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 誓 言 以 生 命 赴 使 命 ，不 畏 险 用 大 爱 护 众 生

在每一次的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上，有个公众非常熟悉的面孔，她就是通
报疫情详细情况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庞星火。因为疫情，她
被网友们称为“星火故事会”会长。

今年61岁的庞星火，没想到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自己成了“网红”。2019年下半年，年
满60周岁的庞星火准备退休。因为两例输入
性鼠疫病例，打乱了她的计划。病例确诊当
天，庞星火正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庞星火改
签机票，火速返回北京，投入到鼠疫的研判和
防控工作中。

“鼠疫事件”平息后没多久，武汉出现不
明原因肺炎，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召集庞星
火作为专家组成员赴武汉参与调查和处置
工作。在武汉期间，庞星火积累了大量一手
资料，回京后，她第一时间走进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介绍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情况。

年初北京发生疫情后，庞星火和她的同

事们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一名确诊病例
的背后，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密切接触者，
必须找到每一个人，才能阻断病毒传播。2
月，北京本地病例经过防控后开始回落。2
月29日，北京市首次报告了境外输入病例，
机场成为阻击新冠肺炎的第一道关口。此
后，庞星火经常从机场赶到发布会现场，介
绍完病例流调情况后，再返回机场。

6月11日，北京西城区新增1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结束了此前北京市连续56天
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的局面。庞星火第一时
间赶到西城疾控中心，迅速确定了调查与控
制方案。

锁定新发地市场后，样本的采样以及检
测结果是确定下一步措施的重要依据。面
对新发地市场上千份样本，政府集中全市力
量到现场采样，并第一时间出结果。获得检
测结果后，要在1小时里拿出紧急方案。时
间紧，且事件关系重大，庞星火和团队不到

1小时即交出答卷。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是公众在第一时

间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动态的窗口，作为发言
人，庞星火承担着很大压力。“我不能说错，
必须准确，给大家正确的知识和提示。通过
发布会告诉大家不用恐慌，这是特别准确的
政府渠道发布的信息。”

同事眼中的庞星火，是个工作起来总忘
了时间的人，做了37年疾控工作，即使已经
到了退休年龄，工作依然是她生活的全部。

“都说疾控工作苦、工作累，但我一点不后悔
做这份工作，因为它能守护一座城，能为老
百姓带来健康，这就是价值所在。”庞星火这
样看待工作的意义。

7月20日，北京已连续14天无新增报
告本地确诊病例，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
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那天我真的挺放
松。”庞星火说，“疾控的‘存在感’越低，说明
疫情越平稳、城市越安全。”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今年的童朝晖，应该是“马
不停蹄”。1月18日至4月26日，武汉；4月26日至
5月13日，哈尔滨；5月13日至5月19日，吉林；5月
19日至6月17日，武汉；6月18日至7月23日，北
京地坛医院；7月23日至8月4日，青岛；8月4日至
8月30日，北京地坛医院。

时间拉回到1月18日。童朝晖作为中央指导组
和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临危受命奔赴武汉。
这位从医32年，经历过SARS、H5N1、H7N1等重
大疫情的“老兵”，再次上阵，一去就是3个多月。

“感染的人很多，许多人病情还很重。”1月19
日，走访完武汉几家重症病房的童朝晖，意识到疫
情严峻。随后，他一头扎进隔离区，用2天时间把
所有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摸查了一遍，总结出相应
发病特征，为治疗提供了宝贵经验。然而武汉疫情
暴发初期，死亡率一度居高不下，让这位曾在非典
中创造了近百名患者无一例死亡纪录的抗疫“老
兵”，心情格外沉重。

“一定要想办法改变！”面对汹涌来袭的新冠病
毒，童朝晖奔走在各医院重症病房，每天要面对几
十例甚至上百例病患。查房时，每到一个床位，他

都会趴在患者面前，查看患者气管插管位置、气囊
压力、呼吸机模式及监测结果等，发现问题就亲自
动手调整，并手把手教给医护人员。

除了参与重症患者的救治，他还结合新冠肺炎
患者临床特点、临床经验以及国内外循证医学证
据，制定出一系列诊疗规范、流程。比如，制定新冠
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诊疗方案；制定新冠肺炎患
者气管插管规范；制定新冠肺炎药物治疗建议……
国家卫健委发布了8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2版
到第8版方案的制定和修订，童朝晖均参与其中。

时光不负情深，4月24日，武汉最后1名重症患
者出院。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童朝晖与其他几位重
症医学专家接受指派，又于4月26日前往黑龙江指
导救治工作，此后陆续辗转吉林、青岛等地，继续奋
战在抗疫一线。

226天，面对肆虐的新冠病毒，这位55岁的老
党员一次次迎难而上。他用认真和专业守护着一
个个脆弱生命，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何谓医者仁心
和大爱无疆。“作为一名有36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党
和国家需要时，能够为国出征、冲锋陷阵，看到很多
危重症患者得到救治，完成总书记的嘱托，这就够
了。”他说。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童朝晖：

抗疫“老兵”始终冲在最前线
本报记者 沈 慧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庞星火：

与病毒交手37年的“疾控网红”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近40年，今年67
岁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原感染
管理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素英，早已退休多
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她第一时
间来到疫情防控最需要的地方，利用专业知
识和丰富经验，奔走在医院各个场所，为疫情
防控中的感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素英说，“如果说医务人员是救死扶
伤的白衣天使，那么院感管理人员则可以看
作是白衣天使的守护者”。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院感专家组
成员，今年1月24日，正在吃年夜饭的李素
英接到驰援武汉的通知，她立即收拾行装从
北京赶赴武汉市汉口医院。

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李素英忙到凌晨3
点半。医院收治了多少新冠肺炎患者，发热
门诊的日门诊量是多少，有多少需要尽快住
院留观的患者，医护人员有没有被感染的情
况……这些都是李素英需要了解的。她穿
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全副武装地来到隔

离病区实地查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
感染风险的角落。

汉口医院是武汉最早接收新冠肺炎患
者的三家定点医院之一，收治压力巨大。在
发热门诊，李素英看到，这里的日门诊量高
达1000多人次，每天来输液的患者有500
多人次。由于空间有限，输液患者之间间距
很小，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这得改”。

在隔离病区，李素英主要查看医护人员
通道。收治传染患者需要区域划分，区域之
间必须要有密封好的隔离屏障，门朝哪个方
向打开都有严格要求。她查看后说，因为区
域之间的隔断是用木板钉上的，存在很大缝
隙，“这也得改”。

走了几个病区，李素英还发现每个病区
医护人员穿脱防护服的流程都不一样。有
的把隔离衣穿在防护服里边，有的把隔离衣
穿在防护服外边，不统一，不规范，“有些医
护人员的防护意识还有欠缺，需要培训”。

在李素英的建议下，医院开辟了新诊

室，将门诊楼一层全部用于患者输液，改善
了发热门诊输液患者间距过小的问题。为
提高医护人员防护意识，李素英现场指导，
并制定统一流程，在工作区设置镜子，安排
专人负责提醒医护人员正确穿戴防护装备。

一套“组合拳”下来，汉口医院再没出现
新的医护人员感染病例，疫情控制曙光
初现。

在武汉的20天里，李素英每天都睡得
很晚。白天在医院马不停蹄地检查指导，
晚上回到宾馆还要想办法寻求物资支持。
在她的努力下，医院争取到许多募集的防
护用品。然而，来自不同国家的防护物资
如何使用，需要李素英不停地发微信、打
电话请教相关专家。她说，“能帮助一线医
务人员缓解物资紧缺，累也值得”。

汉口医院院感科主任刘琼芳说：“李教
授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经常加班到深夜。
我打心里感激、敬佩这样一位忘我工作、无
私奉献的专家……”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素英：

守好病毒感染关键防线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陈建先后向党组织递
交了3份请战书。”提起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湖北
总队武汉支队特勤一站站长助理陈建，队友们赞不绝
口，称他是做事踏实认真的“老黄牛”。

今年40岁的陈建已经在消防救援队伍摸爬滚打
了21年，是一位消防“老兵”。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战斗中，他积极请战，先后参与了转送病患、医废
转运等紧急任务，连续奋战3个多月。

陈建和队友们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把一桶桶
医疗废弃物从医院搬运到40公里外的蔡甸区千子山
处理站。火辣辣的阳光让陈建全身汗透、口干舌燥，
却几个小时滴水未进。“防护服一穿，就得一直干到工
作结束后才能脱，实在不敢喝水。”

一桶医疗废弃物，轻的二三十公斤，重的七八十
公斤。最多时，陈建和队友们一天要搬运100多桶。
他每天天没亮就得出发，一直忙到天黑。“记得有一次
在高架桥上，路过司机为我们竖起大拇指，那一刻，我
觉得值了。”陈建说。

然而，最大考验是要与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零
距离”接触。医疗废弃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病毒微生
物，其安全转运是切断病毒传播途径、防止二次污染
必须守好的一道关口。

“一个口罩，可能就是一个传染源，我们每天要近
距离接触，危险无处不在。”这样的话，陈建每天要提
醒队友10多遍。尽管工作很小心，危险仍时有发
生。一次在武汉市第四医院转运废弃物时，陈建的防
护服不慎被划开一条长口子，好在发现及时，队友们
找来医护人员给他消毒，才避免了感染风险。

“说不怕，那是假的，但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就
义不容辞，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35个日
夜，陈建与病毒“零距离”同行，累计转运医疗废弃物
2186桶，重达170.49吨，行程12365公里。

时间回到3月6日。这一天，陈建带领队友转运
了3.3吨肉类熟食到湖北大学康复驿站，分类整理了
178 箱医疗物资，为 263 名康复患者分发医疗物
资……忙碌一天的陈建刚坐下，7岁儿子打来电话，

“爸爸，生日快乐！”这时他才想起，今天是自己40岁
生日。疫情发生后，陈建没回过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陈建穿梭在武汉市的大街小
巷。从场地巡逻，到查找隐患；从搬运物资，到转运病
患；从洗消杀毒从洗消杀毒，，到转运医废……哪里有需要到转运医废……哪里有需要，，他就出他就出
现在哪里现在哪里。。

““每个阶段任务不一样每个阶段任务不一样，，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危险、、最艰苦最艰苦，，我我
就要去哪里就要去哪里。。””陈建说陈建说。。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建：

哪里最艰苦就要去哪里
本报记者 常 理 曾诗阳

金色奖章只会挂在危难时刻显本色、大
事难事见担当的英雄胸前。在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最危急的时刻，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陈实临危受命，带领突击队作为湖北工建
战“疫”主力军冲向火神山、雷神山等10余
个应急医院建设一线，为打赢武汉保卫战贡
献了“工建力量”。

2月1日，接到湖北工建集团援建武汉
火神山医院紧急命令后，陈实立即安排、部
署，127名党员骨干挺身而出，擦亮了工建
安装人的“金字招牌”。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谁也不
能置身事外。”这是陈实的誓言。面对时间
紧、任务重、物资缺、人员少的重重困难，他
毫不退缩，与突击队员一起清理施工场地、
分析施工方案、架设管线、运输保障物资。
在火神山医院，他经常深夜摸排施工任务，
困了就在角落眯一会儿。一天300多个电
话，3万多步，3天里只休息了3小时，是他的

“火神山节奏”。在陈实带领下，突击队用时
3天便完成日常需要7天的重症ICU与一级

看护病房机电任务。
刚下火神山医院，又进武汉客厅。在接

到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施工任务后，陈实和突
击队队员立刻出发。不顾高强度作业，他一
干就是通宵。“我们耽误一分钟，患者就不能
及时得到诊治，想到这里只想加紧干，加紧
干！”陈实说。

1600张床铺线路铺设及洗漱室、淋浴
间、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安装……要在3天内
将一个大型场馆改建成方舱医院，几乎不可
能完成。但在陈实带领下，突击队员们与时
间赛跑，“拔钉子”“啃骨头”。“虽然我50岁
出头了，但作为突击队队长能和大家一起作
战，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2月7日下午，武汉客厅开始收治轻症
病患。在与患者几乎零距离的情况下，他带
头冲进“污染区”实
施工程维保。“大家
做好防护！这一仗，
必须得赢！这是党
员干部践行初心使
命、体现责任担当

的重要时刻！”在陈实鼓舞下，大家凝聚成一
座坚强战斗堡垒。当晚10点，拧紧最后一颗
螺丝后，陈实最后一个撤出方舱医院。

在援建50多天里，陈实始终坚守岗
位。在汉汽方舱医院施工现场，他在寒冬
中用肩扛运物资，奋力前行；在汤逊湖隔
离点的大雨中，他带领大家迎着刺骨寒
风，扛着电缆，不到3天完成了2万多米电
缆铺设。

回想几个月前的疫情战场，陈实
认真地说：“我是党员，坚守岗位是
我应该做的，每一个人都做好对
战胜疫情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一
定会战胜困难，我们一定行，
武汉一定行，中国一
定行！”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实：

创造奇迹的“突击队长”
本报记者 敖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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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 领摄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
人。没有七彩霞光、没有万众瞩目，他们在不见敌
人的斗争中与死神赛跑，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用生
命冲锋！在刚刚过去的8个月里，无数平凡英雄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披上战袍、为国出征，
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以生命保卫武汉、保卫湖北、保
卫全中国！9月8日，党和国家举行大会隆重表彰，
以国之名向英雄致敬，让历史铭记他们的名字。伴
随着《向祖国英雄致敬》的乐曲，习近平总书记为钟
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颁授勋章奖章，全场自
发起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一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三位人民英雄、1499
名先进个人、200 名优秀共产党员、500 个先进集
体、150个先进党组织……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只
是战“疫”英雄们的代表。托举起这场人类疫病斗
争史上英勇壮举的，是14亿中华儿女上下一心的
团结伟力。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说，党和国家把这份
荣誉授予我们4位医务工作者，这是党和国家对全
体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充分肯定。获奖代表刘正
印说，在与新冠肺炎的战斗中，不论医务人员还是

患者，每个人都是战士，每个人都是勇士，每个人都
是最可爱的人！

令人高兴的是，扬我国威、振我国魂者，不仅
有国士无双，更有雏凤新鸣。“长辈们说：‘哪里有什
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当
习近平总书记讲出这句话，很多人当场红了眼眶。

“2003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们，今天轮到我
们来保护你们了”！在抗疫期间“90后”“00后”们
不经意的话刷爆网络，戳中了全国人民的心。在此
次抗疫中，医务人员中有近一半是“90后”“00后”，
他们学着长辈们救死扶伤的样子，让世界重新认识
了中国的下一代，也必将重新评估中国的潜力。

青出于蓝胜于蓝，雏凤清于老凤声。没有什么
比一代代相互认同更美好，没有什么比看到下一代
成材更安心。这是生命延续的奇迹，也是国家发展
的希望。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
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各
种场合反复提到要崇尚英雄。“对一切为国家、为民
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
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我们要

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
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近年来，我国通过立法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还多次举办各类
表彰活动，隆重地充分地赞美英雄、歌颂英雄，在全
社会形成了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良好风气。在这
次抗疫的历史大考中，也正是这一良好氛围，让14
亿人口的大国如同一架精密高效的机器，在最短时
间内控制疫情、保障生产生活，取得了奇迹般的
成果。

都说2020年是见证历史的一年，9月8日这一
场大会，也必将因其独特的背景和意义载入历史。
这不仅是一场高规格的英雄表彰，更是一场盛大的
抗疫精神传承仪式。

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见证了平凡
英雄们的无私奉献以及党和国家的盛大表彰，未来
的岁月，一定会有更多的英雄涌现出来，为国执锐、
披荆斩棘。

（作者为本报记者、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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