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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瑛瑛

2月5日，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派出第二批
4名队员增援武汉，他们和医院第
一批派出的5名队员一起参与新冠
肺炎的救治及转运工作。这4名队
员分别是该院急诊科医生王延召、
护士张青、救护车司机李军周和担
架工王世民。

不负重托，坚决打赢
转运战役

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根据湖北省防控工作需要和国
家卫健委的要求，总医院第二批4
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后，负责新冠
肺炎病患的转运工作。

52岁的李军周曾参与过 2003
年的应对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
时的抗震救灾，有着丰富的经验。
虽然年过五旬，但他还是毅然奔赴
前线：“我有经验，各种流程都熟悉，
孩子也上班了，没啥牵挂。祖国有
需要，我必须站出来、顶上去。”

张青说，他们 2 月 5 日下午两
点多到达指定地点——武汉市急救
中心。晚上 9点 40分，接到通知，
要进行紧急集合培训。4名队员在
两分钟内穿戴整齐，跑步到培训点
学习。大家学习完个人防护用品的
穿着流程和相关防护注意事项后，
已经是夜里11点多。

2月6日下午两点多，队员们接
到转运任务命令。李军周迅速布置
任务，因为这是他们来武汉第一次
接的转运任务。大家马上在救护车
上进行出车换装准备（手消毒、戴手
套、戴帽子、戴口罩、穿防护服、穿隔
离服、戴护目镜、戴面屏），3分钟穿
戴整齐。急救中心下达出车指令

后，他们的第一次转运战役正式打
响。

这次的任务是从武汉市第九医
院转运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到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他们的车上
拉着两名重症肺炎患者。

2月8日上午，队员们又一次接
到转运任务，11点10分，从武汉市急
救中心出发，向火神山医院转运患
者。下午4点多，出诊返回的王延
召脱掉防护服、护目镜，他的眼眶四
周，护目镜勒出了深深的印记。王

延召说，他们一定不负重托，坚决打
赢转运战役。

困难面前,大家坚信
春天必将到来

刘艳辉是总医院第一批派出的
医疗队员之一，也是河南支援湖北第
二批医疗队副队长。他说，经过数日
工作的有序开展，河南省医疗队各项
工作已经步入正轨，但他心里清楚，
当前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等待大
家的仍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2月7日凌晨3点，刘艳辉又一
次出发走进病房。“这些天，说不疲
惫是假的，但斗志一直处于一种昂
扬的状态。我们坚信终将战胜疫
情，至春和景明时节，于山花烂漫之
中，当可见我们这些可爱战士的盈
盈笑颜”。

当日，刘艳辉值的是凌晨3点到
上午9点的夜班，等他从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回到酒店时，已经是中
午11点多。“我们今日的坚守都是为
了以后的团圆，今夜武汉无眠，全国

各地无数个像我们一样割舍‘小家’
的白衣战士，都在抗疫一线上奋斗
着，挥洒着自己的汗水。暂时‘小
家’的别离，终将换来祖国这个‘大
家’的康健、繁荣。”刘艳辉说。

每天，护理队员脱掉防护服后，
分体衣都被汗液浸湿，但护理队员
们都无怨无悔。总医院的4名护理
人员，不管穿上防护服后有多胸闷，
全都坚持到最后下班，无一人因胸
闷不适而中途退却。“这彰显了我们
总医院医护人员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风采。”刘艳辉说，在武汉
工作的这段时间，各方面已趋于成
熟，大家有信心、有能力完成组织交
给的任务。

“进入隔离病房前，我们先要穿
上防护服。这是我们的‘盔甲’。穿
上这身‘盔甲’，不说做护理工作，就
连走路都困难，还没进入隔离病房，
护目镜上就会有一层哈气，但我们
必须克服困难，因为里边有需要我
们的患者，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总医院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员
吉亚芬说，她和另外两名队员负责
24张病床。在平时，这些工作量根
本不算什么，但此刻，因为戴着两层
乳胶手套，手指不灵活，测指尖血糖
时拿个试纸条都需要5分钟。比如
采血，以前平均两分钟就能完成，现
在甚至需要20分钟。

3个小时，汗水就会湿透衣服，
眼睛和鼻梁被眼镜和护目镜压得没
了知觉，内层乳胶手套湿得难以脱
下。吉亚芬说，之前她担心上卫生
间的事，根本不敢喝水，再加上大量
出汗，所以差不多20个小时了还没
有小便。虽然大家有心理准备，但
形势比他们想象的更严峻。面对各
种问题和困难，大家仍信心满满，因
为冬天终会过去，春天必将到来。

总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走上战“疫”一线

□记者 牛瑛瑛/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市中
医医院药学部了解到，自从1月27
日河南省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方
案颁布后，该部的工作人员一直加
班加点忙着赶制中药预防饮片（如
上图），以方便一线和市民用药。

据介绍，为应对疫情，作为我
市唯一的一家国家三级甲等中医
医院，市中医医院主动担起社会责
任，在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他们把
精心煎制的预防中药制剂及时地送
到我市一线医护及防控人员手中。
为保障市民用药，该院药学部加班
加点储备赶制中药饮片，并根据省

卫健委推荐的中药预防处方精心调
配。最多时，他们一天要加工调配
6000多副中草药饮片，由于工作量
大，药学部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时间，
及时完成中药饮片的调剂。

在此，该院专业人士提醒市
民，在服用中药饮片预防的同时，
还要在生活调节方面注意以下几
点：1.心平气和，清心勿躁。2.清淡
饮食，适当增加新鲜的蔬果，少食
或忌食油炸、熏烤、辛辣之品。3.保
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戴口
罩。4.按时作息，避免熬夜。5.开窗
通风，室温不宜太高，保持室内空
气湿润。6.适度锻炼，可进行适当
有氧运动。

市中医医院
加班加工中药饮片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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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返平人员，先上报
后隔离”。作为一名 1月 26 日从
南阳返平的人员，看到新华区西
高皇街道中央花园社区粘贴在春
华国际茗都小区的宣传页后，我
心想，自己是不是被“嫌弃”了？

其实，我也接到了单位领导
的通知——返平后自行居家隔离
14天，每天两次上报身体状况和
体温。后来，我也在小区微信业
主群里看到邻里在讨论社区工作
人员晚上10点钟还在辛苦地逐楼
逐层逐户敲门了解统计重点地区
返平人员信息。考虑社区工作人
员的艰辛，也本着对小区邻里负
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我主动详
细地向中央花园社区汇报了自己
的具体情况。

自我隔离感受温情

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孔培
学主动联系我，向我宣传讲解疫
情下生活注意事项，要求我配合
社区工作，以后他每天都会询问
身体状况和体温监测，还会提供
个人生活必需品代购代送的服
务。

坚持两天后，家里的食物和
必需的生活用品告急，于是，我就
电话告知孔培学需要代购，谁知
不到20分钟就听到了敲门声。我
打开门，只见他戴着口罩，告诉我
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都采购好了，

都是经过挑选的新鲜菜，有清单
可以查看，并再次叮嘱我安心居
家隔离，有什么需要尽管提，他会
尽最大努力照顾好我。此情此
景，这些朴实的话语瞬间温暖了
我。独自闷在家里两天了，作为
一个被“嫌弃”的人，社区工作人
员的工作效率、朴实的话语、细心
为人的细节都让我感到温暖。

突然发烧被送医院

在2月2日的一次测体温时，
我莫名地发现自己体温达到37.6
摄氏度。当时，我也蒙了——也
没感觉什么特别异常啊，能吃能
睡，浑身有劲，怎么就低烧了呢？
我把这一情况如实向社区汇报，
并把我嗓子干疼、红肿的照片也
发给孔培学。他一边安慰我，一
边联系社区卫生室的大夫帮忙分
析情况。在综合分析后，社区逐
级向上反映了我的情况。当天下
午，社区党支部书记沈亚男协调
来了120救护车，由西高皇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朱琳和孔培学全程陪
同和帮助，接我去医院检查。

救护车来之前，朱琳和孔培
学都安慰我不要紧张，说只是去
医院检查一下。随后，我坐上救
护车配合着去市二院检查。救护
车走出小区后，朱琳和孔培学都
跟我联系说，他们在后面步行去
医院，帮助我完成各项检查，会一

直陪着我。
当天市二院发热门诊人比较

多，都是发烧、咳嗽、嗓子疼症状
的在就诊，我感到十分恐惧，躲避
在门诊大门外几米远处。其间，
朱琳和孔培学不断和我联系，让
我不要恐慌，说他们在路上，很快
就能到医院。最后，他俩陪我一
起进了发热门诊室，并向大夫说
明了我的情况。

经过血检、鼻内病毒检测、胸
部CT检查，医生诊断我是受凉感
冒。大家紧张悬着的心终于可以
放下了，他俩也把这个好消息立
即向社区反馈，说他们也在焦急
地等消息呢。

此时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我
考虑着朱琳和孔培学很辛苦，让
他们回去，他们却坚持要送我回
到家。一路上，我们轻松地聊了
很多话。最后，两人让我把检查
的结果在小区业主群给大家告知
一下，以免引起小区邻里的恐慌
和胡乱猜测。

在严峻疫情下，新华区西高
皇街道办事处以及中央花园社区
工作人员的强烈责任心、敢于担
当作为的作风、踏实为民的种种
细节让我感受到无尽的温暖。我
坚信有千千万万个朴实为民的一
线防控人员为民守卫，我们一定
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李成俊 讲述 魏应钦 整理）

突然发烧，我没有被“嫌弃”
——一位从南阳返平市民的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