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妻报名加入转运队

2020年初，沈阳市急救中心决定
成立疫情转运队，负责转运新冠肺炎
确诊、疑似患者。

刘永欣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加入
转运队。“一开始大家对疫情不是很
了解，很多人内心还是很恐惧的。
而且一线的医生护士也有自己的工
作，所有我们各个分站的站长就全
部主动加入了转运队，承担起这项
工作。”

那时，殷红还在急救中心急诊工
作，暂时没有加入转运队。“后来国外
输入风险加大，我就被抽调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

从去年 3 月份开始，殷红就驻
守在机场，负责入境人员的转运工
作。

去年 6 月份，沈阳市急救中心筹
建浑南一分中心，殷红成为浑南一分
中心的站长。去年12月末，沈阳转运
任务加大，殷红作为站长也加入了转
运队。

最多一天工作 20小时
连续转运12次

刘永欣介绍，本次疫情沈阳急救
中心共有 14 个转运小组。“每个小组
由站长、护士长和司机班长组成，每
三天排一次班。”而这次疫情期间，他
们除了要转运新冠肺炎确诊、疑似患
者外，还担负起中风险小区居民的急
救转运工作。“比如说封闭小区内有
人需要透析、有的老人在这期间因摔
倒骨折、有的儿童感冒发烧、还有的
孕妇需要去医院产检，都需要我们转
运队运送。”

最忙的一天，刘永欣连续工作
20 个小时，中间一顿饭都没吃。早
上 8 点接到第一个任务，他就一直在
路上，直到第二天凌晨 4 点，最后一
个任务才结束。“那天早上吃完早饭
上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8 点才吃
饭。”刘永欣说。“因为我们接完患者
把患者送到指定的医院后，我们需要
返回六院进行全面消杀。”转运人员
需要更换防护服，车辆也要全面消

毒。所以一次任务平均得花费 2 个
小时左右。

殷红最多的一天转运了 9 次。
“有时候车辆还没有消杀完，任务来
了，我们就是换车走，尽快完成任
务。”

一个月回家3次
取防疫物资夫妻才相见

除了要参与转运队的工作，刘永
欣和殷红还要负责各自站点的日常
工作。“有时候上完一个白连夜的转
运班，第二天休息一上午就得在各自
的站里进行日常工作。”俩人不在一
个转运组，所以休息时间也赶不上，
在家里见面的机会就特别少。

“我这一个月时间也就回过 3
次家。”刘永欣说。殷红回家的次
数多一些，但也是三四天才能回去
一次。

而去急救中心领取防疫物资就
成为俩人见面的机会了。“各分站站
长会定期去中心取物资，那时候我们
俩才能见上面。”

刘永欣说由于俩人一直都在急
救中心工作，上班的节奏压力都很
大，所以以前从来不会在下班时间谈
论工作的事情，下班在家就是放松。
但是此次疫情俩人都上转运队以后，
反而打电话时会经常沟通一些工作
中的事。“因为毕竟是转运患者和疑
似患者，我们一方在转运工作中发现
了什么问题，都会找时间打电话提醒
对方，让对方注意安全。”

女儿以父母为骄傲

刘永欣和殷红的女儿今年10岁，
上小学四年级。夫妻俩双双加入转
运队后，孩子就没人照顾了。殷红不
得已把孩子交给了自己的父母。“因

为年初我就已经在转运患者了，我的
工作是什么女儿非常清楚。”刘永欣
说，所以此次疫情中，女儿非常地懂
事。

刘永欣说转运期间，手机都是密
封起来的，而他们也戴着双层手套，
所以和女儿也不会频繁地打电话和
视频。“但是我女儿会很自豪的跟她
的朋友和我们家亲戚介绍我们的工
作，没有一点儿抱怨。”

没有爸爸妈妈的指导，女儿学会
了独自使用各种上课软件，自己在家
上课学得有模有样，打电话时也会跟
爸爸妈妈炫耀自己的成绩。

近几天，刘永欣和殷红的转运工作
告一段落，她们终于实现了一家团聚。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夫妻同是转运员 一天工作20小时
2020年12月23日，沈阳出现疫情，沈阳急救中心转运队再次冲上了第一线负责转运确诊患者及疑似患

者。在这些勇敢的急救人之中，有一对夫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沈阳急救中心浑南一分中心站长殷红和大
东二分中心站长刘永欣夫妇。

在转运任务中，刘永欣曾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执行转运任务12次。殷红也是连续奋战18小时，不间断
转运9次。由于在不同的转运组，他俩时间总是错过，一个月时间也就趁着去急救中心取防疫物资的时候见了
几面。

假期里，刘永欣和殷红也会带着女儿一起去旅游。 当事人供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
报道 在社区打地铺二十多天，爱
人手术不能陪 ，也一直无法与女
儿见面。

1 月 22 日，皇姑区明廉街道明
西社区博客地带小区终于迎来解
封。社区书记牛杰第一时间将好
消息分享给家人，“家人一直关注
着小区解封的事儿，他们也非常高
兴，女儿也非常期待跟我见面。下
周就能回家了”。

昨日上午 8 时，博客地带小区
的居民们走出家门，收到了来自物
业公司为居民送上的福字。

有的居民手举小国旗，一起歌唱
《我和我的祖国》，还有居民挥舞着扇
子扭起了欢乐的秧歌，博客地带小区
自2020年12月31日起园区封闭管
理，3000余名居民严格居家隔离，所
有园区居民经历了六次核酸检测后，
终于迎来了解除封闭的时刻，居民们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喜悦心情。
此时，社区书记牛杰内心除了开心，
更是觉得松了一口气。

牛杰在皇姑区明廉街道明西社
区做党委书记5年了，“明西社区流
动人口多，面积又大，辖区内有海鲜
市场和食品公司，给防控工作带来
诸多不利因素。作为社区带头人，
我必须冲在最前面，有条不紊地安
排好各项工作。”牛杰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从去年 12月 22日
接到命令，她每天工作20小时以上，
嗓子早已沙哑。她说：“我们辖区内
有4000多户居民，1万多人，重点管
控区域内有 1700 多户，不进不出。
每天安排这些居民核酸检测、给隔
离人员运送生活用品、为居民买菜
送药、帮助隔离人员饲养猫、狗等
等，确实非常忙碌”。

明西社区一共有十几位工作人
员，从去年 12月 26日至今，他们趴
桌子、睡小床、打地铺，始终吃住在
只有 8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1月 4
日，牛杰的爱人突发心脏疾病住院

手术，但身在一线的她，根本无法顾
及。爱人自己去做的手术，由朋友
帮忙去照顾。“从他住院到出院，我
们只通了三次电话。他怕我担心，
一直说没事儿，其实我心里愧疚，觉
得对不住他。还有我女儿，也只能
送到公婆家，由老人帮着照顾”。虽
然上周日，重点管控区域解除封闭
并撤销相应管控措施。牛杰可以回
家，但社区内的博客地带小区仍需
要封闭管理，防疫工作不能松懈，爱
人和女儿主动提出先不回家，继续
住在牛杰公婆家。

当得知博客地带小区终于迎
来解封的消息，牛杰第一时间给家
人打去了电话，“家人一直关注着
小区解封的事儿，他们也非常高
兴，女儿也非常期待跟我见面，下
周我就能回家了”。

主动出击与患者交谈，刻意放大
声音，加大肢体动作，有时候开个玩
笑，消除患者紧张情绪，也拉近了与
患者的距离；除了找医护了解患者情
况，还通过视频监控侧面观察患者。

由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大东分
院心理治疗室主任孟德军、李巍医
生、祝普鑫护士长三人组成的心理治
疗组，在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沈
阳中心隔离病房内成为了患者的“最
强心理助攻”，也是医护人员心理健
康的守护者。

1 月 22 日，记者采访了这三位医
护人员，向我们揭秘了他们在战“疫”
一线如何进行心理疏导工作。

孟德军介绍，心理治疗组每天都
会进入到隔离病房查房，与每一位病
人进行沟通交流。主要是为了解患
者的情绪有无波动、睡眠情况如何等
等，“这和以前在门诊和病房给患者
看病不同，那是他们主动上门寻求医
生的帮助，而在这里，我们需要主动
去发现患者的情绪，为了拉近和患者
的距离感，孟德军和心理治疗组的同
事们对患者“主动出击”：在交谈时刻
意放大声音，加大肢体动作，甚至开
些玩笑，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缓解
病房中的紧张气氛。“通过一段日子
不断地交流、接触、逐渐熟悉，患者们
现在都能够对我们敞开心扉，有时还
会主动寻求我们的帮助。”孟德军说。

同时，心理治疗组每天要和医生
护士去了解患者的情况。甚至还会
通过视频监控侧面观察患者，全方位
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如果发现某
位患者情绪有问题，再有针对性地对
其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其正确地宣泄
不良情绪。如果症状严重，还会给予
相应的药物治疗。”

从焦虑、恐惧、歇斯底里，到每次
看到来查房的医护人员都会鞠躬，每
天在手机上悄悄给医护人员写感谢
信，王大哥心理上的变化，源自医护
人员与他心与心的沟通。

“患病的压力、对死亡的恐惧、害
怕丢掉工作的担忧等种种原因使患
者产生心理障碍，随之带来浑身无
力、食欲不振、睡眠障碍等躯体化现
象。”李巍说，为了让王大哥尽快解开
心结，医护人员一点点接近他，听他
倾诉，不断开导、引导他的情绪。王
大哥渐渐从患病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人变得开朗，疾病也很快被治愈。

“王大哥说了，等回家一定要亲
手给我们做几道‘硬菜’，大家一起聚
一聚，看看防护服后面我们每个人的
长相。看到他的变化，我觉得我们所
有努力都是值得的。”祝普鑫说。

“很多患者都有愧疚情绪，还有
的会担心出院后会受到歧视。这给
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孟德军
说，有一位患者刚被确诊入院时得

知，居住的小区因为自己被封闭，感
觉特别自责，整日以泪洗面；还有的
患者看到网上消息，很担心自己出院
后受到熟人的歧视，经常惶恐不安，
焦虑、失眠，这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
疏导。“我们会为患者提供出院后心
理方面合理的防御机制，让患者更加
准确、理性地去应对这种心理状态。”

除了隔离病房的患者外，心理治
疗组还在守护着一线临床医护人员
的心理健康。

“面对病房内看不见摸不着却又
可能无处不在的病毒，这种未知的恐
惧会影响着每一个人；源自救死扶伤
的职业本能，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想做
得更好，让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出院；
封闭式的管理不能与家人相聚，对于
家庭的牵挂也成了很多医护的心结”
祝普鑫告诉记者，针对一线临床医护
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治疗组在
沈阳中心设立了心理干预咨询室，但
目前没有“接诊”一位医护人员。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最强心理助攻”
有时会和患者开玩笑

由左向右依次为孟德军、祝普鑫、李巍。 受访者供图

在社区打地铺二十多天 爱人手术不能陪

沈阳市皇姑区明廉街道明西社
区党委书记牛杰每天要接打大量电
话。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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