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下午，由辽宁营口市驰
援武汉雷神山医院的17名医护工作
者成立了营口市援雷神山医疗队临
时党支部。

为切实加强医疗队的组织领导，
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营口市卫健委党组研究决定，成
立营口市支援雷神山医疗队临时党
支部，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在此次疫情期间，该临时党支部

履职尽责，组织带领党员群众完成上
级组织和部门交给医疗队的各项工
作任务，根据实际开展好组织生活，
做好党员的激励关怀和预备党员的
教育培训等工作。

该临时党支部由来自营口市的
17名医护人员组成，其中正式党员9
人，预备党员8人。

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的雷神山
医院第九病区副护士长董丽任临时
党支部书记。董丽是营口市中心医

院副主任护师，有着18年临床护理经
验，曾经在2003年非典时期任发热门
诊负责人，是辽宁第二批援湖北医疗
队成员，2月9日出发驰援武汉。

董丽说，“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
垒。希望广大党员同志在战疫特殊时
期，牢记初心使命，充分发挥党员作
用，积极传递正能量。以‘亮剑所指，
所向披靡’的豪情与壮志，圆满完成抗
击疫情的任务，让党旗在雷神山高高
飘扬！”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于超也是雷
神山医院A9病区的主任。除了治疗
病人，于超还负责照顾第九病区医护
人员的生活，“面前的困难都是以前
不曾经历的，所以我会在工作中总结
经验，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生活中
照顾好大家，在思想上积极上进。”

90后医生左中印虽然年龄小，但
却已经是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他
说，虽然一直以来都在工作岗位上服
务群众，但总是感觉对党和国家做的

还不够，因此第一批就报名参加援湖
北医疗队，“这次如愿以偿来到了前
线，终于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我
一定不辱使命，团结一切群众打好这
场攻坚战。”

党员周贺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场，“我将不忘救死扶伤为人民谋健
康的初心，在疫情面前不退缩，不畏
难。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负所
托，完成任务。”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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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山医院 A 楼 11 病区内有几
名老年患者和聋哑患者，为了和患者
更好地交流，了解病情缓解他们的精
神压力，护士长李英和护士们找来志
愿者向他们学习武汉方言和手语，还
和患者跳“网红”舞蹈，用这种方法帮
助患者放松。

李英是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以下简称沈医二院）神经内一科护士
长，2月9日随医疗队到武汉雷神山医
院支援。2月25日下午，沈医二院的
10多名同事与李英视频连线，问候在
一线辛勤工作的她。

去雷神山近20天
瘦了10多斤

43 岁的李英是沈医二院神经内
一科护士长，2月9日她随辽宁医疗队
赶赴武汉支援，李英被分配到刚刚建
成的雷神山医院。前线领导基于她的
经验和能力，任命她为A楼11病区的
总护士长。李英带领护士们连续3天
工作18个小时，女同志做着和男同志
一样的体力劳动，经过李英和护士们
废寝忘食的努力，11病区成了雷神山
医院最早开诊的病区之一。

雷神山医院开诊时，拥有 40 张
床位的 11 病区不到一下午就收满了
患者。医护人员经常要连续工作 10
小时以上才能去一次卫生间，连喝水
的机会都没有。为了方便工作，大家
不得不在穿戴防护服之前准备纸尿
裤。

随着医疗支援队伍的相继到来，
李英和护士们的工作也得到了缓解，
护士们每日工作 6 小时，但是作为管
理者的李英除了正常工作外，还额外
加班加点，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

2 月 25 日下午 1 时 30 分，沈医二
院一间会议室内挤满了李英的同事，
她们得知李英这个时间要与医院视频
连线，于是抽空来看看她。

“大家好，”镜头前，李英向同事们
挥手问候。

“李英好，哎呀，你怎么瘦了？”观
察敏锐的王一沙主任发觉到了李英容
貌上的变化。

“哦，这段时间一直忙，瘦了10多
斤，没事。”李英笑着说。

“你手是不是肿了？”有同事看到
李英在镜头前挥手时问她。

“穿防护服，戴手套不透气，时间
长了，有点肿，没关系，等疫情结束，慢
慢就能好。我在这边挺好的，不用惦
记。”李英没有把手肿当成一回事。这
时，有的同事掉过头，偷偷地擦拭眼
泪，看到朝夕相处的同事这么辛劳，她
们不免有些心疼。

想方设法和患者沟通
消除患者紧张情绪

李英所在的雷神山医院 A 楼 11
病区有 40 名患者，年龄大的比较多，
老人只会说当地方言，还有几位聋哑
患者，护士们沟通起来也比较吃力，李
英和护士们特意请来了志愿者，向他
们学习方言和手语，而后，护士们和患
者通过简单的手语和字条交流，也能
听懂一些老人的方言。

看到患者们的情绪有些紧张，李
英抽空找他们聊聊天，唠唠家常。有
一次，李英看到有的患者在看跳广场
舞的视频，她和护士们突然有了一个
带他们跳舞的想法，这样既可以达到
患者锻炼身体的目的，还能缓解他们
的紧张情绪。

“我们就在一些视频直播平台上找
流行的歌舞，大家一起学习，护士们谁
有时间就带患者们跳一跳。”李英介绍。

于是，11病区内经常会传出一些
音乐，身着防护服的护士和患者在病
房内迈动着简单的舞步，有说有笑，其
乐融融。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母女两位党员，一个 85 岁，一
个64岁，在这个月领到工资的第一
时间，就响应了号召，到社区为武汉
捐款1200元，代表母亲捐款的女儿
说：“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是也想为
国家，为一线的医护人员尽自己的
一份力。”

母亲初桂杰和女儿聂晶莹都
是丹东新村社区马车桥党支部的
党员，这天聂晶莹刚从银行取回
自己这个月的退休金，就来到了
社区，和社区人员说要捐款：这一
段时间，我和母亲在家天天看新
闻，读报纸，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疫
情变化，关注武汉医护人员，我们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些援助

的医护人员哪个不都是妈妈的心
头肉啊！我母亲说以前在单位没
退休的时候都讲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

现在武汉在与疫情战斗，我们
也想帮帮他们，尽自己的一份力，我
们娘俩虽然岁数都大了，但是我们
是党员。

聂晶莹说，虽然自己和母亲不
算富裕，但还是想尽一份自己的力
量，“我母亲吃药看病花费大，她捐
款200元，我可不能比我母亲落后，
我捐1000元。今天一大早，我母亲
就催我去取工资了，取完工资第一
时间就捐款。”

老人表示，之所以到社区现场

捐，也是想感谢社区工作人员，社
区干部不分昼夜在一线奋战。新
村社区党委副书记沈粹：“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牵动初桂杰老人的
心，她总想着为抗击疫情尽一份
力，但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亲自到
抗疫一线出力，最终她决定响应社
区党委的号召，用捐款的方式来表
达自己的一份爱心。在疫情面前，
母女俩捐款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初
心和使命，为社区党员做出了榜
样，更让大家坚定了战胜疫情的信
念和决心。”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
阳

她是他负责的第一位患者，她
的母亲、姐姐、弟弟、弟媳、爱人均被
确诊或诊断为疑似病例，家中只剩
一个孩子被送到奶奶家……

两周时间，他拼尽全力救治她
和她的弟弟。终于，她盼到了出院
这一天。

她，47岁的患者饶女士激动地
说出自己的愿望：好想和您见一面！

他，中国医大一院驰援武汉医
疗队队员付贺飞也有个心愿：待战
疫胜利那一天，我会带着妻儿再来
武汉，看望你们重新团圆的一家人！

付贺飞日记
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驰援荆楚

大地。我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常
年在急诊一线和神经重症监护室工
作。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并幸运和
光荣地加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第三支驰援武汉医疗队。

2月9日下午告别父母、妻子和女
儿，以及为我们送行的老师、同事和领
导，和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
医学科、感染科以及其他科室的兄弟
姐妹们一起踏上了驰援武汉的征程。
到武汉后经过一天短暂休整和岗前感
控培训，第二天我们便接管了武汉协
和医院西院的一个重症病区，开始在
新环境里迎接新挑战。

在众多的病人中，有一位给我
的印象最深刻，她便是我负责的第
一位患者，饶女士，47 岁。她随和
乐观的性格犹如照进压抑的病房里
的一抹阳光感动着病友，也感动了
我。她很乐意和我讨论病情。他的
三弟与她同时入院，住在同一病房
内，都由我负责。弟弟比她小两岁，
比她晚两天发病，但病情更严重许
多 。 同 样 突 发 高 热 ，一 度 超 过
41℃，气短胸痛，浑身大汗。

悲剧还远不止如此，全家陆续
患病的还有她的母亲、姐姐以及弟
媳，她的丈夫也因发热被诊断为疑
似病例，接受医学观察。家中只剩
一个孩子未患病，被送到奶奶家。
每当谈及这些，她总觉得是自己连

累了一家人，尽管一旁的弟弟不断
安慰她，但她还是很自责。

我及时将姐弟二人的特殊情况
向主任医师——呼吸和危重症医学
科的刘璠教授汇报。刘老师详细认
真地查看了两人的病情资料，并分别
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我作为
管床医生负责管理照看他们，密切观
察病情变化和治疗反应，及时向刘璠
教授反馈以酌情调整治疗方案。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们认真负责的
治疗和照顾，两人的病情都迎来转
机。体温恢复正常，呼吸困难、胸闷
及咳嗽等症状均明显好转，姐弟俩脸
上的笑容更多了。得知肺CT检查结
果好转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转阴后，
姐姐更是难掩开心和激动，期盼着出
院回家的那一刻。

在住院两周之际，恢复良好的
她可以出院了。原本姐弟俩设想着
同一天出院，但病情相对严重的弟
弟，还需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出
院那天，因为出院的紧张安排和繁
忙的临床工作，我和饶女士并没有
如愿在楼下见面和道别。刘璠老师
告诉她：“我们争取让你弟弟成为咱
们这个大家庭里第二个出院的。你
先回家把家里打扫好，安顿好，然后
迎接其他家人出院，一起团圆！”

她激动地说：“有你们在，我们就
不怕了，有你们我全家都放心！这两
周付贺飞医生真的非常辛苦，非常负
责任，在这里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
眼镜还有雾气，虽然近在咫尺，我们
却看不清他长的样子。我真想和他
见一面，真想和你们见一面！”

确实，这两周尽管每天相见，每
天沟通、安慰和鼓励，我却没见过她
和弟弟摘下口罩的模样，她也没见过
我们防护服和护目镜后的真正模样。

但这段时间里，医患同心共抗
病魔的经历至今难忘，尤其患者发
自内心的那句朴实的话，“你们是最
棒的，有你们在我们就不怕了”，这是
对我们辛苦工作最大的肯定和最暖
心的奖励。如寒冷的冬天冒出的春
芽，必将茁壮成长并唤醒整个春天。

工作之余，我也憧憬着战胜疫
情的那一天，平安凯旋的那一天，我
想会再来武汉。那时我将带着妻子
和孩子来看看我战斗过的地方，看
看武汉的风光，看看百姓们安居乐
业正常生活的样子，看看期盼已久
的武大樱花。当然，如果有机会我
会去看这必将重新团聚的一家人。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
们，必胜！

辽沈晚报记者 李文慧

雷神战疫

为方便与患者交流
她学习武汉方言

同事们和李英打招呼。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摄

母亲85岁女儿64岁 母女党员为“战疫”捐款

“咱们近在咫尺，可我却好想见您一面”

付贺飞医生和刘璠教授。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