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志雄
    钟鸣作为国家新冠肺炎危重症

临床救治专家组专家、国家联防联控

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去年小年
夜出征武汉，“出生入死 75?”的他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抗疫英雄。但他坦
言，因为种种原因，在武汉还是留下
了“遗憾”，而这一次出征，却是不同

的心情。

“武汉的抗疫经历让我成长，回
来后不断反思和学习，同时国内各地

的疫情防控也更加有策略，医学界对
疾病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了，这一

次，我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钟鸣
说，这一波的吉林疫情中，有不少老

年患者，因此更容易转为重症和危重
症。经过一年的“交战”，钟鸣对新冠

病毒这个“老对手”已积累了不少经
验，对疾病的进展有了预见性，治疗

也更有效果了。因救治工作比较顺
利，他得以在年前就能回上海。

“这次我心情好了很多，国家指
派我去是信任我，让我觉得光荣；

另一方面，救治颇有成效，弥补了
我在武汉的遗憾，解开了我长达一

年的心结！”电话中，钟鸣的语气轻
松。

钟鸣是个严谨务实的医生，不工
作时，他也会发挥“逗逼”特质，苦中

作乐。长春工作收尾后，他发了一组

身着不同花色病号服的照片，说穿着

舒服，“配合防护服更佳”。
作为“原地过年”的“最严格执行

者”，钟鸣说，不出房间，也给自己“搞
了点节目”。今晚年夜饭，他相约武汉

的战友“云上相聚”。“开视频看对
方吃饭，隔着屏幕敬一杯水。”钟鸣

说，他的年夜饭是乳鸽、海参、虾等，

还有水果，开着摄像头吃饭，还找到
了一丝“吃播”的感觉。至于很多年都

没看的“春晚”，也给“安排上”了。面
对同事朋友陆续发来的拜年消息，虽

然还做不到“秒回”，至少也不会“隔
夜”。

隔离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闲”。
自从去年加入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专家组后，他要去公卫中心值
班，虽然在隔离，也要参加中午的

视频交班。长春病人的后续救治，
也依旧要在网上跟进。此外，还有

一些课题、文章等着他。
最近五年，他有四次没在家吃年

夜饭，但家人都很理解。钟鸣说，今年

又不能陪家人过年，妻子和女儿早早
就安排好了假期活动，并没有把他算

在内。这次能在年前回沪，她们还有
点“惊讶”。钟鸣笑说，“我算了算，元

宵节前应该可以回家，赶在正?十五
之前补一顿饭，还算在年里嘛！”

    “爸妈，又不能陪你们吃年夜饭

了！”打开视频通话，复旦大学附属华
东医院重症医学科吴志雄副主任医

师和妻子女儿聊了聊家常，又略带歉
意地“吐”出这句话。父母叮嘱他别忘

了照顾好自己。

去年除夕，吴志雄医生作为上海
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员，错过了年夜饭；

今年，他又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执行任务，再一次错过了年夜饭。

不过，与当时相比，吴志雄的心
境已经不同。在公卫，医疗条件比武

汉那会儿好太多，压力不是来源于病
人的数量，而是如何精准治疗。

吴志雄回忆起去年出征的场景，
仿佛就在昨?。他说，去年 1? 20日

上海公布了首例确诊病例后，他就报
名了支援公卫。小年夜，医院又发出

了紧急召集令，吴志雄再一次报名。
“那?我还问了，报两次名要不要紧，

主任说没问题！”

那?下午，吴志雄把作为护士的
妻子送去值班，刚回到父母家中，就

接到了指令，“晚上出发，给你三小时
准备！”那?，家里的年夜饭还没完全

烧好，母亲在煤气灶台前看着他接起
电话，心里也明白，医生，就是要随时

出发去救人。她为儿子盛了饭，就着

桌上已经炒好的几个小菜，看儿子匆

匆扒了几口，又目送他出门。

吴志雄一个人回家整理行李，想
到了 4?的女儿，不知道这一去什么

时候能回来，心里有点不舍。晚上到
了虹桥机场，一眼望去，看到很多熟

悉的同行，心里又放松了点。虽然人
多显得很热闹，但大家的心情是一样

的：沉重、紧张。

吴志雄说起了当晚的一个小插
曲。临行前领队郑军华让大家排队拍

集体照，他和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陈贞
护士长在找空地方站。一眼望去，有

个举着字的队员身后没人，两人便挤
了过去，填补了那个空缺。拍完照一

看，原来那位队员举着“救死扶伤”中
的“死”字。吴志雄恍然大悟，“原来是

这样啊！我们站在了‘死’字后面！”不
过那一刻，他也暗暗发誓，要成为“跑

赢死神的那个人”。
今年，全国各地疫情仍有发生，值

守一线的吴志雄连续两年没有和家人
吃年夜饭，但他却说，“即便没有疫情，

职业的特性就是这样，习惯啦！”
晚上 6时多，吴志雄发来了晚餐

图，鱼虾肉蟹都有。因为隔离病房里的
医生护士都不能回家过年，公卫中心

特别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他说，“和
战友们一起过年，也特别有意义。”

首席记者 左妍

为抗疫，他们缺席了两年团圆饭

    昨?是除夕，下了一?的雨，

?气和去年除夕有些相似。但对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

首批援鄂医疗队领队郑军华来说，
心情是截然不同。和家人围坐桌

旁，吃着热腾腾的菜肴，他说，这才
是理想中的除夕！

去年除夕，郑军华率领来自 52

家单位的 135名医护人员组成上海
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成为全国第

一个到达武汉的医疗队，此后一直
奋战在风暴眼里的武汉金银潭医

院。“我们是尖刀排，是特战旅，我们
经历过了武汉封城后的不同时期，

最终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上

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战疫 67?，每
一位队员都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但

是，队员们却因此错过了年夜饭，错

过了本该和家人团聚的新年。

今年除夕，不少队员在家吃到
了年夜饭，弥补了去年的遗憾。对

他们来说，这顿看似平常的年夜饭
显得异常珍贵，因为，迟到了一年，

等了一年！
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陈德

昌去年没有回崇明陪伴八旬老母
吃年夜饭。他还记得去年除夕，尽

管已经知道随时要出发，但还是想
开车回崇明，走之前陪母亲吃顿

饭。不想，年夜饭还没上桌，出发的
电话已经来了。匆匆与家人告别，

陈德昌说，“我是医生，也是军人，
国有难，我义不容辞。”今年 1?，

结束了支援公卫，陈德昌特别期待

回崇明过年。昨晚心愿达成后，一

家人都特别高兴。
仁济医院的查琼芳医生因《查

医生援鄂日记》而出名，最近一段
时间工作特别忙，因为科室病房整

体搬迁至仁济医院南院，她还在不
断适应新环境。昨晚，她给记者发

来满满一桌子好菜的照片，“是我

大哥烧的，他是我们家的大厨，我
就坐享其成了。”查琼芳说，家里的

年夜饭特别“考究”，冷菜一轮，热
菜一轮，甜品点心又一轮，“一家人

能在一起吃饭，就是最幸福的，希
望年年有今朝，疫情早日过去，更

多人可以尽早团聚。”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的刘勇超说，去年除夕，推迟

了“见家长”的日子，告别父母和未

婚妻，放下手中煮了一半的饺子，
义无反顾执行白衣使命，今年，两

家并作一大家，未婚妻变成新婚妻
子，终于盼来了温暖的团聚。

中山医院呼吸科的蒋进军和
妻子儿子一起吃年夜饭时，还颇具

仪式感地换上了大红色的家庭装，

象征红红火火。他家的年夜饭，除
了上海家庭过年常吃的家常菜外，

最显眼的就是桌子中央的一大锅
硬菜———“聚宝盆”，预示着新的一

年大吉大利，福气多多。
能吃上年夜饭，和家人聊聊家

常、看看电视，许多援鄂队员最想说
的是“感谢”。“疫情虽然还在延续，

但经过大家一年的努力，已经得到

很好控制，欣慰之余满是感激。”岳

阳医院的潘慧璘护士长说，亏欠家
人太多，感谢家人默默支持。肺科医

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的程克斌说，
“众志成城抗疫情，平凡人生见真

情，感恩过去一年所有的支持和帮
助！”华山医院的汪慧娟护士长说，

她深知生命可贵，平凡生活亦可贵，
感恩为了疫情防控付出的每个人。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年”

是一种寄托，更一种仪式感。但对
许多医务工作者来说，比过年更重

要的是责任。因为工作，他们错过

了年夜饭，错过了与家人团聚，留
下了种种遗憾。但也正是因为他们

的坚守，换来了大多数人祥和安定
的春节。 首席记者 左妍

对于错过了去年年夜饭的他们来说，今年这顿看似平常的年夜饭显得异常珍贵

有一种遗憾叫责任，有一种错过叫坚守

与补上年
夜饭的首批援
鄂医疗队员相
比，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
任、上海最早援
鄂逆行者钟鸣
的除夕有些“凄
凉”。上月出征
吉林长春，2 月
8 日返沪，正在
集中隔离点接
受医学观察的
他，又一次错过
了家里的年夜
饭。吃着隔离点
的饭菜，钟鸣倒
是很坦然，“只
要回上海就安
心了。”而他也
绝不是“孤独”
的，和他一样 2
年没与家人团
聚的，还有首批
援鄂医疗队员、
华东医院重症
医学科的吴志
雄医生。

期待元宵节和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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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鸣 和“战友”过年特别有意义

■ 钟鸣在隔离点的“年夜饭”吃出了“吃播”的感觉 ■ 吴志雄（左）在公卫中心和“战友”一起吃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