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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载有318名四川援助湖北
医疗队第三批撤离队员的两架民航客机
飞抵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自1月25日派出首批医疗队，截至3
月8日24时，四川共派出10批医疗队、3
批疾控队、3名国家单独抽调专家和前方
工作组，共计1463人。期间，医疗队共收
治患者2030人，治愈921人。

湖北和四川，山水相邻。12年前，汶
川特大地震，作为18个对口援建省（市）
之一，湖北为四川抗震救灾贡献了重要力
量。“我们不会忘记汶川特大地震时全国
各地对四川的援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
心奔赴湖北，关键时候冲得上去，危难关
头挺得过来。”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副
主任周仲辉的话代表了每一位出征“川
军”的心声。

争分夺秒，
每一天都像是在“打仗”

“逆行，为了医者使命。武汉，我们来
了！”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发完这条
朋友圈，周仲辉带领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名医护人员出发，于1月27日7点30
分进入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

“刚到时，医院里的医护团队大多没
有从事过成年人重症肺炎救治工作，必须
重新梳理院感防控流程，全面消毒并改造
病房，创造收治更多病人的条件。此外，
医院供氧系统原本只能同时满足100余
位病人的吸氧量，在患者骤增20多倍的
情况下，必须马上解决供氧问题。”周仲辉
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单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科党总支书记
罗凤鸣带领团队把集中供氧系统和钢瓶
供氧相结合，用最“土”的办法增加患者供
氧量。“在集中供氧条件下，如果患者使用
无创呼吸机，就给患者增加钢瓶鼻导管吸
氧；如果患者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仪，就
给患者增加钢瓶面罩吸氧。”罗凤鸣说。

病床数量增加了，新的ICU病房建起
来了，供氧系统优化了……初入“战场”时
的困难在逐一化解，工作强度却一天比一
天大。来自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
医学科的主管护师张智荣担任武汉协和医
院肿瘤中心9楼病区护理组组长。她回
忆，尽管每天在病房里工作的时间只有4
小时，但从离开宾馆驻地到返回，一般需要
8小时。“在清洁区，队员互相协助穿防护
服，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进入病房，打
针、输液、监测血糖……没有一刻休息。”

有14年工作经验的成都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黄进，对于
日常加班加点早已习惯。然而到达武汉
后，她第一天就满负荷工作10小时。她
说，“整个人都差点虚脱，咽喉就像着火
一样，但能做的只有一个字‘扛’，就算后
背痒得不行，也只能‘忍’”。

守望相助，
我们是战友是亲人

3月19日，前往机场的大巴车上，张
智荣在手机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临行前
在酒店楼下的西湖广场集合等待出发。
发现对面居民楼的阳台上有一面五星红
旗在摇动，隐隐听到有人为我们喊着送
别的话。

张智荣说，她最希望看到的送别场
景是，大家走出家门、摘下口罩，大声告
诉医疗队，“我们一切都好了”。

多少个日夜守望相助，多少次彼此
相互鼓励，应对疫情、共克时艰，他们是
战友是亲人。

周仲辉说，他们要把协和武汉红十
字会医院骨科医生武振威的抗疫故事改
编成话剧，搬上医院春节联欢的舞台。

“武医生的爱人被确诊以后，他坚守岗
位。没过多久，他的父亲也被确诊了，他

还是坚持和我们一起并肩工作。直到父亲
去世当晚，他自己也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必须接受治疗，至此他的工作才按下‘暂停
键’。”周仲辉说，在武汉有太多这样的医
生，他们强忍悲痛履行着自己的使命，而这
个职业的使命就是为生命站岗。

3月12日，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9
楼感染科182床85岁的张爷爷要出院了，
临行前，他对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
染科主管护师何姗提出要求，和每一位照
顾过他的医护人员单独合影，并拿出笔和
纸记下他们的地址，他要将洗出来的照片
寄给每一位。

卸下“铠甲”，
感受春回大地

医生真的能跑赢病魔吗？他们真的不
会被传染吗？这样的问题，很多医生也曾
问过自己。

四川省人民医院感防控专家向钱说，
初期前往一线的医护人员确实面临很大的
心理压力，主要表现是紧张、疑病和失眠。
科学的心理疏导、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让这
样的状态有了好转。偶尔下了夜班，大家
会在云会议室里举行唱歌比赛，聊聊天鼓
鼓劲。

按照惯例，半个月是单次救援任务最

长时限。因这次救援任务特殊，大家都不
太确定回家的时间。“30天左右，达到了
很多人心理和身体承受的极限，但是这道
坎儿必须要迈过去。”向钱说，多次参加国
内外一线救援的专家和领队们成了大家
的“心理医生”，和大家单独谈话，既有鼓
励也提出建议。在医疗队队员的“大后
方”，心理卫生科的同事们为大家制作了
舒缓情绪的音乐，不定期展开心理疏导。

“春回大地，阳光一天天暖了起来。
病患越来越少，出院人数越来越多，疫情
防控形势越来越好，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
舞。”向钱回忆。

春天如约而至，当驰援湖北的白衣天
使们返回家乡时，他们的心境也发生了一
些变化。

何姗说，她去武汉前还和上高三的儿
子有些小摩擦，连续工作11天后，他给儿
子写了一封信，母子关系缓和了许多。“我
儿子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我感到很自
豪，隔离结束后，我要抱抱他，为他加油鼓
劲。”何姗说。

3月24日，一批理发师来到定点隔离
宾馆，为向钱和同事们集体理发。“理发师
们称赞我们是英雄，每一句话都透着感
谢。其实，大家都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每个人都在发光，每个人都是英雄。”
向钱说。

春天已至 英雄归来
——记四川省支援湖北医疗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大家保持距离，测量体温后有序进
场。今天的施工重点是柜内配线和微机
缆线的布放。”3月初，复工后的陕西西安
地铁9号线紫霞路站，身着橘黄色工装的
一队女工精神抖擞、引人注目。这是中铁
一局电务公司信号女子班组进场作业，班
组长邵红琴组织女工们测量体温，并再次
强调当天的作业要点。

2月24日，西安地铁9号线项目刚刚
复工，邵红琴和班组女工们早早到岗。“耽
搁的活咱们尽快赶，疫情没结束也不能放
松警惕。”邵红琴每天都要强调班组的施
工要点，也不忘叮嘱大家做好防护。

邵红琴所在的西安地铁9号线通号
项目，是继4号线后女子班组参建的第二
个西安地铁建设工程。班组里的女孩大
多是“90后”。经过郑州地铁、阳安二线等
几个项目的锤炼，班组整体水平大幅度
提升。

“方向盒配线红、绿、白、蓝各色线都
有讲究，弯折弧度、预留长度必须一致，
一根线走错，整个缆线都要重新布放。”

“点焊锡丝要一气呵成。”西安地铁9号线
进场前，项目部特意安排班组成员分批

参加了专业技能提升培训。如今，方向
盒配线、焊配线对女工赵妍来说已是轻
车熟路。

地铁信号施工大多是与各种线缆打
交道，设备房内最粗的线直径不过2厘
米，最细的线直径堪比头发丝，都要经过
女工们的手逐一梳理。剥线作业是设备
房配线施工中最基础的工作，一根细细的
线缆，需要小心剥掉线头的绝缘皮，漏出
里面6根蓝色芯线，看似简单，上手却并
不容易，这曾让新员工李苑玲苦不堪言：

“刀口深了会伤到线，浅了又出不来，一不
小心就会割到手。”

邵红琴示范传授的秘诀只有“熟能生
巧”4个字，找来一些废线给她练手。每天
收工后，李苑玲都要独自再练许久，经过
两个月反复练习，李苑玲找到了“手感”，
一刀下去不多不少，正好剥出线芯，成了
剥线技能高手。

纽绞线让女工惠春莹最为头疼：“第
一次剥线时没经验，衣服上沾满玻璃纤
维，全身扎的厉害。”纽绞线剥起来很费
力，内护套材料不仅气味难闻，更是伤手
利器，惠春莹戴上两双防护手套，也难免
在剥线时被纤细玻璃丝扎伤手。

工艺是信号专业的脸面，配线是最能
体现工艺的地方，这一点，项目部的要求
很高，女子班组也是严格落实，每一个细

节都不放过。每次配线作业，大家都像是
为自己精心梳妆一样，扎带间距、线圈弧
度、绑扎方向必须保持一致。“干配线都有
强迫症，不整齐看不过眼。”工作20多年
的女工张莉说。

地铁项目上，女子班组的工作地点多
在地下的信号设备室，西安的冬季十分寒
冷，设备室内条件受限，没有取暖设施，赵

妍对这种冷记忆深刻：“手冻得通红，配线
时不觉得，干完活才发现手脚都冻木了。”

地铁信号专业工期较短，施工大干阶
段更是体力与心力的双重考验。连续多
日奋战难免疲惫，冬天的早上为了多睡5
分钟，女孩们甚至放弃洗脸时间。李苑
玲开玩笑说：“早出晚归都是看着月亮，
没洗脸月亮不嫌弃。”施工虽然辛苦，女子
班组却没有一人掉队。“过年期间疫情严
重，邵姐打了好多电话，千叮咛万嘱咐。”
惠春莹说：“工作虽累，但我们班组很团
结、很温暖。”

付出总有回报。两年来，女子班组用
拼搏和努力得到认可，先后获得了“陕西
省工人先锋号”“陕西省青年文明号”“中
国中铁先进女职工集体”等多项荣誉。邵
红琴说：“我们最自豪的还是地铁开通后
乘坐自己修建的地铁线。”

地铁施工线上的“娘子军”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信号女子班组侧记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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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呼吸机、切开气管前壁、将气管插管
退到气管切开口上方、气管套管置入气管、连
接呼吸机并开机。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
院气管切开应急小分队医生们在1分钟内必
须完成这些艰难而高风险操作。

气管切开手术是帮助新冠肺炎危重症患
者脱离有创呼吸机支持的最后一张王牌。手
术过程中，为防止病毒飞沫和气溶胶的污染，
医生必须暂停病人的呼吸机，而新冠肺炎危
重症患者体质差，无法耐受长时间缺氧，这就
意味着能给气切队员的时间以秒计算。

“为了应对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插管时间
过长而要气管切开的需求，同济医院中法新
城院区战时医务处成立了一支由20人组成
的气管切开应急小分队。”同济医院耳鼻咽喉
科主任陆翔介绍,“至今已为9名危重症患者
进行床边气管切开手术，其中3名患者顺利
脱机。”

缺氧是新冠肺炎患者病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如果说气管插管是为呼吸衰竭患者博一
线生机，气管切开就是为长期插管的危重症
患者脱离呼吸机争取最后的希望。

55岁的刘大姐是一位新冠肺炎危重症
患者，住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9西病区
ICU。2月5日，因为呼吸衰竭，医生给刘大
姐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20多天过去了，刘
大姐的病情没有明显好转，甚至还出现一次
心跳骤停。

“气管插管管子较长，患者呼吸道分泌物
多且黏稠，时间长了形成痰痂容易堵塞管道，
呼吸机给的气过不去，患者呼吸就不通畅。
像刘大姐这样气管插管超过2周以上的患
者，下呼吸道分泌物不容易清除，还会加重肺
部感染。”气切小分队队员张心浩副主任医师
说，“气管切开后方便气道管理，吸出下呼吸
道的痰液，改善肺部气体交换状况，有助于恢
复肺功能，为患者脱离呼吸机的支持，给自主
呼吸争取机会。”

经过与负责ICU的北京协和医院团队
会诊，3月2日，张心浩与同事龙小博为刘大姐实施了气管切开手术。

气管切开手术在平时并不困难，但疫情中，每次手术都是生死考
验。患者气管被切开的一瞬间，会有大量分泌物气溶胶喷出，有极高
传染性的病毒气溶胶甚至会溅到医生的面罩上。

局麻，切开皮肤，暴露气管前壁，气管切开，气管套管顺利置入气
管，气道分泌物没有外溅。两人配合娴熟默契，整个操作迅速精准、干
脆利落。看着刘大姐血氧饱和度攀升至90%以上，生命体征平稳，所
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术后第4天，医生查房时发现刘大姐在听到声音后睁开眼睛。目
前，刘大姐已经脱离呼吸机的支持，转到普通病房。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中，有许多是合并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老年
人。脑梗患者处于不清醒状态下，无法自己排痰，使用呼吸机时间长
了，下呼吸道分泌物潴留会导致呼吸衰竭。同时，长时间经口腔气管
插管，患者很痛苦。

“就像天平的两端，如何使病人在获得最好救治的同时将风险降
到最低，都是医生们需要权衡的。对于插过气管超过两周或者脑梗的
患者，一般需要尽早实施气管切开手术。但做手术就会有创口，什么
时间手术最合适，危重症患者能否耐受，都要充分考虑。”气管切开手
术应急小分队负责人陆翔说。

刘大姐做气管切开手术的当天，ICU里另外两位危重症患者也接
受了气管切开手术。一位70岁，另一位65岁，除了感染新冠肺炎外，
他们都合并有脑梗，手术后患者下呼吸道排痰困难问题明显改善。

“今天的手术很成功，几位患者都是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以
后的气切。”

“两位患者由新冠肺炎度过危机以后，原有疾病致使一时不能拔
气管插管而做气管切开术。”

“第三例是新冠肺炎插管日久必须手术，延缓了患者生命，证明所
谓自限性疾病也需要强化治疗。”

为了提高气管切开手术成功率，减少并发症，在气切小分队微信
群里，队员们每天都将遇到的问题和体会进行讨论。从止血方法、伤
口缝合、患者咳嗽次数，到患者适应症、手术方式等都认真总结。

“周三我们给一位69岁重症患者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希望这是最
后一例需要手术的患者，大家都要好起来！”张心浩说。

在返程的航班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和乘务员合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供图）

给疫情防控
加把“锁”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孙美燕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为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各个临床科室为疫情防控加
上多重“防护锁”。

浙大妇院外科制定了《外科入院患者及陪护筛查表》，对进入科室
的每一位患者及家属进行询问、登记、测体温，允许一人陪护，发放“陪
客证”，家属凭证进入病房。

针对科室人员，建立职工信息档案，实行日报告制度，每日上班人
员组织体温监测，包括医生护士以及护工，实施网格化筛查。

浙大妇院每年分娩量约2万例左右，医院每天要受理大量出生医
学证明申领工作。为了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医院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
工作人员决定给产妇邮寄出生医学证明。记者了解到，出生医学证明
发放有非常严格的发放程序和工作要求，为了使发放工作在这一特殊
时期既安全又便捷，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与管
理部门反复商讨邮寄发放的可行性和流程。

妇女保健部摸底调查已出院未领取出生医学证明的人数和分布，
与产妇及家属取得联系，并统一告知采用邮寄的形式发放；对于特殊情
况要当面受理的人员，告知疫情防护措施。

邮寄出生医学证明的举措，得到新妈妈们的一致点赞。仅春节后上班
第一天，回复短信要求邮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的妈妈就超过了100人次。

浙大妇院党委书记、院长吕卫国说：“希望我们的每一份努力，都可
以成为守护生命的力量，也希望每一位来到妇院的人员，都可以遵守规
定，直到取得这场抗击病毒战斗的全面胜利。”

女子班组长邵红琴（左）指导女工郑凯丽用套管机印制套管。 尚永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