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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岁的武汉市民李先生治愈出
院了。临走时，他在“雷神山A3病区
患者群”里给悉心照顾他的辽宁医疗
队队员留言：“谢谢，我会永远记住在
雷神A3的温暖时光！”

2 月 16 日，武汉雷神山医院 A3
病区开诊。李先生从住进来到治愈
出院，与辽宁医疗队队员朝夕相处，
觉得这些白衣战士就像是自己的亲
人。他在患者群里留言：“A3病区优
秀的医疗团队深深感动了我，防护服

和护目镜能遮挡住容颜，却遮挡不住
关爱……”

名为“患者群”，实为医患共同组
成的温暖大家庭。丹东东港市中心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李作华表示：

“建群的初衷，是方便与患者及时交
流，既可克服语言不通造成的沟通障
碍，又便于随时给他们治疗和护理上
的指导。”

在患者群里，最开始医患之间的
交流很简单，无外乎“药吃完了吗”

“睡得怎么样”“还需要打热水吗”之
类的客套话。

随着治疗不断深入，接触越来越
多，大家越来越熟，掏心窝子的对话也

多了起来——
丹东医疗队队长、病区护士长徐

雪锦@A3-36 床：“特别理解你从豪
华大别墅来到筒子楼的心情，但是这
里的环境绝对安全，医疗护理也毫不
含糊。”“只要你放平心态，也许明天
就跟李叔一样啦！”

“李叔”指的就是李先生。住院
期间，身为美工的他还在忙另外一
件事，用手中的画笔将在病区的所
见所闻用漫画记下来，作为特殊的
礼物献给辽宁医疗队队员。

A3病区不断有患者出院。每当
这时，患者群里的对话量都会增加：

“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谢谢辽宁医疗

队的天使们，你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
是最可爱的人！”“感谢为我们患者在
雷神山坚守的所有人，衷心祝愿你们
早日健康回到亲人身边！”

有人出院，离开了雷神山；有人转
入，成为A3病区的新成员，旋即被拉
进患者群，感受辽宁白衣战士带来的
温暖与鼓励。始终不变的是，坚守在
病区的50名医护人员，一直在齐心协
力，播撒爱与希望。

“打败病毒，战胜疫情，早日康
复，平安回家！是群里每个人共同
的心愿！”李作华说，“大家坚信，没
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
天不会到来。”

播撒爱与希望的A3病区“患者群”
本报记者 侯永锋

“为什么偏偏是我？”“我怎么还
不痊愈？”“他们会怎么看我？”……

面对疫情，许多患者出现心理
问题。为此，辽宁支援雷神山医院
医疗队决定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治
疗。作为辽宁省疫情防控青年突
击队副队长，来自辽宁电力中心医
院的 90 后党员护士孙丽萍站出来：

“我是心理咨询师，这活让我来干！”
随即，孙丽萍组织医疗队内有

心理咨询师资质的19名队员成立了

辽宁樱花心理援助青年突击队，同
时邀请省内专家进行远程指导，引
进艺术治疗，结合人文关怀对患者
开展心理疏导。

心理援助第一步就是要充分共
情，理解患者的感受。孙丽萍在给
一名男性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时，该
患者总是沉默不语。一天，又经过
一番交流后，这名患者突然失声痛
哭，说出了自己的遭遇。原来，该患
者家里有4人感染新冠肺炎，孩子送

到远房亲戚家照看。从被隔离到确
诊，几经波折的转院经历让他身心
俱疲。经过持续的心理干预，这名
患者的心态逐渐好转。

“表达即是治疗，只有鼓励患者
尽情宣泄，释放心底的负面情绪，患
者才能走出哀伤，配合治疗。”孙丽
萍说。

穿着笨重的防护服，呼吸都感
觉困难，何况还要不停地与患者交
流，极其消耗体能。为节省防护服，

孙丽萍工作期间不吃不喝，等下班
走出病房时，她已是精疲力竭了。

“ 心 理 疏 导 是 优 质 护 理 的 延
伸。”孙丽萍放心不下已经出院的患
者，特意建立了患者心理援助群，随
时与患者交流，解答疑问。

孙丽萍的努力患者都看在眼
里。一位老年患者对孙丽萍说：“你
一天都累成啥样了，还反过来劝慰我
们，就像亲闺女一样贴心！”孙丽萍
说：“咱们就是一家人啊！”

她给病人穿上心理“防护服”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今天开了22份复工证明，社区
现有33户46人从外省回来，需要居
家隔离。有 50 多人次购买了退烧、
消炎、咳嗽类的药品。”下班前，丹东
市元宝区金山镇宗裕社区党委书记
范冰和往常一样，总结社区一天的
工作情况。

疫情发生后，宗裕社区是最早
出现武汉返丹人员的社区，也是全镇
常住人口最多、疫情管控任务最重
的一个社区。范冰带领 9 名社区

“娘子军”和志愿者，迅速投入到走

访摸底、封区设卡、清洁消毒、宣传
引导、严密监控居家隔离人员等工
作中。

为了让一位国外返回人员到集
中隔离点，范冰花了6小时苦口婆心
劝说，护送；在夜晚的寒风中等待一
对外地返回夫妻，直到安排好他们
的生活用品和垃圾处理等事宜，才
下班……为了专心工作，她把儿子
交给爱人照顾，自己一个人住在单
位附近。“一旦有个紧急情况，我可
以立马赶到。”范冰说。

作为隔离人员与外界的传送
带，范冰和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化身
采购员、快递员，通过“网络点单、党
员跑腿”的方式，提供代买代送义务
服务，将生活必需品送到居家隔离
人员家中。同时，范冰还时刻关注
隔离观察人员的心理状况，对他们
进行心理疏导。

范冰刚做完肝癌手术一年多，
忙里忙外地常常忘了吃药，但是对
卡点的饭有没有及时送到、居家隔
离人员的采买有没有到位这些事，
她却从没有忘过。同事心疼她，劝
她注意身体、多休息，但每次她都
说：“没事，我是书记，我得带头，把
社区这道‘防疫墙’夯牢实。”

社区“娘子军”为居民筑起“防疫墙”
本报记者 关艳玲

本报讯 特派记者姜义双 杨靖岫武汉报道
“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持久的战斗力，用我们的专业和
恒心，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连日来，在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的
微信群里，一份饱含激情的《与战友书》激发起全体队
员的昂扬斗志，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救死扶伤，实
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大精神，疫情不退，我们不
退，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2月11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批
支援武汉医疗队的60名医护人员顾不上舟车劳顿，
整建制接管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西院区13楼东重症病区。一个多月来，队员们信
守“不放弃一个病人”的誓言，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
日抢救患者，到目前，已收治174名重症、危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其中有97名治愈出院。然而，繁重的
工作量、不可预知的风险、无形的精神压力，时刻考
验着每一名队员的意志。

眼下，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已陆续有医疗队撤
离，在武汉其他医疗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开诊时，他们
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进一步鼓舞士气，迎接最后
胜利，医疗队适时向队员们发出了一封《与战友书》。

《与战友书》回顾了医疗队员们申请参战时的情
景，再现了一个多月来大家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的历程，并激励队员们坚守阵地，迎接即将到来的胜
利，同时还不忘叮嘱队员要做好自身防护，不要掉
队。字里行间，透出的是浓浓的战友情，是挡不住的
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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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武汉雷神山急危重症专业委员会、中
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武汉雷神山急危重症专业委员会在武汉雷神
山医院成立。

目前，雷神山医院会集了来自辽宁、吉林等地近300名急危重症专业
医护人员，学会和协会的成立为医护人员拓展了与学界交流的渠道，而高
效精准施治方面的学术交流对迅速改善雷神山医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的状况非常重要。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杨靖岫 姜义双 摄

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
雷神山医院急危重症专业委员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