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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月 19日，
我和队友们受到了省卫健委的通报
表扬。2月29日，我和另外8名队友
被组织批准“火线”入党，这是我一生
中最骄傲与光荣的一天。

按照要求，援助工作满一个月
可以进行休整，但我和队友们请战
继续坚守岗位。3 月 5 日，我们在

“请战书”上签名并按上指印，继续

在武汉抗疫最前线并肩作战，直到
今天回到市里。58天里，我参与救
治的患者有57人康复出院，看着他
们一个个康复出院，我很欣慰。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工作
之余好好陪陪家人，特别是我的女
儿，她今年10岁，上小学四年级。我
离开平顶山时就有半个多月没见孩
子了，今后我要好好地陪陪她。

参与救治的患者已有57人康复

在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穿着厚
厚的防护服，每做一个动作都要费
好大力气，面对面说话几乎都是用
喊的。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一进
病房就啥都忘了，眼里只有病人。

有一位腿部截肢的新冠肺炎
病人转到我们所在的病区时，在外
科工作过的我，主动给患者换药。
平时十几分钟就能换好的药，在穿
着防护服、戴着三层手套和两层口
罩的情况下，用了一个小时，换完
药我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每天最开心的就是看到病人
出院。“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你们伸出援助之手”“你们给了
我们活下去的信心”……每当看到

一封封充满着感激之情的书信，我
都特别感动。3月25日，我所在的
病区正式闭区，内心感慨万千。近
两个月来，我们病区共收治危重症
患者70名，已有54名患者康复出
院，为 9名患者办理了转科手续。
50多个日日夜夜，其间种种，值得
我回味终生。

在医院，每天最想念的是家
人，尤其是儿子，从断奶开始都是
我带着他，这是我们分开最久的一
次。每次视频他都会问我在哪里，
我说在为小朋友看病。今天终于
回家了，看到家人，心情特别激动，
正是有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才
能安心在前方做好抗疫工作。

最开心的是看到病人出院

拨云手指天心月
白衣执甲英姿飒

队长康茹：救治的患者已有57人康复

□本报记者 王春生/文 彭程/图

昨天下午，在平煤神马集团职
工休养院，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英
雄归来欢迎仪式结束后，该医疗队
队长康茹被众多亲友、同事围拢。她
说，此次参加援鄂医疗队，与队员一
起救治了很多病人，她深感荣幸。

康茹今年38岁，是市二院感染
性疾病科主管护师，已在护理岗位
工作了18年。今年2月2日，康茹加
入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并成为队
长。在赴武汉抗疫的58天时间里，
康茹参与治疗的患者中，有57人已
康复出院，她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而

“火线”入党。

康茹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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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市二院感染性疾病科立即
进入一级状态，作为发热门诊前沿
阵地的一名医务工作人员，我每天
需要全副武装，协助护士长做好外
围协调、培训指导临时抽调人员、清
洁消毒、废物处理等工作。因为怕
上厕所浪费隔离衣，值班时我从来

不喝水。
疫情日趋严峻，我毫不犹豫地

递交了请战书，决心成为我市援鄂
医疗队的一员。2月1日，省卫健委
传来号令，我剪掉心爱的长发，和其
他队员经过简单培训后迅速集结。
2月2日上午，我们踏上了驰援武汉
的征程。

义无反顾赴前线

我们医疗队援助的是华中科技
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这里收治的都是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作为医疗队队长，我深感责任
重大，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我要保证
把所有队员平安带回去！

初到武汉时，紧张的抗疫气氛
和严肃的战前培训让大家有些惶恐
不安。进入病区后，新环境、新工作
流程、新仪器、厚重的防护服、近视
镜叠加护目镜和面屏、三层乳胶手
套……我和战友们克服困难和压
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为了缓解队
友的紧张心理，我总是一边提醒大
家严格做好防护，一边鼓劲儿加油。

防护服内满身的汗水、脸上深
深的印痕、耳朵牵心的勒痛以及护
目镜里的“雾里看花”，渐渐成为我
们的日常。输液、换药、静脉采血，

守护病人成为我们的习惯。
重症患者没有陪护，我和队员

们不仅要时刻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还要做好记录，监测生命体征，照顾
他们的日常生活。打水、送饭、清理
排泄物，常常累得筋疲力尽。

我管理的患者中有一位 70 多
岁的阿姨，每次上班，我都会帮她翻
身、拍背，教她在床上进行四肢功能
锻炼，以预防肌肉萎缩。3 月 4 日
晚，阿姨的高流量吸氧治疗仪撤出，
改为鼻导管吸氧，血氧饱和度为
100%。我替阿姨高兴，但并没有放
松警惕：每隔一小时就去帮她翻身，
持续心电监护记录各项生命体征，更
换尿袋，清理粪便，直到她安然入睡。

因为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
病人一般认不出我们，但这位阿姨认
得我，她说是听我的声音听多了。

即使全副武装，病人也能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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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尘土满征衣
凯旋只在春风里

感控专家曹飞：用心为大家提供防护

□本报记者 燕亚男/文 禹舸/图

昨天下午，得知曹飞要回来，
曹飞的妹妹曹向军、父亲曹杰带着
他的一双儿女早早来到平煤神马
集团职工休养院迎接。曹飞是市
一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
部书记、医院感控科的主任。

下午3点多，当曹飞随着医疗
队出现在欢迎仪式上时，6岁多的
曹晨一和妹妹都伸着头在人群里

寻找爸爸。68岁的曹杰也踮着脚
寻找，看到儿子曹飞，他不禁红了
眼眶，说：“孩子特别想爸爸，每天
都喊着曹飞的名字，视频时也说要
去武汉找爸爸。”欢迎仪式结束后，
曹晨一把自己画的画送给了爸爸，
上面是爸爸在医院楼前跟病毒对
战，旁边还有救护车。曹飞看到家
人特别激动，却只能远远地对儿子
说：“等爸爸把小朋友的病看好了，
再去接你。”

曹飞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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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上午 10点，我当时正
在医院给市传染病医院的医生上
培训课，突然接到要去武汉支援的
通知。11点30分就要出发，课程结
束后，我赶忙回到科里进行工作交
接，同时给家人打电话帮我准备衣
服。由于时间仓促，我只简单带了
几件衣服和电脑就出发了，去机场
的路上才给远在新乡医学院工作
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

当晚 8 点多我们这支来自洛
阳、郑州、安阳等地共135人的医疗
队抵达武汉，当时正是疫情最严重
的时刻。等我们在酒店安顿好，已
经晚上11点多了，又紧急召开了工
作会，躺到床上都后半夜了。第二
天上午9点多，我们就赶到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7
东病区进行工作对接，当时医院有
51个新冠肺炎患者，18个病危，33

个病重，最多时上了15个呼吸机。
第一周时，我甚至做好部分队

员可能被感染的思想准备，因为大
部分队员都没有进过隔离病房。
时间紧任务急，我们只能冒着高风
险，边工作边培训。每天我带着队
员们到医院，帮他们穿上防护服、
护目镜等，送他们进入隔离病房，
再穿上防护服跟着他们进去，看到
谁的护目镜、鞋套掉了，就赶快补
救。等换班时，我再提前出来，帮
他们做消毒，接着给下一批接班的
队员穿防护服。压力很大，刚开始
一天最多也就休息三四个小时。

等队员们渐渐熟练后，情况才
有了缓解。作为随队感控专家，我
依然坚持对每班医护人员的防护用
品穿戴情况进行核查，并增加进入
病区的频次，以便发现医护人员可
能存在的暴露并及时处置。

最初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