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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援日记之群英谱

2月2日，营口方大群众医院护士
曹宁在28岁生日当天出征武汉，在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驰援一个多月，曹宁
已经成为患者们“最熟悉的人”之
一。患者喜欢跟这位辽宁姑娘交流，
还学着说几句东北话，曹宁上岗时会
哄着患者开心。

照顾重患是她和同事们的使命，
投入忙碌工作中，有时会忘了时间，
脱下防护服的瞬间总是轻松又疲惫。

3月2日，曹宁在驰援“满月”日记
中写到——“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患者
转入，我们争分夺秒！从初来时的忐
忑到如今的从容，我们工作快而不
乱。”

记录人：营口方大群众医院护
士 曹宁

3月2日 星期一 小雨转多云
忙碌中，时间过得很快，来武汉

已经一个月了，虽然每天很辛苦，却
觉得特别充实，从初来时的忐忑到如
今的从容，我已“笑傲新冠”。战“疫”
期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预备党员，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在岗位上更好地发挥光和热。

我与同事们负责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的重症患者监护，重症监护室有
50张床位，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患者转
入，我们争分夺秒，从心电监护到急
查血气，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每当

患者治愈出院时，我们欣慰无比，觉
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防护服、N95口罩、护目镜、面屏
……每天全副武装，外面密不透风，
里面满是水汽。口罩、帽子勒得耳朵

疼，护目镜压得鼻梁和脸疼，兄弟姐
妹对这些早已习惯，对病房初来的恐
惧也逐渐消弭。

工作中，我们训练有素，快而不
乱，患者的心情也逐渐放松，坚定着
战胜疾情的信心。

20 床的胡奶奶前段时间还是我
们的特级护理病人，高流量吸氧，留
置导尿，留置胃管……她眼里总流露
出惶恐。每当我上岗时，就会到她身
边鼓励她：“奶奶别怕，你会好起来
的，别害怕，好好配合治疗，您会早日
与家人团聚的。”

在大家的悉心照料下，胡奶奶病
情开始好转，现在能下床活动、自行
进食、去卫生间、简单的生活锻炼她
都可以自己完成。胡奶奶身体一天
天恢复，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与我
们的交流也渐渐多了起来，老人常常
拉着我的手说：“看见你们我心里就
踏实，喜欢你这位小姑娘。”

48 床的张奶奶也说喜欢和东北
人聊天，一次接班查房，刚一进屋，老
奶奶张口就说“Hello”，我笑着说：“奶
奶你好厉害，都会英文交流啦。”奶奶

说，还要跟我学说东北话，全病房患
者都笑了起来，看到他们脸上的笑
容，我心里更开心，我希望他们早日
康复出院，那时他们笑容一定会更加
灿烂。

时常担心三岁儿子会想我，会跟
着姥姥姥爷闹着找我，但每次和家人
视频，儿子都会攥紧小拳头，用稚嫩
的声音对我喊：“妈妈加油，早点回
家”。爸妈说，市领导和院领导到家
里慰问过，家里一切都好，这让我在
武汉更加安心工作。

一个月来，每天都像歌里唱的
“汗水湿透衣背”，但所有人都知道我
们“为了谁”。

都说我们是“逆行者”，但我觉得
我们是“顺行者”——我们顺应形势
而来，在武汉我们顺应着全国战疫大
局，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在战疫一线，有许许多多90后的
身影，我们的肩膀正担当。2月2日来
武汉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愿望
是和患者一同“新生”，那么今天，是
我的“满月”。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90后早当家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吉向前
报道 90 后的顾明媚是盛京医院第
一批驰援襄阳医疗队年龄最小的一
名队员，她出生于 1994 年 8 月 27 日，
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担心因为自己
年龄小，医院不派她参加医疗队，多
次申请参战，她在请战书里写的理
由是“我年轻体力好，党员必须要冲
锋陷阵”。

2008 年汶川地震，顾明媚 14 岁，
是一名初中生。从电视上看到前方
报道，在慨叹与敬佩一线医护工作者
的同时，她将自己的零花钱和衣服都
捐出来贡献微薄力量。

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顾明
媚25岁，成为一名护士。

到了襄阳后，顾明媚有一天上夜
班突然接到临时通知，被调到发热一
病区接管两名上呼吸机的肺炎患者。

“当晚 9 时 30 分，我们接收了第
一个中年男性患者，气管插管、身上
多处压疮破溃，血压极低。我们立即
决定把患者抬到病床，上呼吸机、监

护仪，使用升压药物。之后，我们协
助赶来的医生进行中心静脉置管。
患者病情稳定后，已经凌晨一点了”，

顾明媚昨日回忆说。
刚刚松一口气的医护人员又接

到了消息，稍后还要送来一名患者。

凌晨2时，新患者转运过来，这是一名
高龄老人，依然是气管插管，多处压
疮、水泡破溃。“我们立即采取行动，
上呼吸机、监护仪、补充液体。老奶
奶血氧饱和度较低，不断呛咳，与呼
吸机产生对抗，即使进行了吸痰操作
也只能短暂维持几分钟，这样我们必
须反复循环操作。”

新接收的两名患者病房分别位于
最外边和最里边，因为担心患者因上
机引起不适，顾明媚一宿不敢松懈，奔
波在病房里，不断查看两名患者的病
情变化。只要他们发生呛咳了就立刻
进行吸痰，看到湿化罐里的水减少了
就及时注水，眼看着监护仪上的生命
指标逐渐恢复正常，患者病情平稳了，
心里悬着的石头也落地了。防护服里
面的衣服湿了又干，顾明媚再看看时
间已经将近凌晨5时了，向窗外望去，
一眼见到了黎明的曙光，“太阳会照常
升起，生活会如常进行的，一股暖流涌
上心头，我深深地觉得自己付出的一
切都是值得的！”

“我年轻体力好，党员必须要冲锋陷阵！”

顾明媚是盛京医院第一批驰援襄阳医疗队年龄最小的队员。 受访者供图

患者奶奶爱拉着辽宁“孙女”聊天

营口方大群众医院护士曹宁跟患者奶奶合影。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报
道“消灭病毒！武汉必胜！中国加
油！……”3月 5日，在武汉雷神山医
院 A11病区的走廊墙壁上，护士们利
用休息时间画上了一些医患抵抗病
毒的画面，患者路过时驻足观看，脸
上露出了笑容。

李英是沈医二院神经内一科护
士长，2月 9日，她随辽宁医疗队赴武
汉雷神山医院支援，被任命为该院 A
楼11病区的总护士长。

“看到别的病友出院了，你的神
情有些不轻易被人察觉的落寞；CT
影像的结果，还没有特别快的改观，
你有些心急，出院才能看到亲人，亲
手摸摸他们的脸啊，身穿防护服的医
护人员身边穿梭忙碌，你迫不及待，

想和他们一同沐浴在武汉的旭日之
下，畅快地交谈与呼吸……”李英介
绍，雷神山的护士们在日记里写下了
这样的感受。

3 月 5 日，雷神山医院 A11 病区
内，一些穿防护服的护士们利用休息
时间，突然开始做这样一件事：在患
者的自由活动区，他们忙着，越来越
多的人驻足观看，一位位患者的脸上
逐渐露出了笑容。

这些白衣天使化身“神笔马良”，
在患者自由活动区的墙壁上涂鸦，画
下一幅幅振奋人心的画作：身穿防护
服的医护人员手捧爱心，温情相对患
者；或面对病毒，将其踩在脚下……
一旁配着文字：消灭病毒！武汉必
胜！中国加油！……提出这个创意

的，是病区护士长李英，虽然创作这
些画作让大家的辛劳又增加了几分，
不过李英还是觉得做了一件特别有
意义的事，“我们故意画在患者能看
到的地方，就是让他们一走一过，都
能感受到这种力量。”当倡议一出，大
家都开始大展才华。李英感慨说，画
画让自己又“苍老”了几分，但值得！

副护士长、来自抚顺传染病院的
祁欣，沈煤总医院的李双燕、葛君，抚
顺二院的佟明媚，沈阳经济开发区医
院的郭思宇……都留下了对患者的一
份祝福，对病区所有人的万般鼓励。

“我们病区出院了 22 人了，现在
已经有16张空床了。”李英说，大家看
到了奋斗的成果、胜利的希望，把这
种情感都融在了画笔里。

雷神战疫

护士们在病区走廊作画激励病人

走廊画作吸引患者驻足。 医院供图

本报讯 辽沈晚报特派丹
东记者王晓阳报道 一家三口
全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明明住
在一个屋檐下，想见面都得用
视频聊天。儿子心疼母亲身体
不好，劝她回家歇歇，母亲却
说：“你和你爸都不在家，我一
个人回去干啥。等疫情过去，
咱们三口再一起好好吃顿饭。”

出生于1995年的桑钰琦是
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花园派
出所的一名年轻民警。疫情发
生以来，他第一时间主动报名了
抗击疫情青年突击队。这样一
来，原本工作量就大的他更是忙
得脚不点地，他这段时间说的话
几乎要比之前25年加起来还要
多。为了节约时间，桑钰琦几乎
每天都吃住在单位，领导同事看
他太辛苦，劝他回家休息休息看
看父母，桑钰琦却说：“不用，我
爸妈比我还忙，我回去也见不着
他们。”

原来桑钰琦的父亲是丹东
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的一名民
警，按照工作安排，他处于完全
封闭状态，根本不能回家。桑
钰琦的母亲是临江街道鸿利社
区工作人员，今年三月就要退
休的她身体状况并不好，2019
年被查出了子宫癌。疫情发生
之后，社区工作量剧增，单位怕
她过度劳累，让她回家休养，她
却主动向单位领导请战：“我是
警嫂，是警察的母亲，更是一名
党员。我爱人和儿子都在单位
忙活，我也不能拖后腿。”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家
三口身处同一个城市却各自奋
战在岗位上，团聚成了一种奢
望。难得忙里偷闲时，桑钰琦会
和父母用视频聊聊天，桑钰琦心
疼母亲，几次开口劝她回去休
息，都被妈妈给“怼”了回来：“你
和你爸都不在家，我一个人回去
干啥。等疫情过去，咱们三口再
一起好好吃顿饭。”

一家三口
坚守战“疫”一线
“等疫情过去
咱再好好吃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