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预警病魔的
李文亮医生

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同同舟舟共共济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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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多吃上晚餐
凌晨2点才结束工作

上海两支国家救援队进驻武汉“方舱医院”的幕后故事

    “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位

都是战士！ 你在家里不是隔
离，而是在战斗。你觉得很闷

吗？病毒也被你闷死了啊！ ”

上海市医疗救治组组长、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昨
天再度语出惊人， 一如既往

的机智、幽默、智慧。

“再闷两个礼拜。 ”张文宏
几乎给我们拟定了战胜疫情

的时间表———就两个礼拜，我
们胜利在望。 现在大家就继续

闷在家里，孩子在家学习，大人
减少外出，老板能不开工就不

开工，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
献，是对战胜疫情最好的助力。

因为，我们也是战士。

“再闷两个礼拜。 ”真的很

艰难，但是，我们众志成城。真的很憋屈，

但是，我们期待大地回春。黎明前的战斗

是最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张文宏用了
一个相当累心的 “熬” 字。 我们不但在

“闷”，更是在“熬”。

对于病人来说， 在没有特效药出

来前，熬过两周，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就
会被调集起来。 对于我们每个闷在家

里的普通市民来说，熬过两周，我们千
千万万居家没有外出的 D， 就可以让

隐身的 B自己跳出来。 这不正是这几
天我们大家都在反复推演的谁是

ABCD“谍战大片”吗？

“再闷两个礼拜。 ”我们利人利己，我

们大爱无疆。我们正用“熬”的毅力和勇气

“闷”死病毒。疫情防控，宁可万防一空，不
可千防一漏。 大疫面前， 绝不能心存侥

幸， 或对专家的忠告和政府的劝阻置若
罔闻，甚至隐瞒踪迹。 把自己闷在家里，

是为了降低疫病传播的风险，是对防病抗
病科学的尊重，是对生命的敬畏。闷，体现

的是每个市民的社会责任， 更是一个人
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德的最好表现。

诚然，我们闷得很寂寞，我们熬得
很无为。 正如庄子所言：“故曰，夫恬淡

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质也。 ”

天地之平，道德之质，或将就在这最
后两周的“闷”与“熬”中拨云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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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亮已逝，战斗未止！ 李文亮生前的作为
和心愿，就是阻断疫情魔鬼肆虐，保我同胞健
康。 我们必须继续抖擞精神，坚决遏制住疫情
蔓延势头，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央
视今晨在《战胜疫情魔鬼 告慰李文亮医生》的
文章中写道。

“去年 12月，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很
有限，李文亮能够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率先在专
业人员的范围内拉响警报， 这是他高度专业性
表现的一部分。在人们后来的追述中，发现他在
平时的工作中就展现了令人尊敬的医德。”环球
时报发表社评：向李文亮医生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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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怎

么做？ 目前紧迫的医疗问题，如何
解决？

今天上午 8时，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赴湖北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领队、 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

准时和当地的 5 家医院及后方支

援的医院围绕这三个问题讨论。 在

“方舱医院” 这么大面积的环境下
展开救治，对于病人和医护人员而

言，都是不小的挑战。 “指挥部署”

的过程告一段落后，医生和护士穿

上防护服进入现场。

华山医院赴湖北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
院的中国国际救援医疗队 （上海）

已分别在武汉“方舱医院”所在地
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开始了病人

收治工作。 这段时间，前方情况如
何？ 患者和医护人员的生活又是怎

样的？

这段时间怎么吃?
吃什么？盒饭。洪山体育馆的

伙食很简单。每天，这些盒饭都会

被送到现场。“我就没有吃上过热
的。”马昕笑称。因为病人的收治

工作需要医护人员即时进行，准
时送来的饭菜，往往不能被准时

享用。在东方医院中国国际救援

医疗队（上海）所在的武汉客厅，
医疗队领队、东方医院副院长雷

撼同样在晚上 8点半，才吃上了
晚饭。

除了吃饭时间不定，吃饭的
地点也很不确定。“前天我们就在

帐篷区域、马路上，或者场馆空旷
的地方站着吃。”

“这次我们是一整个建制过
去了，队伍里甚至还包括了厨

师。”马昕出征前曾透露。完备的
后勤力量，为治病救人的医护人

员提供了便利。
因为自带厨师，华山医院的

医护人员可以加餐喝上一碗热

粥。“晚上喝一碗暖暖的皮蛋瘦肉

粥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马昕
笑道。

这段时间怎么住?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睡在车

上，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医疗

队还是住进了宾馆。
入住的第一时间，为避免发

生“一个医务人员感染，其他人跟
着被感染”的情况，随队的华山医

院工程师第一时间改变了宾馆的

通风系统。
东方医院中国国际救援医疗

队（上海）抵达武汉客厅不久所做
的第一件事，也是改。

“方舱医院可能是中国首创。”
雷撼说，“场内的 1000张床，摆放

比较密，也没有分区。我们就地给
了意见，把床之间的空间扩大，加

设了一些桌子和分区的隔板。”
另外，“方舱医院”空间大，但

不能开空调，医护人员身上贴了
暖宝宝，患者的病床上，则配备了

一套电热毯。

这段时间怎么做?
“还是比较累。”两队的医护

人员有着相似的体验。

到达当地后不久，两支队伍
以最快速度把帐篷、设施和各类

物品摆放好，陆续开了会。在常规
的医疗观察和医疗救治工作外，

开会和培训也必不可少。

“前晚忙到 11 时，我们已收
治了将近 500个病患。按以往野

战医院的经验，这个数字应该算
多的。”马昕昨晚透露。

日常工作中，医护人员的很
大一部分工作，是给患者进行心

理辅导。“3分治疗，7分安抚。”雷
撼这么总结。

马昕表示，“方舱医院”除了
便于患者隔离，也为患者之间提

供了交流场所。“患者会互相在微
信上分享一些已经治愈的案例，

互相鼓劲。在这里治疗的患者病
情相对来说比较轻。”马昕说。

这段时间怎么回?
“昨晚 9时，我们开始收治患

者。第一批患者 300人左右，也就

是一个医生管 60张床。”雷撼透
露。在洪山体育馆，医护人员的工

作压力也不小。加上病人的临时
需求，医护人员常常凌晨 2时左

右才可以稍微闲下来，准备回到

住处。
然而在这个时候，武汉当地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打到出租车
了。

华山医院医疗队的每辆车都
配备了 2位司机，他们这时就发

挥了作用。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一

个很好的后勤保障队伍，医生护
士后方的事情根本不用多管，只

管安安心心工作。”马昕说。凌晨
两三点，这些后勤人员将前往现

场，将刚刚下班的医护人员接回
住处。

见习记者 张泽茜

    他说自己康复后还是要上一

线的，现在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
逃兵。

这个最质朴的愿望，却再也没法
实现了。因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
抢救无效，李文亮于 2020年 2月 7

日凌晨 2时 58分去世，年仅 34岁。

这个晚上，有多少人为了一个
年轻的医生彻夜未眠？人们曾那么

期盼奇迹的到来，可这次的失望却
痛彻心扉。

他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医
师，他是 2019年 12月最早预警这

场危险病魔的 8名医生之一。

他最早发出预警
也许，这样的开年经历，他从不

敢想象。

李文亮是辽宁人，2004年参加
高考并报考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七年

制专业，在厦门短暂工作 3年后，重
返江城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至

今。2019年 12月 30日下午，李文

亮试图将工作中获知的危险告诉同
学，“华南海鲜水果市场确诊 7 例

SARS”他发在了大学同学群里。或
许是觉得不够严谨，他补充道：正在

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
人亲人注意防范。

2020年 1月 1日，武汉警方发
布通报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

情况下，在网上发布、转发不实信
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

调查核实，传唤 8名违法人员，并依
法进行了处理。两天后，李文亮收到

了警方的训诫书，警方认定“华南海

鲜水果市场确诊 7例 SARS”的言
论，不属实。

这没有让他停下作为一名医
生的脚步———从 1月 7日开始，李

文亮也参与到收治肺炎病人的工
作中。但他 1月 10日中午开始咳

嗽，一天后发烧。12 日，他由医生
变成了病人。23日，医院号召党员

报名，支援汉口医院，投入抗疫第

一线，他在微信群里回复：“我好

了也报名。”1 月 28 日，最高人民

法院为武汉 8位“造谣”者正名，
但此时的李文亮已经在武汉中心

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
受隔离治疗。

他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今
年 2月 1日：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

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爱追剧 也憧憬美好生活
很多时候，李文亮像个邻家大

男孩，他喜欢虎扑足球、喜欢电子产

品。他和大家一样在网上追剧，期待
《庆余年》出续集。他在广州“小蛮

腰”下的灿烂灯火里，说出那句“新

年好”。颈椎病困扰他很久了，有时
碰到患者多了，他不免也会有些急

躁，不过一根炸鸡腿就可以安慰他，
“看着就好有满足感，人生到达了巅

峰⋯⋯”碰到车厘子贵了，他会调侃
一句“吃不起”，夜班餐美味的鸡蛋

灌饼，也能让他发出“不经审视的人

生是不值得过的，希望大家都能实
现自己的价值”的感慨。
他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憧憬着

美好生活。他打算带妻子去体验长

城的浪漫秋日；有时也想逃避工作，
不想上班⋯⋯

此前入院经过治疗，李文亮的
核酸显示阴性，不过仍呼吸困难，无

法活动，父母也在住院中。让他感动
的是，病房里看到了很多网友的支

持和鼓励。“我的心情也会轻松一

些。”他告诉大家，“我没有被吊销医
师执照，请大家放心，我一定积极配

合治疗，争取早日出院。”

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
李文亮曾告诉媒体自己感染新

冠肺炎的经过：1月 8日，他接诊了

一位 82岁的女性患者，就诊的疾病
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当天食欲不

佳，但体温正常。他说，平时接触患

者也没有做特殊防护，病人来的时

候也没发热，就大意了。不过，第二
天中午，病人就发烧了。查肺部 CT

提示是“病毒性肺炎”，其他的各项
指标都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的标准。

不过，因为医院还没有用于检测确
诊病人的试剂盒，当时并没有给她

确诊。“她 1月 8日住院，我 1月 10

日就出现了咳嗽症状。随后我的病
情也发展出现严重症状，并住进了

重症监护室。”
李文亮觉得，自己当时只是想

提醒同学注意，并不想引起恐慌。他
在群聊时还上传了一张检测报告

单，其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中检出
“高度置信”阳性指标的有 SARS冠

状病毒、铜绿假单细胞、46种口腔/

呼吸道定植菌。“我觉得健康的社会

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他说，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

反对我而言不那么重要了，公道自
在人心。

因为李文亮的提醒，他的一些
大学同学开始做防护，开始买 N95

口罩，也穿起了防护服。正是这些物
品在疫情爆发之初保护了他们，也

在物资短缺时解了燃眉之急。
今天上午，武汉市政府网站发

布公告———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
生，因感染新型肺炎，经全力抢救无

效不幸去世。我们深表哀悼，万分惋
惜！对其坚守一线抗击疫情表示敬

意，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

李文亮的战友们在病房外鞠
躬，为他送行。

本报记者 郜阳 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