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 禹舸/图

“晨晨，我是妈妈，叫妈妈……”
时隔50天，张亚平面对1岁儿子重复
着这样的话，却发现儿子只是朝她看
了一眼，就迅速地扭向别处，再也不
看她。

尽管孩子的保姆一再给孩子解释，
孩子仍然没有认出面前的人就是妈妈。
张亚平的泪水禁不住涌出了眼眶。

4岁的大儿子则摘了一朵野花送

给张亚平，并不顾一切冲过来，喊着妈
妈抱住她的腿。她不敢抱儿子，丈夫
上前把孩子拉开，孩子哇哇哭了起来。

这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第三批返
平抗疫勇士欢迎仪式上的一幕，令人
泪目。

张亚平是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
科医生。2月11日，作为我市第一批
援鄂医疗队的候补队员，她“强行”给
不满1岁的儿子断了奶，毅然踏上了
出征之路。

慈母赴鄂为家国
稚子牵挂念亲恩

张亚平：江城抗疫是我一生记忆

□本报记者吕占伟/文彭程/图

昨天下午3点半左右，在平煤
神马集团职工休养院内，擎着横
幅、旗帜、人名牌，在此翘首已久的
医护人员和家属终于迎来了自家
英雄的归来。

37岁的援鄂医疗队员刘艳辉
是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
简称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我省赴武汉第二批医疗队医师
组副组长。刘艳辉的女儿刘欣怡

看到爸爸下车后，激动地在人群中
喊“爸爸”。

合影时，戴着口罩的刘艳辉一
再叮嘱妻子王晶晶和女儿与自己
保持一定的距离。“你瘦了！”留着
平头、身材不高但很健硕的刘艳辉
望着眼前身材娇小的妻子说。

王晶晶是总医院的一名护士。
“我们都有两个月没见到你了。”王
晶晶嘴里嘟囔着，鼻子一酸，泪水夺
眶而出。刘艳辉叮嘱女儿在家好好
听妈妈的话，帮忙照顾好弟弟。

停杯投箸不能食
还家未曾忘大义

刘艳辉：我的心始终被患者牵着

C

刘艳辉的自述——

2月 2日，作为省级医疗队第
二梯队成员，我和我市15名队员奔
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们
支援的是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该院分12个病
区，以收治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为
主。我主要负责C7病区的诊疗安
排，是C7病区的诊疗负责人，一直

处于战时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刚到武汉，除了
面对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我们的
队员还遇到了心理和身体的不适，
焦虑睡不着觉的医护人员很多，还
有一些医护人员出现水土不服的
情况，好在这些问题很快就被克服
了。

到武汉后“压力山大”

在武汉期间，我印象深刻的患
者有两个。

3月上旬，一位80岁的老先生
有既往心梗病史，体内放有支架，
属于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例。交班
时，我听说这个病人没有力气，意
识比较淡漠。经过检查，我发现他
的肚子很胀，叩击有压痛、反跳痛，
这都提示患者存在急腹症。当时
是晚上7时，我跟同济医院的支助
中心联系后，8时30分，同济医院
来了两名医务人员，我们把老人抬
到床上，做了CT后，发现老人患有
肠梗阻，还有低钾血症。经过及时
补钾，老人病情得以好转。

还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
属于新冠肺炎的重症偏轻情形。
入院治疗9天后，他仗着自己年轻
加上思女心切，提出要出院，但他
还达不到出院标准，我们拒绝了他
的请求。情绪激动的他拿出一把

小刀想要威胁护士，当时我就开导
他：“你即使出院了，回去后要隔离
14天，还是不能马上见到女儿。”我
跟他聊了一个小时后，终于说服了
他。没过几天，他终于治愈出院。

刚到武汉的头两周压力真是
大，2月 19日，我们病区第一个病
例出院了，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
舞。往后的治疗越来越顺利，大概
到2月23日，病区迎来了从“人等
床”到“床等人”的转变，我们的治
疗压力大大减轻。

从2月2日到2月28日，我们
负责的C7病区共计收治危重症、
重症新冠肺炎患者60人，为10名
重症患者办理了出院手续。

经过53天的持续奋战，抗疫
取得重要胜利！3月25日，我们所
接管的病区正式关闭。当天下午
进行病区终末消毒后，队员进入休
整状态，为返程做准备。

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我是二院呼吸科一名主治医师，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儿子4岁，
小儿子1岁。

我是我们科两名党员中的一
个。疫情发生后，我就向党组织递
交了请战书。但组织上考虑我在
哺乳期，有些犹豫。所以 2月2日
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出发时，我没有
赶上。

随后，我又写了请战书，表示已

安排好孩子，做好准备了。为了能
全身心投入抗疫，我剪掉了长发，并
为小儿子断了奶，小儿子当时差几天
才满1岁。

当天，我和来自全省的11名队员
一起驰往武汉，一路上气氛有点凝
重。当傍晚抵达武汉的时候，看到原
本应该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我有点后悔没有写遗书。但是既然
来了，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有点后悔没有写遗书

张亚平的自述——

在武汉的日子，最牵挂的是孩子
和父母。不轮班的时候，我和孩子视
频，逗他说话，生怕他把我忘了。没
想到，回来的时候，他还是把我忘了，
那一刻心里真的很难受。可是，孩子
长大就会明白的。相信将来谈起这
段经历，他们会为妈妈感到自豪的。

我父母很感性的，我在武汉都不

敢跟他们视频，怕他们看着我难受。
我知道父母的心每天都是揪着的，现
在我平安回来了，他们的心也该放下
了。

最大的感受是，这次抗疫能够取
得胜利，离不开国家的强大。参加这
次抗疫一点也不后悔，幸亏我来了，
否则将是一辈子的遗憾。

不来将是一辈子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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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武汉的第二天，接受防护培
训后开始上岗。我们被安排在华中
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我和队友服务的病区50多张床
位住满了，全是重症或危重症患者，
很多是聚集性发病。因此，除了医
学上的救治，心理上的疏导和支持
也很重要。

我们病区第一个病人治愈出院
时，正好我值班，我送他出院时，拍了
一个短视频，后来被选入同济医院宣

传片了。这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
出院的时候，给我们写了一封真挚的
感谢信。

我们病区最后一个病人也是我
参与救治的，他是一名50多岁的男
子，刚来时非常焦虑，治疗过程很曲
折，但最终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一
次，我外出买药的时候顺便给他买了
两盒药，他非要给我钱，我没要，全国
那么多人为武汉捐款捐物，这点事不
足挂齿，他非常感激。

武汉人是特别知道感恩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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