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击疫情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深圳文锦渡海关在口岸迅速组建起两支疫
情防控一线临时党支部，哪里是一线，哪
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第一临时党支部由文锦渡海关6个旅
检科室的17名党员组成。春节期间，他
们主动放弃休假，在旅检大厅卫生检疫岗
位奋战了20多天。文锦渡口岸暂停旅客
通关服务后，他们主动支援周边口岸。结
束支援后，当文锦渡海关防疫“主战场”

由旅检向货运监管转移时，他们再次奔赴
前线。

“这是组织对大家的信任，虽然是临时
党支部，大家都来自各个旅检科室，很多人
彼此不熟悉，但不能有‘临时思想’，大家一
定要拧成一股绳！”文锦渡海关党委书记、关
长赵旭旻说。

学习不临时。临时党支部的组织生活
没有因疫情受到影响，他们充分利用“学习
强国”APP、“钉钉—海关全员培训”等线上
平台和学习资源，开展“三会一课”等组织生
活。创新组织生活方式方法，在疫情防控中
锤炼忠诚的政治品格。

关爱不临时。第二临时党支部书记陈
宇平每天上岗前都会帮同志们检查着装，
确保个人防护措施万无一失。她原是文锦
渡海关旅检一科市级巾帼文明标兵岗的党

支部书记。她说：“疫情面前要把队伍思想
工作做好，没有什么诀窍和捷径，无非是
以身作则，用自己点滴的力量去感染身边
的人。”她经常与支部党员开展谈心谈话，
对没经过“大考”的年轻同事，她说：“面
对疫情，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
极应对、主动防护。”

作用不临时。在工作中，临时党支部主
动亮明身份，轮流值班、各尽其责，多位党员
主动放弃加班补休。“我们虽然是临时党支
部，但是我们党心不临时、责任不临时、担当
作为不临时！”

受疫情影响，进入海关监管场所的所有
人员均需经过体温检测，出入境司机等非工
作人员，还需要填写健康申明卡。关员需要
在最短时间内检查入境司机的健康申明卡
书写是否完整准确。一开始，很多司机还没

有测温和申报意识，感到不理解。为此，临
时党支部主动思考，从自身找原因，就“如何
用更直观的方式提醒司机”“夜晚拦车关员
的生命安全怎么保障”等问题展开讨论。最
终临时党支部提出的制作温馨提示和引导
牌、增置报警器、测温岗风险防控前置的做
法得到海关党委的大力支持和肯定。实现
了“快速通关”与“精准测温”的双平衡，同时
得到了司机的认同。

在抗“疫”一线，临时党支部的每一
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彰显着共
产党员挺身而出、舍己奉献、英勇奋斗
精神。党员黄翠蓉与女儿聚少离多，本想
利用春节后的年休假时间与女儿好好说
说知心话，但是疫情来临，她选择主动
放弃休假，第一时间到岗值守；党员邹捷
平，在海关工作近30年，几乎每年春节
都在岗位上值守，今年难得有机会陪伴
家人，但是疫情来临，他主动对上级领
导说：“回家的车票已经退了，明天会准
时到岗”；党员林秀春很快就退休了，身
边的人都劝她“这次你就别往上冲啦”，
但是疫情来临，她戴好老花镜，在健康
申报岗位每天一干就是六七个小时……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这是固守在防疫
前线的文锦渡海关临时党支部共产党员
的庄重诺言。

拧成一股绳
——记深圳文锦渡海关疫情防控一线临时党支部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通讯员 廖倩怡 陈 晨

飞机降落的那一刻，河北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新河县人民医院妇科护士长宋华喆
眼含热泪。从2月15日到达武汉起，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无论工作多忙多累，宋华喆都
没掉过一滴泪，可回来的航班上却一路泪
水，“赴一线支援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责任和
使命。付出了、努力了，这将成为我一生难
忘的记忆”。

与宋华喆一道的，还有河北支援湖北医
疗队首批返回的575名医务人员。3月18
日上午，4架飞机陆续降落在石家庄正定国
际机场。停机坪上，举行了隆重的“过水门”
仪式，为“最美逆行者”接风洗尘。

1月26日以来，河北省先后派出9批医
疗队1100名队员支援湖北，分别在武汉市
第七医院、金银潭医院、武昌方舱医院、江岸
方舱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地开展医疗
救治工作。

武汉不会忘记，河北的队员们奋战在各
方舱医院，累计救治护理患者2000多人次；
在武汉市第七医院，河北支援湖北首批医疗
队抗疫48天，累计收治患者429人……

虽然不相识，医患胜亲人

在江岸方舱医院，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赵县妇幼保健院医生杨明利每次上班
都是第一个走进病区，最后一个离开病区。

进舱第二天，一位年轻女患者看到杨
明利防护服上“妇幼”字样后，焦虑地向
他询问了很多育儿方面的知识。原来，这
位患者是位年轻的妈妈，小宝宝刚刚8个
多月，因被确诊隔离，她担心自己的病，
也不放心托付给亲戚照顾的孩子，所以住
院期间情绪很不好。为了帮助这位年轻妈
妈，杨明利把她拉进了自己医院的微信
群，对其进行断奶后的指导康复，并让单
位的儿科专家“远程”帮助，指导小宝贝
的亲戚如何照顾婴儿。

“很多患者心理负担太大，需要我们的
关心和安慰。”除了看病、开药，杨明利将大
量时间用在了跟病人聊天上，耐心安抚每一
个人。进舱的26天里，杨明利和医疗队的

“战友”累计负责626名病人。为了让患者
更好地康复，杨明利还加了很多患者的微
信，随时鼓励他们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病情，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看着一个又一个患者痊愈离舱，杨明利
顾不上自己的疲劳。方舱医院救治任务一
结束，他向组织再次递交了请战书，要求继
续留在武汉参与一线救援：“我愿尽己所能
救死扶伤，直到最后胜利时刻。”

身高近一米八的郑学晨，穿上175号的
防护服，总是有点紧。他来自河北黄骅市人
民医院，是武昌方舱医院同组医护人员中唯
一的男士，累活儿、脏活儿他总是抢着干。

有一次，郑学晨转运病人，当爬了两层
楼帮病人搬运行李后，他后背的衣服全湿
了，只觉得眼前发黑，呼吸困难。体力不支
的郑学晨躺在一个椅子上休息。这时，一位
路过的病人看到，悄悄抱来一床被子给他盖
上。那一刻，让郑学晨觉得无比温暖：“我们
待患者如亲人，他们也待我们如家人！”

你以命相托，我必不辜负

作为河北支援湖北首批医疗队队员，来
自衡水市人民医院的急诊主治医师吴建朝
到达武汉第二天，就进入武汉市第七医院重
症病房工作。

“刚来的那几天，重症病房多次增加床
位，我们的工作强度也达到了极限。”吴建朝
回忆说，一个夜班一般要上6个小时，七八
个护士、两个医生需要照看15个危重症患
者，相当于平时工作强度的2倍至3倍，“患
者大多需要做俯卧位通气，对一位病人完成
这项操作，就需要五六个人”。

重症病房感染风险高，其中为重症病人
做气管插管治疗风险最高。1月31日，一名
患者呼吸急促，氧合指数下降至60%，必须
马上插管。但是由于患者肥胖，几次尝试插
管操作均未成功。吴建朝当时就站在床的
另一侧，眼看着仪器上闪动的数字直线下
降，他一个箭步过去，直接拿过麻醉师手中
的喉镜，对病人进行面对面插管操作。

“吴大夫，给你戴上面罩！”
“来不及了！”吴建朝说，当时哪里有

时间去花几分钟戴防护面罩，“在那一刻，
每一秒都关乎病人的生死。30秒后，气管
导管顺利插入患者气道内，患者呼吸逐渐
恢复正常。”

后来回想，吴建朝有些后怕，但那样的
生死关头，心里就想着一件事：救人！吴建
朝说：“医生就是让病人托付生命的人，我们
要托得起。”

于红莲来自保定市第二医院，是河北第
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组组长，她所在的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首家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的定点医院，堪称“战疫最前线”，医护资
源曾一度非常紧张。

“从1月26日起，我的生活就按下快进
键，进入了快节奏。”一个多月里，于红莲和
同事们身着写有“河北”字样的防护服，奔忙
在金银潭医院的8个科室，在最紧张的那段
时间，于红莲每天都要在隔离病房工作12
个小时，“刚打完一个病人的点滴，紧接着安
排另一个病人吃药，给病人喂饭、帮病人翻
身，打扫病房内卫生……每个班次下来，躺
在床上就不想再起来”。

随着出院病人越来越多，于红莲也忘记
了自己的疲惫。2月19日，她收到金银潭医
院的感谢信：“从你们身上，我们感受到强大
的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增强了我们战胜疫
情的信心和决心……”

意外的重逢，只为早“告别”

“2月23日晚，看到防护服时，我的眼角
湿润了，因为上面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位于我
的家乡井陉县的际华3502公司……”这次
意外的“相逢”，让王慧娟倍感亲切，她是石
家庄市井陉县中医院医生，2月9日，作为河
北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来到武汉。

王慧娟写在日记里的这几句话，通过网
络被际华3502公司的职工们看到了，泪眼
蒙眬中，他们隔空回应：“前方的你，和你们，
是战胜病魔的白衣斗士；后方有我，和我们，
是抗击疫情的有力保障……”

“湖北需要什么，我们不惜代价提供。”
疫情发生以来，河北省克服省内阶段性紧缺
困难，全力支援湖北物资需求。截至目前，
已累计向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调拨防护服
92.04 万套，高峰时占全省产量比重超过

70%；调拨医用口罩182.72万只，支援隔离
面罩66.6万套，高峰时调拨比例达全省产量
的100%。

与王慧娟的“偶遇”不同，河北遵化中医
医院主管护师张晓静与湖北是“久别重
逢”。2002年，张晓静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高级护理专业毕业，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以
这样特殊的方式回到湖北。

2月12日晚，张晓静与15名来自唐山
的医护人员组成唐山护理队进入江岸方舱
医院A病区。由于疫情造成的恐慌和长时
间隔离带来的孤独感，一些患者的情绪变得
焦虑不安，甚至易怒暴躁。

凭着对湖北方言的熟悉和对当地风俗
人情的了解，张晓静以“半个湖北人的身份”
与患者沟通；同舱的外地医务人员语言不通
时，她主动上前充当“翻译”；患者有困难、有
情绪时，她便用不太标准的湖北话先“套近
乎”，再做心理疏导……

“三八”妇女节那天一早，张晓静和同事
们正给女患者们准备巧克力、康乃馨等礼
物，没想到患者们却抢了先：向每位护士献
上了一枝“玫瑰花”。这枝特殊“玫瑰花”的
花瓣是彩色卡纸折叠而成，花秆则是一次性
筷子或牛奶吸管。

“女神们辛苦啦，祝节日快乐！”献花“仪
式”上，病房里的几十名患者齐声鼓掌，并唱
起《真的爱你》……那一瞬间，张晓静的护目
镜“起雾”了。

3月8日15时，天空飘着小雨，江岸方
舱医院正式休舱。面对即将关闭的舱门，张
晓静深深地鞠了一躬，任喜极而泣和依依不
舍的泪水混着雨水在脸上肆意流淌。那一
刻，她在心中默念着：“致敬，武汉，我战斗过
的英雄城市！致敬，湖北，我的第二故乡！”

千里同心“疫”线牵
——记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口支援
武汉市第七医院的167人医疗队
中，发热门诊护理团队有30人。其
中，20多人是“90后”年轻人。“如有
人 应 战 ，那 个 人 为 什 么 不 是
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
期，得知前线急需人手，这些“90
后”护士主动提出支援申请，22岁
的祝紫薇和23岁的李焱鑫成为中
南医院首批支援武汉市第七医院发
热门诊的护士。

发热门诊是疫情防控的前哨。
武汉市第七医院开诊初期疫情最为
严重，日门诊量最高达1300余人，
比平时多了约10倍。发热门诊护
士的工作涉及门诊预检、咽拭子采
样、采血、输液、输氧、留观室和抢救
室病人护理等多方面。“说不累，那
是假话。但我们咬牙坚持，没人叫
苦喊累。”这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90后”护士陶璐写下的心语。
1月21日，武汉市第七医院被

定为武汉中心城区首批发热患者定
点诊疗医院，已到达医院支援的李
焱鑫对家人说：“爸妈别为我担心，
现在交通不方便，这几天我就在科
室睡。”

1月24日，祝紫薇从凌晨2点
工作到上午9点，连续为200多个
病人采血。她的护目镜反反复复模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脸上压出了勒痕、红肿和伤口。“大家都是这样，适应了就
好，在生死面前，这些都是小事。”祝紫薇说。

25岁的陶璐在日记里写道：“医生们一直坚守岗位，像陀
螺一样，转起来根本停不下。我和同事们每天待命，随时到
岗，大家都盼着能控制住这场疫情，为更多人创造更好的就医
条件。”

作为护士，在发热门诊工作最大的压力不是身体劳累，而
是心理上的冲击。发热门诊护士长肖艳玲说：“前期工作又忙
又累，这些‘90后’的小伙伴让我既心疼又感到骄傲，她们有
个性，话不多，能吃苦，有担当，坚定而乐观。”

“我来之前也曾担心风险，但看到前辈们都义无反顾，还
有那么多无助的病人需要帮助，我们互相鼓励，胆量就越来越
大了。”发热门诊支援队中的男护士李相林语气坚定。

在发热门诊支援的这段经历让工作不到2年的杨盼盼记
忆犹新。“我们希望能更快一点给病人做上治疗，让病人不适
的感觉可以早一点缓解，我们都在拼尽全力，没有人放弃。”

23岁的何可芸每天工作结束后都会和妈妈视频报平
安。“妈妈也是一名护士，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她是我的榜样。
家人都很支持我报名支援一线。”

50多天的坚守，这群“90后”护士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采
血3700余人次、输液近5000人次、咽拭子标本采集7000余
份，守护了1.7万余名患者的生命。

遇到病人情绪不好，她们悉心安慰，一次次握着病人的手
告诉他们会慢慢好起来；遇到同事担心害怕，她们互相鼓励一
起渡过难关。“我们做的事情都很普通，但我现在明白了做这
些平凡的小事，也有非凡的意义。”29岁的护士张赢说。

迎
接
战
﹃
疫
﹄
洗
礼

—
—

记
武
汉
大
学
中
南
医
院
发
热
门
诊
﹃9

0

后
﹄
护
理
团
队

本
报
记
者

周

琳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院，有这样一对“95后”小情侣，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携手坚守在抗疫一线。

1996年出生的韩翔，是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院介入科护
士，ICU工作经历丰富。他的女友韩紫琪比他小两岁，是医院
急诊科的骨干力量。

正月初一晚上，正在休假的韩翔接到单位的电话，通知他
紧急前往急诊科参加防疫工作。“作为医务人员，参与疫情防
控责无旁贷。”韩翔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医务工
作者，自己深受影响，疫情暴发，他毫不犹豫地冲上一线。

此时，他的女友韩紫琪已经在急诊科连续上了4天夜班
了。工作繁重，他们很少见面。彼此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换
班的时候通过微信给对方发个信息报个平安，互相鼓励加油。

韩翔的主要工作是在急诊科分诊台负责接待病患、体温
检测、询问详细的流行病学史和接触史，对相关信息进行登记
后，根据患者情况引导至相关诊室。“平时急诊室的病患流量
约每天120人，疫情期间，不只工作量大，还要避免人员聚集，
分诊工作格外琐碎。”韩翔说，医院要求“一医一患一诊室”，因
此人工分流对疫情防控工作格外重要。

韩紫琪更是一刻也不敢放松。在同事眼中，这个1998年
出生的女孩，干起工作来是“巾帼不让须眉”。

急诊科工作强度大，每天面对的大多是重昏迷、感染性休
克等突发急症，韩紫琪总是冲在最前面。疫情让急诊室变得
更加忙碌，戴了一天的防护口罩、护目镜、防护头罩，脸被压得
变了形，眼睛周围勒出一条条红色印痕……但韩紫琪却十分
坚定：“疫情不退，我不退。”

现在，韩翔已回到了自己的科室，韩紫琪依然在急诊科抢
救室照顾病患。“疫情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很高兴光荣完成
了阶段性任务。”韩翔说。

携手坚守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毕海虹

近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好转，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陆续安全返回。在支援湖北期间，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忘我工作、拼命守

护、生死营救，留下了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战疫故事。本报开设“英雄凯旋”专栏，讲述他们支援湖北期间的难忘故事和感人事迹，深

入挖掘他们身上展现的闪亮的抗疫精神。

武汉江岸方

舱医院的患者为

河北医疗队的石

家庄医护人员作

画《武汉大桥应

赵州桥情》。

（资料照片）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口支援武汉市第七医院团队部分人
员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