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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救人 相夫教子”，是辽宁
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张
睿的微信签名。

她把“治病救人”放在了“相夫教
子”的前面。

曾留学日本，擅长各种呼吸科常
见病、疑难病诊治的她，作为辽宁对
口支援湖北襄阳医疗队队员，负责南
漳县人民医院新冠隔离病房重症病
区的全面工作——治病、救人、锻炼、
喂饭，甚至还要清理医疗垃圾、消毒
病区……

很少发朋友圈的她，援湖北期间
只发了两条：一条是她在隔离病房的
工作照，另一条是关于她6岁的儿子，

“嘿 小伙子 生日快乐”她说。
这条“生日快乐”的朋友圈之前，

一向乖巧听话的儿子刚刚在视频里
哭着说：“我不要妈妈当英雄了，我想
要妈妈回家。”

“妈妈本也不是什么英雄，只不
过是穿上了白衣就一定要迎战病魔
的普通人。等我，宝贝！”此后在襄阳
南漳无数个难眠的夜里，这句话一遍
遍在她心中响起。

“第一次来湖北 我会好
好的”

1 月 26 日，农历大年初二，这一
天，辽宁驰援湖北的首批医疗队员出
发。

张睿发了她 2020 年的第二条朋
友圈：“你们逆行的背影真美 归来的
笑容一定更美 加油”，配上一个“强
壮胳膊”的表情；配图是两张逆行的
宣传海报，上面有辽宁省人民医院这
一批援湖北队员的名字。

其时，作为呼吸科医生的张睿，
也已经做好援湖北的准备：“新冠首
先发病是肺部，肺部疾病正是我专长
的领域。”

2月 14日上午10时，正在上班的
张睿在辽宁省人民医院第三批驰援
湖北医疗队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
字。

“只有两个小时告别时间，中午
12点就要集结准备前往桃仙机场，乘
坐包机前往湖北。那天沈阳下着雪，
回家告别时我告诉6岁的儿子：‘妈妈
要去湖北打病毒小怪兽了，等妈妈把
小怪兽消灭了就回来’；儿子的眼泪
立刻就在眼圈里打转儿，转身就回到
了自己的房间。家里父母、爱人都
在，我不能哭，不能让他们担心，我和
他们说‘现在我们已经很了解病毒
了，防护物资现在也充沛，没什么可
怕的，就是累点儿，不怕，我会做好防
护，等我吧’。其实我们前两批同事

去的都是武汉，这一次我去的是襄
阳，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虽然之前
已经做了准备，但是没想到出发得这
么快。而且说实话，心里也是害怕
的，因为在这个战场，我们的敌人是
看不见的。”

当晚 9 时 37 分，张睿发了自己
2020 年的第三条朋友圈：“第一次来
湖北 我会好好的”。

“当天襄阳天气也不好，不知道
下的是雨还是雪，太黑了，看不清，只
知道很冷。我们住进宾馆，由于疫
情，不能开中央空调，我们钻进被子
里才觉得身上暖些，连吃饭都是在床
上。”张睿回忆。

一个月时间
南漳“新冠”清零

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队员分别
负责襄阳的宜城和南漳县，张睿被分
到了南漳县人民医院。

进驻南漳县的第二天，医疗队员
们开始培训穿脱防护服，“这个是重
中之重，因为这不是个人的事儿，还
关乎整个医疗队的安全。用了整整
两天时间培训及考核合格后，领队又
带领我们对南漳县人民医院院感进
行整改，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比较担
心，当地的医疗水平还是比较薄弱
的，我们得保证医务人员安全。”张睿
表示。

张睿负责的是南漳县人民医院
新冠病房的重症病区。

“第一天开始工作，我是下午两
点到晚上八点的工作时段。到了医
院，正式开始实战，我把最后一层口
罩戴上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胸闷，头

晕，大汗，非常难受，马上坐在了椅子
上，同事告诉我呼吸要慢，调整了一
下，才进入了病房。就算做好了准
备，还是没有想到在防护服下工作的
艰辛。护目镜没有一个小时就全是
雾水，什么都看不清了。笨拙的身
体，无论走路还是在呼吸都变得很
慢。”那种感觉，张睿到现在依然记忆
犹新。

下了班回到宾馆，洗澡、消毒、吃
饭之后，躺在床上往往已经是后半夜
了：“躺下也不能睡，开始那几天要想
自己穿防护服期间和脱防护服时的
每一个细节，有没有疏忽，下次还应
该注意和改进哪些地方；后期会想着
每个患者病情，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
法。”

为了通风，病房走廊的窗户是开
放的，“在穿着防护服期间里面闷的
全是汗水，外面冷风吹的特别凉，后
来我们也习惯了这种难受。只要进
了病房，所有的担心、顾虑就全都忘
了，一心只想着患者的病情和治疗。
查房的时候，问完患者的情况、身体
状况、症状等，最后每次必须都要加
上几句鼓励的话。我们来对口支援，
就是要给当地带来希望的。而患者
知道我们来自远隔千里的辽宁的时
候，也对我们十分感激。这样让我很
感动，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张睿
表示。

“我们负责的病房里有一个患者
是危重症，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
助通气。病情不乐观，血氧饱和度始
终维持不好。我们给予患者俯卧位
通气等治疗，同时调整呼吸及参数，
患者血氧饱和度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还有的患者需要面罩吸氧，有的

患者需要高流量吸氧来维持血氧饱
和度。经过我们治疗后也由面罩吸
氧改成了高流量吸氧，高流量吸氧改
成了吸氧，之后不吸氧状态下血氧饱
和度达到正常。每次患者复查的胸
部 CT 及采血检查，我们都认真比
对。”张睿表示。

最惊险的一个病例是有一个有
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的病人需要从南
漳县人民医院转移至襄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

“那天下午是我当班。扛着氧气
瓶、拎着呼吸机、穿着笨拙的防护服
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需要转运的患
者抬到了救护车。除了躺在担架上
的患者，车上还有一名当地男性护理
人员。三个人，给救护车塞得满满当
当。负压救护车出发十分钟后，危险
悄然而至。患者的血氧饱和度从
94％骤降至 0！心率从每分钟 130 次
骤降至0！监测仪的尖锐警报音此起
彼伏，患者面部青紫，呼吸愈发急促，
状态急剧恶化。两分钟过去，患者的
自主心跳依然没有恢复，瞳孔在散
大。去市内医院还得一个小时，患者
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维持这么长时
间。”当机立断，张睿和伙伴们决定回
驻地医院，负压救护车在急切的警报
声中疾速返回。“我们在救护车上给
患者心肺复苏。五分钟后，救护车抵
达医院对患者再度进行抢救。两分
钟后，一条心电波纹在心脏监护仪上
顽强地出现，血氧饱和度数据慢慢攀
升，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恢复。”

在隔离病房，张睿还要从事很多
本身并不属于医生的工作，“包括给
患者喂饭、带着患者锻炼、收拾搬运
医疗垃圾，甚至还给几百平的隔离病
房消毒。”

经过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一个
个患者走出新冠隔离病房。

辽宁医疗队进驻南漳县人民医
院一个月的时间，南漳县实现了“新
冠”清零。

“嘿 小伙子 生日快乐”

在南漳期间，高强度地工作、长
时间地穿戴防护服口罩面罩、频繁地
接触消毒剂让张睿开始皮肤过敏：

“防护服里和脸上的皮肤非常痒，只
能忍着，每个班都得忍六小时以上。”

而最让张睿不忍的是对家人的
思念。

“我是警医家庭，爱人是一名民
警。我支援湖北，他也在家乡抗疫。
孩子就只能让家里老人帮着带着。
幼儿园和兴趣班的网课打卡成了老

人的大难题，经常因为不熟悉电脑手
机程序漏课。这让我心里总是觉得
愧疚，亏欠孩子。”张睿表示。

3 月 5 日是儿子六岁生日，“之前
的每个生日都是我陪着他过的，这是
我不在他身边的第一个生日。孩子
特别懂事，之前和孩子视频时，他都
是鼓励我，让我不要担心他。那天视
频时，他忽然哭着说‘妈妈，你回来陪
我过生日吧，回来吧，我不要妈妈当
医生了，也不要妈妈当英雄了’，我就
赶紧把话岔开了。”说起这个情节，张
睿声音依然颤抖。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趴着
云朵上认认真真地选妈妈，他们挑中
了你，才会来到你身边做你的孩子。
你挑中了我，你就是上天给我最好的
礼物。嘿 小伙子 生日快乐！”当晚，
张睿在朋友圈发了给儿子许愿、比
心、加油的图片，并配上了上面的文
字。

“脱下白衣，我是母亲、是女儿、
是妻子，是你们身边再平凡不过的朋
友；穿上白衣，我们就要面对病魔战
斗，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千里驰
援，辽宁医护人员以生命守护生命，
奋战在医疗救治、疾控一线，传递辽
宁经验、奉献辽宁力量、书写辽宁担
当。很高兴，我是这驰援湖北的辽宁
医疗队中的一员。”

3 月 21 日，张睿结束驰援任务返
回家乡。

“返程时，南漳人民的夹道欢送
我们；飞机在桃仙机场降落，过水门
时，我看见了彩虹！我们踏雪去，花
开归。有幸今年过了两个春天。”张
睿说。

返沈后，在宾馆隔离休整期间，
张睿开始在朋友圈倒计时，从 3 月 23
日的“13”到4月4日的“1”。

“这是我给亲朋好友的倒数，我
胜利回到家乡了，我终于又可以是母
亲、是女儿、是妻子，是你们的朋友
了。援湖北这些天，我最大的收获就
是更懂得了珍惜。”张睿说。

虽然在襄阳、南漳战斗了那么
久，这里依然是张睿不熟悉的城市，

“之前都是医院宾馆两点一线，接触
的也都是患者”，张睿对于南漳的印
象，依然停留在南漳人民政府官网上
的介绍：南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
水以南，荆山山脉东麓……南漳是楚
文化的发祥地，是三国故事的源头，
也是和氏璧的故乡，这里曾孕育出和
氏璧的千秋史话。

“我答应孩子了，来年春天，带着
他一起，再去襄阳、再去南漳！”张睿
说。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一个月 他们让南漳“新冠”清零
逆行天使

见证屈辱与辉煌：从横滨正金银行到工行中广支行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生活的城市，

很多银行依托着鲜为人知的老建
筑。建筑不仅是艺术，更凝固着城市
历史，传承着城市精神。银行所在的
老建筑背后都是值得讲述的故事。

中山广场建筑群中，在中山广场
的西南角，有一家老银行——横滨正
金银行奉天支行旧址，现为工行沈阳
中山广场支行。

始建于 1924 年的横滨正金银行
奉天支行，1925 年竣工，建筑面积
1558平方米，这座漂亮的建筑将典型
欧洲古典与日式建筑相结合，体现出
简化的欧洲古典复兴建筑特点。建
筑外在沉静庄严，恢弘大气内部大堂
富丽、华贵、典雅。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是一家半官

方性质的外汇专业银行，也是执行日
本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政策的对外
贸易银行。成立于1880年，在横滨设
总行,资本300万日元,后逐步增加到1
亿日元。创办时，日本政府除投资1/
3 外,还存放数百万日元。1882 年日
本银行成立，又为它提供长期低利贷
款2000万日元，并以极低利率贴现它
的外汇汇票，全力支持它在国外金融
领域的竞争力量。

1893 年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
分行，以后又陆续在香港、天津、北
京、大连、沈阳、汉口、、长春、哈尔滨
等地开设分支行。作为日本政府的
对外贸易银行，除了以上海为中心，
致力于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汇兑银
行外，还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国

策，处心积虑地在中国东北扩展金融
势力，发行大量钞票。

受 日 本 政 府 的 特 殊 优 惠 和 保
护。横滨正金银行于 1905 年在沈阳
中街设立奉天支店，1921年迁入日本
租 界 ，1925 年 10 月 迁 至 中 山 广 场
西侧。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下

的横滨正金银行等日本银行以 2.4亿
元资金发行了 354 亿元货币，对中国
进行经济侵略。尽管日本并非资金
充裕的国家，但正金银行对中国也进
行了资本输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俄、德在华侵略势力削弱，日本在华
银行势力扩展迅速。1937 年日本帝
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占
领军的庇护下，正金银行加强对日占
区金融的支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
发，它又接管英、美在华银行，致力于
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指导与策划；以大
量资金资助日本在华的大企业开发
资源，收购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
的目的。1944 年日本关东军所需军
费改由当地筹措后，横滨正金银行更
成为日本政府掠夺沈阳乃至全东北

财富，解决军费供应的特殊银行。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横滨正
金银行奉天支店解散。新中国成立
之前，此处曾为远东银行。

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人民银行
中山路办事处。1958 年更名为中国
人民银行中山广场分理处。1985 年
成为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中山广场
分理处，1994 年更名为中国工商银
行沈阳市中山广场支行。 该建筑于
1996 年被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确
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工
行曾对办公楼进行过装修改造，除
内部装饰略有改变，外表的建筑和
风格保持原样。今天工行中广支行
的外汇业务依然可喜，但性质却大
相径庭。

红色金融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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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睿刚下夜班又接着一个上午班，工作并不轻松。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