统化保持了团队战斗力，截至3月16
日，支援第七医院的3家医疗队共计339
名工作人员零感染。

信息化系统升级、及时客观的数据信
息上报，使政府和医院及时调配抢救危重
病人所需的医疗设备、合理配备医疗人员
和防护物资、形成多学科诊疗团队、开展个
性化医疗、精准施治，从而提高治愈率、降
低病亡率。

中南医院指导第七医院建设的新冠肺
炎病毒核酸检测工作体系于2月19日投
用，满足了第七医院门诊及住院病人核酸
检测的需要，缩短了核酸检测的报告
时间。

在中南医院党委指导下，第七医院医
疗队临时党支部于2月19日成立，党建及
文化建设增强了医疗队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

50多天的坚持坚守，让医疗团队最欣
慰的莫过于看到患者康复。

2月2日，第七医院出现首例治愈出院
患者；2月18日，第七医院首次达到入出院
平衡，开始出现“床等人”现象；3月14日，
第七医院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无
论是医者，还是患者，这一路都走得异常艰
辛，所有的辛苦、希望和守候，最后都化作
彼此间深深的祝福。

3月14日下午，医护人员为最后一批
出院患者送上礼物，并合影留念。“你们也
要保护好自己！早日结束战斗，平安回
家！”39岁的聂先生反复叮嘱医护人员，他
说想起了自己住院期间被医生护士叮嘱的
情景，“像亲人一样的感觉”。

65岁的朱先生和老伴是五病区住院
时间最久的患者，14日下午，老两口同时
出院。“我们住院一个多月，在这里受到很
好的照顾，感到很安全。”朱先生的老伴
说。见到老人家有些担心，医护人员连忙
安慰她，直到老人露出笑容。临上车，朱先
生又转身，郑重地向医护人员说：“感谢你
们！你们辛苦了！”

医护人员目送最后一批患者乘坐的大
巴离开转往集中隔离点，将最后3名重症
患者送上转运救护车，至此，宣告这家首批
首家开诊的定点医院将逐步恢复正常诊疗
秩序。

53天奋战，清零！
——记武汉市第七医院医疗团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一线，中医建
功已无数次被“官宣”。在北京市属医院驰
援医疗队中也有这么一群默默无闻的中医
护理人，他们利用中医护理技术，为新冠肺
炎患者诊治保驾护航。

马娜就是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中医
护理人中的一员。作为北京中医医院主管
护师，她和队员们利用中医护理技术，努力
帮助患者减轻病痛，恢复健康。

1月20日，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
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到武汉协和医院西
院会诊，为重症患者开出中药处方，嘱咐服
用方法：喝完药后半小时，让患者慢慢地小
口喝一碗热粥，注意不要让患者吹风着
凉。在场的西医大夫和护理人员面面相觑
——这个专门的叮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喝完药还要喝热粥？

包括马娜在内的北京中医医院护士听
到医嘱后，瞬间明白了刘清泉院长的意思
——这是《伤寒论》中医护理内容，桂枝
汤证中说“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
以助药力”，对于发汗力不大的方子来
说，喝热稀粥不但能充养脾胃，滋养正
气，同时也能辅助汤药更好的发汗。喝完

稀粥还需禁风、盖被来促使发汗。以微微
汗出，体表潮湿为宜。如果汗出明显，如
水珠滚动则是汗出太过。伤及正气，表邪
定会乘虚入里。

马娜在给西医同道讲述了这个原理之
后，他们纷纷感叹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但
紧接着问题又来了：服药后半小时的热粥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解决？

马娜和队员们很快想到，让患者一小
口一小口地喝热水，虽然没有养胃的作用，
但也能辅助药物更好地发汗。一些重症卧
床患者，通过胃管鼻饲汤药之后，没办法自
行喝水。她们就蹲在床边，一小口一小口
地喂他们喝热水，虽然辛苦，但看着重症患
者一天天好起来，她们欣慰极了。

“贴耳豆”是中医护理的重要方法，医
院后方寄来耳豆后，马娜和队员们为患者
做耳穴压丸的治疗，缓解他们呼吸困难、喘
憋、咳嗽等症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些患者得知马娜是从北京中医医院
来的护士，马上问：“能不能教我们中医的
穴位按摩的保健方法？”马娜点头：“当然
能。”回去之后，她利用专业知识，再经过科
室医生指导，编制了马娜版《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穴位按摩保健方法》，开始在病房教
学。患者按照马娜教的方法按揉穴位几天
后，纷纷表示精神好多了，呼吸也畅快了，
称赞她是北京来的“神护”。

隔离病房里，患者往往比较孤独，马娜
发现有些患者沉默不语，表情凝重。她知
道，这种表现的患者，一部分人本身比较内
向，还有一部分人越是表现出安静、被动、
没有求助需求，越是有可能处于自伤的风
险。她萌生了“暖心便签”的想法，利用休
息时间，她将一些简短、正能量、暖心的话
语写在便签纸上，然后送给患者。

“风景同前古，云山满上游”“在这里，
我们就是您的亲人”“春暖花开了，您要康
复了”“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您再坚

持一下，曙光就在前头”“多多加油，早日康
复”“你蛮杠，莫和不过”（武汉方言：你非常
棒，不要害怕）……这些温暖的短句流入一
位位患者的心田，成了支撑他们坚持下去、
积极配合治疗的动力。

每天，重症病房的患者都盼望着收到
“暖心便签”，盼望着在收到便签的同时，和
马娜聊聊病情、谈谈心事。马娜为他们加
油鼓劲、增强信心。在这里，马娜是每一位
患者心中的天使。

作为北京中医医院应急医疗队队员，
马娜多次参加重大活动的应急保障演练，
并主动承担各种义诊、下乡、健康咨询任
务，任劳任怨，从无怨言。

作为学科骨干护士，马娜多次承担涉
外教学任务，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和
技艺传播给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和访学团
体，深受外籍学员好评。

马娜对于支援武汉一线工作的艰辛不
善过多表白，她只希望用实际行动践行白
衣天使的责任与担当，用初心和使命将中
医护理建功写在武汉抗疫一线。

北京中医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护师马娜——

白衣天使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吴佳佳

3月14日，武汉市第七医院医疗团队向最后一批治愈出院患者送上礼物和祝福。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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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毒交锋，他们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不漏掉一个可能的疑问，查
实每一个密切接触者……在这场新型
冠状病毒阻击战中，乔鹏，上海杨浦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科流行病学
调查人员，和他的同事们承担着大量
流行病学调查、疑似病人样本检测等
工作，他们同样是这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战斗的主角。

“疫情面前容不得退缩，我和我
的同事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乔鹏说。

疫情发生后，乔鹏所在的上海杨
浦疾控中心立即成立应急指挥部，原
来的科室按疫情工作内容被划成不同
小组。

1月24日凌晨1点半，正值农历
除夕，乔鹏的手机突然响起：“今天
一例就诊发热病例有武汉出差史，体
温37.8℃，有肺炎影像学特征，需要
采样送检。”没有丝毫犹豫，乔鹏套
上工作服，迅速出发。

“其实不只是我，很多同事都退
掉了出游返家的车票，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参加此次‘战疫’，每个人都
加班加点，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放弃休假和与亲人团聚。”乔
鹏说：“我们也是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主动拿起专业武器，
直面病毒，抗击病毒。”

“你别紧张再好好想想，期间还去过哪些地方？有没有接触
过有类似症状的人？”每一次火速赶往医院，面对患者，乔鹏总
是这样问。

作为流行病学调查组工作人员，乔鹏和同事要穿着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口罩和面罩对病人询问，详细了解
病人发病前14天和发病后的活动情况，从中搜寻可能的感染源
和可能被感染的密切接触者。所有细节都不能错过，时间精确
到分，地点精确到居室，行程精确到车次、航班的座位号及车
牌号。

在乔鹏展开调查的同时，另外一组人员已将疑似病人微生物
样本迅速送回实验室。

防护服、防护面罩、隔离衣、护目镜、N95 口罩、鞋
套、头套、手套……病毒检测组成员完成三级防护后，接过
从医院带回来的疑似病人微生物样本开始检测，成为距离病
毒最近的战士。

“病毒的核酸检测有一个过程，标本要经过前处理、核酸抽
提、PCR扩增、结果分析等一系列步骤，每份标本需要连续工
作6个多小时才能出结果。这期间，一刻不能放松，既要保证结
果的准确性，还要确保自己负重工作时不虚脱。”乔鹏说。

当病毒检测结果出来后，乔鹏和同事们已经疲惫不堪，防护
服湿透了，解下面罩，脸颊被闷得发烫，满是道道勒痕。

为了保证能快点筛查出结果，早点打赢这场仗，实验室工作
人员实行两班倒，24小时日夜兼程检测样本。

“这次战‘疫’锻炼了自己，也锻炼了团队。”乔鹏说，打
好这场仗，需要每个人配合，深挖每个死角，每天地毯式检查，
就是为了筑牢病毒防火墙，确保每一位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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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头村“守村人”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郑志娟

3月4日早7点半，辽宁开原市庆云堡镇老虎头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张鑫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要到村里的小卖部、饭
店去看看，这两天疫情平稳，有些村民的防控意识有点放
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严控，不能放松。”张鑫拿出笔记
本说：“这是村里重点人员的详细情况，我都随身带着，有新
情况就补充进去。”

张鑫是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的一名项目
经理。2018 年 5 月 13 日，开始担任老虎头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两个多小时，张鑫走完村里3个小卖店和7家饭店，没有发
现违规现象，张鑫很高兴。自防疫工作开始以来，张鑫就负责在
村口值守，劝阻村民不要出去，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开始几天
值守，我又讲道理又安排和村里人接送物品，忙得团团转，一天
下来不吃饭、不喝水，也不知道饿，村里人看我辛苦，送来泡好
的方便面让我吃，后来他们还组织起来，给我们这些守村人送
饭，我老感动了！”张鑫有些激动。

“疫情发生以来，从召开紧急会议到安排部署防控工作，
从宣传到落实，张鑫就像个闹钟，一刻不停，心里装的都是防
疫的事。”村主任吴树军说：“在他的带领下，全村都动起来
了，有当义务宣传员的，有收拾村里环境的，有出资买防护用
品的，还有的村民通过微信、电脑互助监督健康状况，村里没
有出现一例疑似病人。”

眼下正是备耕备产的重要时期，张鑫带领党支部全体成员，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农业生产，入户提醒村民尽早购买种
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还向北京航空育种公司咨询今年种植模
式、种子价格及回收价格，主动帮助农户加强田间管理和农业技
术指导服务，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翻开张鑫的工作笔记，上面写着：
2月3日，村里没有口罩了，通过朋友只买到40个，先分给

大家吧，一线工作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安全。
2月5日，今天工作了10多个小时，有点扛不住了，可是，

我不能休息，我是村里的第一书记，大家都看着我呢，我必须
挺住。

2月15日，今天得给村里买点方便面和面包了，大家都很
辛苦，不能让他们再饿着肚子……

张鑫工作笔记首页姓名一栏写着“守村人”，旁边还写
着：老虎头村，就是我的家，我要爱护家园，做老虎头村的

“守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