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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终于做到床等人了，武汉
的春天真的来了……”

在本钢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张
颐华的心里，武汉就是她的第二故
乡。22年前，她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自
己的学业。

“22 年前你教我成长，今天我回
来为你战斗。”得知武汉暴发疫情需
要支援，张颐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以援助武汉医疗队员的身份回到了
自己的第二故乡。经过一个多月的
奋战，她所在的江北协和医院收治
106 人，已治愈出院 88 人，“我们一定
能战胜疫情，还武汉往日的繁华。”

而张颐华也终于表达出了自己
的感慨：“1998 年 7 月 2 日，因长江洪
水，我们匆匆离校，没来得及与师生
一一道别，心存遗憾；

2020年1月26日，又因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没来得及与亲人告别，匆匆踏上
荆楚大地，还带着沉甸甸的特殊任务。”

张颐华觉得非常荣幸，“武汉把
我培养成有能力的医护人员，我现在
凭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帮助武汉早
日度过这个疫情。”

同时，“再一次接触别人听不懂
的武汉话，我这小小翻译派上用场
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对张颐华来说，这次到武汉救援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记忆中徐家
棚校区的晨跑，晚饭后长江二桥上的
漫步，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长江

上各种客货轮一艘接着一艘，往日的
繁华不见了——武汉病了……”

1992年，张颐华从辽宁本溪桓仁

满族自治县的古城镇考入了武汉科
技大学。让她最难忘的是第一节解
剖课，看着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标
本，老师让每个学生都摸摸五脏六
腑，这对一个刚刚16岁的山村女孩来
说，真的是非常恐怖：“那种胆怯和惶
恐记忆犹新，害得我们宿舍的几个同
学三四天都没去食堂吃饭。”

驰援武汉临行前，张颐华没有时
间想太多。

“尽管知道逆行的路上有太多的
艰险，但是疫情就是命令，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出于对第二故乡的情感，出
于对使命担当的责任，逆行！义无反
顾……”

她说：“往年的大年初二，本应是
团聚的日子、喜庆喧嚣的日子。今年
的这一天，却坐在偌大的专机上。耳
边响起的，不是绵绵祝福，不是鞭炮齐
鸣，而是隆隆的、冷冷的机器声……

前方如何、武汉如何，一遍遍幻想
二十几年前我眼中的长江、黄鹤楼、最
美樱花的武大，红钢城校区门前的几
家小吃、蔡林记热干面、四季美汤包、
老通城豆皮、面窝、武昌鱼……

到了天河机场，感觉到偌大的机
场空空荡荡，只有辽宁医疗队这一百
三四十人，武汉真的被按下了暂停
键。”

一路上，张颐华呆呆地从车窗向
外望，没有行人和车辆，只有不变的
武汉花和树……她们被安排到江北
协和医院工作，稍作整顿就上阵了，
看到那么多患者急需救治，看到病人
状态如此不好，她没有时间感慨，东
北人的话“干就完了”……

“用汗水抗击疫情，用心灵与患
者沟通，尽管患者看不清我们真实的
脸，但是我们的行为让他们感动，一
声声‘谢谢你’足以让我感动，负重必
须前行……

抗击疫情不是一人，患者的身边
有我们，我们的身边还有坚实的大后
方，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在江北协和医院奋战了一个多
月，收治的 106 名患者已经治愈出院
88人。尽管身体有些疲惫，可这个成
绩却让张颐华和大家工作热情饱满、
精神状态极佳。

“看着患者治愈出院，现在真正
做到床等人了，我想武汉的春天真的
来了。这次由于特殊原因，我没能回
到母校看看，也没有机会到我实习的
医院——武钢医院看看，稍有遗憾。

不过，班主任杨老师要求她的姑
娘们明年一定回武汉聚聚，我们同学
都在倒计时中……”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22年前你教我成长，今天我回来为你战斗

张颐华的脸上被勒出了深深的印记。 本钢总医院供图

驰援日记之群英谱

连日来，葫芦岛市中心医院连
山院区重症医学科主任侯立成奋
战在辽宁新冠肺炎锦州救治中心
至今已半个多月，尽管每天都很忙
碌很累，由于医护和患者之间配合
逐渐默契，有的重症患者已逐渐转
轻，这让医护感到很欣慰。与此同
时，他几乎每天都被大家同心同力
抗“疫”的故事所感动着。

昨日，侯立成向记者介绍了治
病与话聊相结合救治新冠肺炎疫
情患者的过程，并称尽管与患者大
声“话聊”几乎喊到口干舌燥，可交
流过后医患之间都增强信心，双方
互竖大拇指鼓励共同努力战胜疾
病的场景给人增添无穷动力。

侯立成说，2 月 18 日晚第一次
接班，交班医生向他交待了目前有
2个重患。第一次穿防护服近距离
接触新冠肺炎病人，监护室门口有
位护士，负责帮助穿防护服。口
罩、帽子、防护服、防护镜+防护面
屏、防护鞋和鞋套，一层层从头面
到脚上全副武装。穿戴完毕，还没
多长时间他已感到鼻面部有明显
压迫感，鼻梁根部隐隐有些痛和鼻
塞感，呼吸有些费力和缺氧感觉，
说话有些受阻，整个人仿佛置身太
空服里很不自然。

走进这具有很强传染性疾病
的监护室，需穿过两道隔离门才能
到达治疗区。他小心翼翼开关每
道门，生怕开门不小心把病毒放岀
去。由于全副武装，护目镜和口罩
有压迫感，呼吸困难，脑袋发胀，听
力下降。更不舒服的是护目镜随
呼吸有一层水雾，使视野本不大的
范围更加视物不清，只能静一下调
整呼吸使水雾散去才好看清些。
他说本不害怕，因为救死扶伤是医
生天职，但此时也突感有些紧张，
想想那些“孩子”们需要克服多大
的恐惧心理，这次战斗在新冠肺炎
一线的护士有许多都是 90 后。记
得一位专家曾说过，哪里有什么天
使，都是一群孩子学着前辈的样子

在救人。向 90 后的孩子们致敬！
他也看到未来的希望！

到里面发现，整个病区分半污
染区（办公区）和污染区（患者住），
两者之间有玻璃隔开，中间有个有
两 道 门 的 小 窗 专 门 用 于 传 递 物
品。两位护士在里面忙碌，一个在
半污染区，负责记录和传递从清洁
区递过来的药品等；另一个在治疗
区负责具体治疗。完全看不请两
人是谁，只能从防护服上写的名字
来辩认。说话声音要大，否则听不
清，因为耳朵都包在防护服里。

【医生日记】

我首先向两位护士了解病人
基本状况和监测指标。然后到4床
看病人，这里面每个病人一个房
间，打开两个自动门进入病房。这
是名64岁女患，确诊隔离治疗近20
天，她是一周前因持续发热、呼吸
困难确定由普通型转为重型而转
到 ICU强化治疗。经过积极治疗，

现有 4 天不发热，呼吸困难也明显
好转，化验指标也在好转，拟近日
转出 ICU。病人鼻导管吸氧，看上
去精神状态不错，我关注一会她床
旁心电血氧监护仪监测指标基本
正常。仔细询问有无不适，她说呼
吸困难比之前好多了，体力食欲也
好 多 了 。 我 仔 细 为 她 做 体 格 检
查。与患者沟通和查体是医生日
常最熟练工作，但穿防护服做这些
工作，此时却非常苯拙生硬，尤其
体力活动增加时就会感到呼吸困
难和出汗，更大的困难是视野小和
视物模糊，不敢喘粗气，因为这样
护目镜上的水雾会更多，更看不
清，这是不穿防护服时很难想象到
的困难。给患者查完体已是满身
是汗，气喘嘘嘘。安慰一下患者，
说病情明显好转，嘱其不要着急配
合治疗。然后转身去另一病房看
第二个患者。

第二个患者是昨天病情加重
刚转入的82岁女患，确诊隔离半个
月。她一家四口全被感染，她和老

伴、儿子儿媳妇。老伴85岁，6天前
因患新冠肺炎抢救无效死亡，成为
辽宁省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儿子为重型前天刚转出重症监护
室，为不使老人精神受刺激，医护
人 员 没 有 把 老 伴 去 世 消 息 告 诉
她。患者虽80多岁，但耳不聋眼不
花。她目前主要症状是不想进食、
恶心发热、睡眠差。我们为她置入
胃管管饲营养，同时加上促进胃肠
动力药助消化，通便，助眠等治
疗。同时加强抗病毒治疗。在沟
通中，老人数次流出眼泪，护理护
士边帮助擦眼泪边安慰她。我从
医生角度大声的跟她讲解了现在
病情，鼓励她战胜疾病的勇气。同
时反复耐心讲解她提出来的疑问，
说得嗓子眼儿有些冒烟。为缓解
她情绪，我们安排了她儿子与之通
电话。看得出该患者有焦虑情绪，
病情加重与营养不良和焦虑有关
系，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治疗重点。
临走时尽管浑身都湿透，口干舌
燥，但我仍然大声鼓励并向她竖起
大拇指，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战胜疾
病。她也向我竖起大拇指，眼睛含
着热泪。这次疫情给人们的精神
创伤非常大，很多患者都出现了心
理问题，需要医务人员更多关爱。

看完两个病人后已一个多小
时，然后与护士进行沟通，调整两
个患者治疗方案，并把相关细节一
一落实，等把所有事情完成已经三
个半小时，此时才感觉到鼻根部被
口罩和护目镜压得隐隐作痛，随着
时间延长疼痛感愈来愈重。

4个小时过去，需要换班了，按
程序脱防护服，照着镜子看着自己
脸上深深的压痕，对那些护士小妹
妹们有了更多的敬意，因为她们脸
上有的甚至压出了溃疡。致敬！
我的同行医护人员，我们并肩战
斗，一定会打败病毒！加油！

辽沈晚报驻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医生鼓励八旬患者 大声“话聊”喊到口干舌燥

与患者大声“话聊”几乎喊到口干舌燥，可交流过后医患之间都增强
信心。 受访者供图

3 月 3 日是第七个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社会
反思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当下，这一
纪念日格外引人注目。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应当从每一个人做起。与野
生动植物共享美好的地球家园，才是
符合生态文明的相处之道。

人类不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在这
个蓝色星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种
类如浩瀚宇宙中数不清的繁星一样
多。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要比人类更早
来到这个世界上，历经亿万年协同进
化，合力构建了地球生态家园。每一颗
小草、每一只动物、每一粒尘埃上的细
菌，都是这个家园里的一分子。人因自
然而生，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
然的伤害最终也会伤及人类本身。一
些珍稀物种的消亡、疫情疫病的暴发，
都可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告。

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一个口号。
追求舌尖上的文明要有具体行动。
拒食野生动物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
餐桌上的文明。近年来，野生动物非
法交易仍在一些地方广泛存在，“野
味产业”规模庞大。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日前已通过决
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这为人们形
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作
出明确行为规范。但这并不是全部，
而只是起点。我们还可以做到：

拒绝购买保护名录中的野生动
植物工艺品；拒绝非法来源的药用野
生动植物制品；拒绝饲养野生动物作
为宠物；举报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和采
挖受保护植物的行为。

保护野生动植物，既要着眼点点
滴滴的细微小事，更要自觉树立生命
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今年的野
生动植物日，我国确定的主题就是维
护全球生命共同体。

只有真正把生态文明思想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融入我们每一
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尽可能不打扰野
生动植物，让鸟儿在林中畅快欢歌，
鱼儿在海里自在遨游，才是地球生命
的和谐共生之道。 据新华社

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的陋习

新华时评

驰援日记之群英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