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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把劲，咱们来了就是要啃硬
骨头的！”在雷神山医院，无论是病房
建设还是抢救危重症患者，到了吃劲
的时候，辽宁支援雷神山医疗队二队
的队员总能听到领队、锦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李振兴为大家加油
鼓劲的话。

辽宁支援武汉雷神山医疗队二队
有502名医护人员，负责雷神山医院9
个病区的356张床位。

疫情紧急，雷神山医院实行边建
设、边验收、边诊治的非常规做法。为
了在24小时内快速形成医疗能力，二
队从接收第一个病区 A12 开始，队员
既当搬运工又当安装工，昼夜奋战，困
了，就在凳子上打个盹；饿了，就随便

吃一口。
“氧气压力够不够？下水通不

通？淋浴能用不？”作为领队，李振兴
带领临时组建的管理团队在做好岗位
设定、病区划分、人员分组、岗前培训
的同时，还要到病房查看物资配备，检
查验收，人手不够，就和队员一起搬运
物资，安装设备。

2 月 12 日，A12 病区率先开诊。
两天内，46 张床位全部收满患者。
2 月 18 日，不到 10 天，二队分管的 9
个病区全部形成了高质量的医疗
能力。

根据规定，各病区要坚决做到应
收尽收，一时间，大量患者被送来。
在这些患者中，重症患者、老年患者
以及生活不能自理患者居多，没有家
属陪伴，许多患者出现急躁、紧张情
绪。为此，李振兴和队员认真遵守诊
疗规范，加强心理治疗。队员又当起

了患者的“家属”，从细微的日常生活
照料，到耐心细致地沟通安抚，可谓
关怀备至。

不少患者没带手机，A12 隔离病
区临时党支部书记翟桂兰就拿出自己
的手机让患者使用；为鼓励患者增强
战胜疾病的信心，李振兴带头作画赠
送给患者；为照顾不能进食的患者，90
后护士张显赫不惧危险，亲手给患者
喂饭……

“穿上了这身白衣，我们就是战
士。”A12 隔离病区第一医疗组组长
刘新宇说。在工作中，汗水顺着脸颊
流到嘴角，他就舔一口，滋润干裂的
嘴唇。

二队队员来自省内120家医院，队员
的安全防护也是李振兴操心最多的事。

“院感防控工作是重中之重，这一
环节出现纰漏，战‘疫’将满盘皆输。”
李振兴告诉记者。

为防止出现交叉感染，李振兴以
精细化管理为指导，组织成立了医务
工作组、院感防控组和护理工作组等
多个专业工作组，制定严格的管理办
法，规范各项防护措施。在接诊前，李
振兴通过强化防护技能培训，让队员
反复练习穿脱隔离衣、防护服，熟练掌
握院感防控要点。队员的防护意识明
显提升。

李振兴说，在雷神山，二队的每一
名队员都是向前冲锋的战士，为拯救
生命，不顾个人安危。

经医疗队员科学救治、精心管护，
截至3月8日，9个病区已累计收治477
名患者，治愈出院162人。

重获新生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
达对队员的感激之情。A3 病区一位
患者在微信群里写道：“自从我们来到
这里，遇到辽宁医疗队，就像在黑夜中
遇到了光明。”

辽宁支援雷神山医疗队二队领队李振兴和队员累计救治患者477人，出院162人，他们说——

“来了就是要啃硬骨头的！”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17年前，非典来袭，我是在校园读书的学生，是医护
人员在守护我们；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这一次，换
我来守护大家！”这是朝阳市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侯
坤写在笔记本里的一句话。1990年出生的侯坤是朝阳市
第二医院抗疫一线的一名白衣战士，已从事护理工作10
年，现任ICU护理组组长，经验丰富。

侯坤本打算今年春节与家人一起过个年，但新冠肺
炎疫情突发，她在接到医院组建新冠肺炎应急救治小组
的通知后，立即赶往医院，加入应急救治小组第一梯队，
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一袭飘然白衣，一顶别致燕帽，治病救人，温暖人
心。”这是侯坤最初的选择，也是她最执着的坚守。

“面对疫情，我必须站在最前面。”侯坤说。
第一天到应急重症病房，侯坤就在里面工作了9个

小时，没喝一口水。忙碌、紧张成为常态，她已记不清每
天做了多少护理，走了多少路。因为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每次脱掉三级防护装备，她满脸都是勒痕，小腿肿得厉
害，但她从没有过一句抱怨。

“让治疗小组安心工作，让患者配合治疗是头等大
事，是我们护理人员的职责！”侯坤说。

2月4日，侯坤所在的第一梯队完成阶段任务换岗休
息。在隔离休整期间，她得知应急重症病房第二梯队人手
不够，急需护理气管插管患者的ICU护士时，再次请缨。

护理气管插管患者需要更细致、更小心。给病人吸
痰、进行口腔护理、插尿管……这些以往在重症医学科病
房很平常的活儿，却成了高风险的工作。侯坤坦言：“不
害怕是假，因为这是高风险暴露。”

虽然怕过、担心过，但侯坤从未退却过。
在第二梯队完成阶段任务后，侯坤又一次请战，这次

是申请到武汉抗疫的最前线。
“我们医院有不少同事在武汉战斗，平时和他们交流，知道那里更辛

苦，更需要ICU护士。我有在隔离病房护理新冠肺炎患者的经验，能确保
防护到位和专业的护理。”侯坤说，“我就想站在一线，尽我所能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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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3 月 9 日，记者从省红十字会获
悉，截至3月9日12时，省红十字
会累计接收抗击疫情社会捐赠款
物价值 2241.7 万元，其中捐款
709.04万元、捐物价值1532.66万
元；累计支出款物 1904.83 万元，
其中捐款支出372.17万元，剩余
捐款中的200万元已按捐赠人意
向作出使用安排，136.87 万元待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捐赠物
资已全部支出。

自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支
援疫情防控工作。省红十字会
按 照 省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的 部
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社
会 捐 赠 款 物 的 接 收 和 使 用 工
作。定向捐赠款物按照捐赠人
意愿支出，非定向捐赠款物按
照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防控需求
支 出 ，由 指 挥 部 统 一 调 配 使
用。查看详细捐赠款物接收使
用情况，请登录辽宁省红十字
会 官 网（www.lnredcross.org.cn）
捐赠信息公示平台。

省红十字会已接收
2241.7万元抗疫捐赠款物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为保护医
护人员不被感染，每个病房都设了
一个运送窗，可以为病人送餐。但
90 后护士张显赫却经常把饭菜亲
自递到患者手上，甚至喂他们吃下
去……

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的这位大男孩解释说：“只是因为
负责看护的许多患者身体虚弱、行动
不便。”

在雷神山医院A12病区，张显赫
为患者所做的远不止于此。

“在雷神山的工作虽比往常艰
苦和忙碌得多，却也收获了更多的
温暖与感动。”张显赫说，每当看见
患者向他竖起大拇指说“谢谢”的时

候，就觉得自己像超人一样，特别有
成就感。

有 一 天 ，有 位 患 者 对 张 显 赫
说：“哥们儿，我好多了，我能帮你
做点什么吗？”“我看到你为生活不
能自理的患者收拾大小便，没有
任何怨言，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
下，你太棒了！即使儿女也做不
到这样。”

“一句哥们儿，让我心暖暖的。”
张显赫说，那一刻，觉得“自己所有的
付出都值了”。

提起朝夕相处照顾自己的医护
人员，患者说“我们被温暖包围着”。
张显赫则说：“在这里我看到了医患
关系最美的样子。”

一位年过五旬的患者操着一口
浓重的湖北话，语重心长地对张显赫
说：“等有一天疫情退去，我们所有人
都欢迎你们来家里做客……”说着说
着，几度哽咽。

“尽管这一席话，我听得断断续
续，但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距离又近
了那么几分，心与心的距离一点点、
一天天在靠近。”最后，张显赫在自己
的外科手套上一笔一画地写上了“武
汉加油——锦州”几个字。

“来到武汉，我由衷地体会到了
什么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张
显赫说，“我相信，未来樱花绽放的
武汉定是一座充满爱和力量的温暖
之城！”

“你太棒了！
即使儿女也做不到这样”

本报记者 侯永锋 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新型冠状
病毒，党一兵却要每天和它“零距离”
接触。

3月9日凌晨1时许，“杀”出病毒
重围的党一兵有些兴奋，在微信朋友
圈中发了张照片，并配发文字“庆祝突
破一个整数”。照片中，她和另外4名
同事用手指比心，眼含笑意。

这一刻，在辽宁疾控援襄检测组
和福建战友以及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
中心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襄阳市公共
检验检测中心累计完成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样本检测1万份。在党一兵他们
来之前，这个数字还是600余份。

数字总是追求准确，却难以精准
地再现辽宁疾控人员的艰辛。

病毒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患者
确诊及疑似解除重要的病原学依据。

作为检测人员，面对来势汹汹的“健康
杀手”，来自营口市卫生健康事务中心
微生物检验科的党一兵和战友们每天
都要牢牢守住关口，与病毒展开正面
交锋，与“敌人”进行近身搏杀。

从水浴灭活、样本提取到扩增检
测、结果分析，核酸检测时每一步操作
的背后，都是危险和希望并存。标本
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溶胶，感染
风险无处不在。

战“疫”一线中的一线，前沿中的
前沿。

3 月 1 日，钻进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忍住汗水流过脖子的奇痒、无法进
食饮水的饥渴、眼前水雾缭绕的干扰，
在只能允许3个人活动的空间里，连续
工作7小时、与团队一道检测了800余
份样本的党一兵脱下防护服时，有一

种“重见天日、如获新生”的感觉。
那一刻，疲惫和疼痛也开始被唤

醒。脖子、手腕、肩膀、脚底……刚刚
战胜病毒的党一兵，却难逃酸痛的
侵袭。

在回宾馆的路上，辽宁援襄医疗
队疾病防控组成员、来自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马景宏一直在帮党一兵捏
颈揉肩，让党一兵倍感温暖。“我们的
工作强度一样，马姐其实也很累。”党
一兵说，前线疾控队伍战友间的关心、
关爱，是他们保持战斗力的强劲支撑。

更多的牵挂来自后方。
3 月 5 日 ，一 封 家 书 让 党 一 兵

泪目。
“得知你在 12 小时内完成 368 份

样本检测后，我们不免为你心疼起
来。还好你不是孤军奋战，有我们辽

宁的同胞与你并肩作战。”“亲人勿
念！你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好你的坚强后盾。”
作为“娘家人”，营口市卫生健康事务
中心的同事用家书这种具有仪式感的
方式传递情意。

想家归想家，党一兵知道，目前仍
然任重道远。

每 当 她 走 在 襄 阳 空 旷 的 街 道
上，看到当地的百姓把家庭当成防
空壕和堡垒，以此抵御病毒的侵袭
时，她总是会想，要尽可能地检测更
多的样本，这样就会为病患争取到
更早的诊断、更好的治疗、更多的希
望。这座城市就可以恢复往日的活
力与生机。

“我无比希望检测的每个结果都
是阴性。”党一兵说。

党一兵：最前线的“侦察兵”
本报特派襄阳记者 董翰博 田 勇

（上接第一版）他是这么说的，更是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这句话。有的住
户他常常要“几顾茅庐”，直到对方开
门。和居民沟通，老于始终是笑呵呵
的，慢声细语，从不抱怨。

从2月28日起，除白天在卡点值
勤外，于洋多了份新工作——与两位
同事三班倒，在振四街看护一名重点
隔离人员。“老于主动要求值23时至
次日 7 时的班。那位重点隔离人员
居住在开放式老旧小区，多数时候老
于只能站在楼对面的马路上值守。”
谈起这些天和老于一同防控的点点
滴滴，清花园社区党委书记马宏伟不
禁热泪盈眶。

3 月 4 日中午，结束通宵看护重
点隔离人员和一上午排查工作的于
洋返回单位。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承
浩见他脸色不好，就动员他马上去医
院做检查。“可能这段时间太紧张
了。”于洋勉强挤出笑容说。

下午1时许，准备去卡点值勤的
于洋脸色煞白、满头大汗，在同事们
的一再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回家休
息。这是他43天来第一次请假。“我
接电话时，感觉他的声音特别微弱，
他说得请个假，还嘱咐我安排其他志
愿者值班，他身体舒服一点就来上
岗。”马宏伟回忆道。

这是马宏伟与于洋的最后一次
通话。于洋没能兑现再来上岗的诺

言，倒在了自家小区门口。

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
标准要求自己

3 月 4 日 8 时 53 分，于洋在微信
朋友圈里发了一条《2020年征兵工作
的公告》消息。这是他朋友圈的最后
一条信息。

1971 年 10 月出生的于洋，原为
空军某部正连职参谋，2006年转业到
振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多次荣
获全省安监系统先进个人称号，2014
年被国家安监总局记三等功。2016
年 11 月，于洋任临江街道党工委委
员、武装部部长。

征兵是专武干部的一项重要
工作，为部队输送优秀兵员，作为
一名军转干部，于洋深知其中的重
要性。有熟人托他把孩子送到部
队，谁说情也没用。“要求这么严，
你犯得上吗？”听了这些话，平时脸
上总带笑的于洋脸一板，不留情面
地说：“征兵是一项政治任务，军队
要强大，首先要从源头吸收优质
兵员。作为地方专武干部，我是
第一关口，不够格谁说情也不能
放行！”

权为谁用，利为谁谋，他自己心
里有一把尺子。于洋并不富裕，妻
子没有工作，自己的收入也不高，

为了节约开销，他每天都是坐公交
车往返单位，一部手机用了 5 年还
舍不得扔。

作为基层专武干部，于洋每年的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总是有条不紊
地去完成好。唐立明松回忆说，有一
次，他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老于正
满头大汗弯腰整理铺满一地的兵役
登记信息。于洋非常认真地说：“这
些登记信息关乎应征青年一辈子的
前途，我不能耽误、更不能漏掉任何
信息。”

“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军人的气质一点都没有
变。3 月 4 日我们还见过面，真没想
到他就这样离开了。”临江街道办事
处经济服务中心负责人魏宏对记者
说，与于洋共事这些年来，从没听他
提起工作的“苦和累”。去年国庆节
单位安排值班，别人值一天班休 6
天，而于洋只休息了一天。疫情发生
以来，他一天也没休息，大年三十依
旧坚守在岗位上。

用生命诠释初心使命，时刻把群
众放在心里、把工作记在心头的于洋
永远地走了。

“在单位，他工作认真，大家无论
长幼，都叫他‘老于’，他也喜欢听。”
徐承浩说，“老于没站完的岗、没完成
的值守任务，我们大家一起上一起
扛，绝不让他失望！”

用生命践行“为百姓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