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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雷神山 C11 病区支援队伍
中，有一个特殊的身影，搬运设备有
他，拉板车有他，打扫卫生他抢着干，
整理病房床铺也有他。他说，我是男
生，队伍里的主要劳动力，这些体力
活，就该属于我。他就是1999年出生，
铁岭支援武汉医疗队唯一男护士张
弛，他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同事眼中的
男子汉，患者眼中温暖的小护士。同
事们称呼他时，总要在名字前面加个

“小”字。

患者握着他的手醒来

张弛毕业于山东现代学院护理专
业，是学生会干部。那时候的他就经
常去敬老院，帮老人们洗衣服、泡脚、
剪趾甲。为了更好地和老人交流，他
还努力学起了山东话。老人们也都把
他当做亲人。毕业后张弛通过了严格
的培训考核，成为开原市中心医院护
理队伍中唯一的男护，分配到手术室
工作。“男护士在手术室、急诊急救单
元、重症监护室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体力、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等方面都
更有优势，当然也很辛苦。”护士长付
玉说，别看张弛年纪小，心还特别细。

“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做甲状腺手
术，特别紧张，拉着张弛的手不放。”付
玉说，张弛安慰她：“奶奶，您的手术需
要麻醉，就是让您好好睡一觉，醒了，
手术就结束了。您放松心情，不会
疼。”

老人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说，“孩
子，你可别走啊。”他说：“奶奶您放心，
我就这样陪着您。”术后，他再次握着
老人的手，在他轻轻的呼唤声中，老人
醒了，发现他一直在身边，感动得不

行。

主动请战上一线

1 月 27 日，医院接到了支援湖北
的通知。得知消息，张弛找到护士长

付玉，坚决要求到武汉一线工作。“我
是男子汉，体力好，‘抗疫’一线肯定需
要我。”付玉说，在一起工作这么久，还
是第一次看到张弛激动。“圆圆的小脸
涨得红红的，神情特别严肃。”2 月 8
日深夜接到出发通知，他才将去武汉

支援的消息告诉父母。也在村里“抗
疫”执勤的父亲告诉他，男子汉，这个
时候能够冲上去，为他骄傲。到达武
汉后，张弛和其他人员经过了严格的
培训。为了方便穿防护服，小张弛将
头发都剪掉了。2 月 14 日，张弛他们
正式进入雷神山C11病区，医疗队60
人，参与了病区的建设。当时正值雷
阵雨，为了能尽快完成病区建设，张弛
和队友们，冒着雨水，踏着泥泞，连夜
搬运所有物品，柜子、病床、桌、椅等，
搬运设备，打扫卫生，整理病房，铺好
床铺。张弛是铁岭队伍里唯一的男护
士，主动承担了重体力劳动，成为劳动
主力。用小板车运床架、小柜，装得总
是高高的；上下坡路，手磨破了，腿磕
肿了，脚划出血了，他顾不上累累伤
痕；衣服湿透了，被身体蒸干，再湿透，
再蒸干，张弛从不叫苦。

既是护士也是家属

2 月 18 日，张弛所在病区收治了
38名患者。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张弛穿梭在病人之间，他既要完成各
种护理操作，又要为紧张的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还要像病患家人那样，为他
们分发水果，倒水，为不能自理的患者
喂水喂饭，翻身扣背，处理大小便……

2月20日，一位80岁的女性患者
生日，张弛他们精心筹划布置，准备了
生日蛋糕、蜡烛。烛光中，大家一起唱
起了生日歌，和老人的家人视频连
线。老人的家人非常感动，微信发来
的文字写到：“谢谢你们！谢谢抗疫英
雄们！虽然我看不清你们真实的面
孔，但我能感受你们的真情。通过防
护服上的名字，才知道你们是谁。感

谢你们。 面对疫情，你们没有选择退
缩，而是选择勇往直前。你们的笑容
很温暖，让我们十分感动，我看到了医
者的大爱在你们的笑容里闪耀。希望
你们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春天马上
到来！”

他温暖每一位患者

2月27日晚6时多，回到宾馆刚准
备休息，张弛他们接到紧急通知：：病
区需接收患者，要求他这一班次人员
立刻返回。来不及吃饭，张弛他们以
最快速度穿好衣服出发。到达病区
后，他们收治患者16人。

张弛负责为每个患者准备了暖
壶 、盆 、垃圾桶等生活物品。这些物
品原本可以通过门上的传递窗递给患
者，但张弛却亲手送入仓里摆放好，并
送上一杯热水，和每一个患者问好打
招呼。“患者已经有些恐惧，如果我不
亲自送这些物品，患者的情绪可能更
紧张，对治疗不利。”事后，张弛说。一
位老奶奶用不熟练的普通话说：“小伙
子，和我说话，不怕被我传染吗？”张弛
笑着回答，“放心吧，奶奶，我防护做得
好，不怕被传染！”老人又说：“真是麻
烦你了，东西一样一样帮我整理好了，
还给我送来热水，真是暖心！”他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您有需要 ，随
时跟我说 。”

现在，张弛每天都在病区忙碌着，
他和他的队友一样，努力用自己的每
一个微笑，每一个眼神去安慰和鼓励
患者，温暖他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
尽一份责任，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和苦，
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场救援之中。”
张弛说。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赵天乙

男护士小张弛在搬运物资。 受访者供图

90后早当家

21岁男护士 雷神山的小“暖男”

村民穿上棉衣后，志愿者为其拉上拉链。 受访者供图

提起护士，首先在大家的脑海
中会浮现出温婉亲切的女性形象，
但心思同样细腻、精明能干的“男”
丁格尔同样具有出色的护理能力，
出生于1992年3月23日的刘宪峰作
为驰援湖北危重症患者治疗医疗队
队员，奋战在武汉前线、坚守奉献。

身为重症专科护士，刘宪峰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驰援湖
北医疗队中最年轻的业务骨干之
一，他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已有近 6
年的重症护理经验。

疫情发生后，刘宪峰在第一时间
主动请缨参加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刘
宪峰表示：“今天终于可以如愿到前
线支援，感到很光荣！”

刘宪峰是家里的独生子，在得
知他即将奔赴武汉救治患者，住院
的父亲发来了“入党誓词”，鞭策刘
宪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时刻发
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出发
前，爸爸又叮嘱刘宪峰：“作为党员，
要经得起考验，我相信你是最棒
的！”

目前，刘宪峰在武汉人民医院
负责多名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
面对危重症病人，他除了监测患者
的生命体征、打针、发药等基础工作
之外，还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情绪和
心理。

刘宪峰刚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时，护理一名只有 28 岁的患者。

“跟我年龄一样大，印象特别深，据
了解她是一所医院的药剂师，可能
由于往返于发热门诊和药库，被感
染了新冠病毒。”刘宪峰说：作为同

龄的医务工作者，每次查床时都特
别注意她的状态，我发现她情绪低
落每天以泪洗面，沟通后了解到她
的家人也被感染新冠肺炎并隔离治
疗，因此特别担心与自责。

刘宪峰循循善诱地开导患者，
慢慢地她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有
一天她想要吃一个小苹果，我们马
上去找到两个大苹果给送进去，希
望她快快痊愈，回到医疗岗位一起
奋战！”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90后早当家

28岁知心男护士 送患者苹果祝福平安

雷锋超市大集“开到”村民家门口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疫情期间，沈阳市交通运输局组
织全系统党员干部成立了 6支“党员
突击队”，在桃仙机场义务转运旅
客。他们当中有即将面临退休的党
员、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干部，也有刚
刚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更有
出租汽车行业和长途客运企业的从
业人员。3 月 5 日上午，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在桃仙机场旅客转运区为“党
员突击队”和转运车队正式授旗，组
织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优异的积极分
子火线入党。

6支“党员突击队”
机场义务转运旅客

面 对 疫 情 ，铁 岭 市 铁 岭 县 横
道河子镇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学雷
锋系列活动，3 月 4 日镇上的“雷
锋超市赶大集”正式启动，把温暖
送到精准扶贫户的家门口。

雷锋超市去年 4 月份由横道
河子镇政府出资建立，横道河子
镇宣传委员张敏表示，“全镇学雷
锋志愿者们踊跃捐献衣物、米面
油、家电等物资，奉献爱心。”

3 月 4 日，当地大雪纷纷，出
门不易，而且疫情期间人员不能
聚集，镇上的学雷锋志愿者们直
接把雷锋超市搬到了精准扶贫户
家门口。

“捐献来的各类衣物，我们分
类整理并经过高温消毒，供精准
扶贫户和低保户免费选用。”张敏
说，镇上的学雷锋志愿者还准备

了米面油。
志愿者们踏着积雪，先后到

百贯屯村、下石碑山村、上石碑山
村等村子看望精准扶贫户。根据

年龄和体格，志愿者们把衣服摆
好供他们挑选，同时做好登记。

一位村民穿上新棉袄、接过
米面油，向志愿者表示感谢，志愿
者 们 帮 村 民 把 生 活 物 资 搬 进 屋
里，就赶着去下一户了。

“过些天我们再来看您、送东
西！”

横道河子镇党委副书记孙雪
峰表示，雷锋是一个名字，更是一
种精神，学雷锋活动就像永不停
息的暖风，是对雷锋精神的传承
和弘扬.

“通过雷锋超市赶大集活动，
有效推进了志愿服务活动，用实
际行动把‘学习雷锋、奉献社会、
提升自我’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
人心中！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肆虐的病毒在祖国各地蔓延，在
这举国‘抗疫’的严峻时刻，我时刻准
备着，请党组织考验我…”这是沈阳五
干门诊部新入职的范堃、刘一泽、姜天
舒等三名文职医生在单位下达紧急召
回令时，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志愿书
中的誓言。疫情发生以来，沈阳第五
干休所门诊部第一时间响应组织号
召，大年初三全部医护人员返营归
队。文职医生范堃，爱人在医院工作，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将未满 3岁的儿
子送到农村老家。文职医生姜天舒，
向组织提出，：“我未婚，困难我先上！”
承担为营区隔离的观察人员进行体温
4测、体检以及承担起服务点消杀工作
的重活、累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不止有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积
极“迎战”的身影，也有像文职医生范
堃、刘一泽、姜天舒这样的入党积极分
子同样在“战斗”，他们以实际行动向
党组织交出了入党志愿书和合格答
卷！ 李枫、谢智伦

主动向党请愿
战“疫”我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