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去武汉之前，李兰娟在出征旗上签名

1月 20日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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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8日

    受国务院、国

家卫健委委托，与
钟南山院士等一行

6 人抵达武汉 ，听
取了武汉的有关情

况汇报， 也查看了
有关现场。

    在武汉， 作为国家

级专家， 提出了对疫情
的预判， 尤其是武汉要

采取“不进不出”措施、

冠状病毒感染要作为乙

类传染病甲类管理等重
要建议。

    此后一直奋

战在抗击疫情的
第一线。

我个人已经
向国家提出来了，

我可以带队去支
援武汉。

    与钟南山一起参

加李克强总理主持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就加强疫情防控
与救治等提出具体

建议。

1 月 22 日

    向国家建议武汉必须严格地“封城”。

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武汉实施进出人员
管控是因为疫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只有严格地控制传染源，才能不让传染病发
生大流行。

当日凌晨连夜从北京赶回杭州，8时准
时出现在院士门诊，为患者看病。

见习记者 张泽茜

    昨日下午，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为

援汉医护人员做了医疗防护培训。

两天前，Z256 次列车停靠武昌站。 稍

作休息后，她便开始工作。

三天前，李兰娟院士主动请缨带团队驰

援武汉。 出发前，李兰娟院士在出征旗上签

名。 她说：“这次我主要是来当一个医生。 武

汉那边有很多危重病人需要我们，我希望早

一点赶到武汉，解除病人的痛苦，尽可能更

多地抢救危重病人，尽自己的一份力气。 ”

十五年前， 李兰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时说：“院士是一份责任和使命， 我的

角色永远是医生。 ”

这句话直到现在也没有变。

1月24日(除夕)

    飞往北京，参加科技部

紧急召开的关于当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情况相关

的科学研究部署会议。 21

时许，从北京返杭。

今天我轻松了，不用烧
年夜饭了。

2月 1日

     主动请缨带团队驰援武汉，

在出征旗上签名。

我现在也做好了长期在武汉
奋战的准备， 与那边的医务人员
共同奋斗，把病人救治工作做好。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我自己还没考
虑过。

2月 2日
凌晨 4：40

院士奶奶李兰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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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团队抵达武汉。 稍作休息后在定点收治危重

症病人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开展工作。

这次我主要是来当一个医生。 武汉那边有很多危
重病人需要我们，我希望早一点赶到武汉，解除病人
的痛苦，尽可能更多地抢救危重病人，尽自己的一份
力气。

>>>

2月 3日
下午

    在光谷九通海源

酒店援汉医疗队驻
地，为四川、浙江援汉

医护人员做医疗防护
培训。

    “妈，等你回来。”2月 1日，李兰

娟的儿子郑杰发了一条朋友圈。
同一天，《李兰娟院士带队出发驰

援武汉》的新闻被无数人转发。
抗疫之战打响以来，钟南山院士、

李兰娟院士等一批科研人员倍受社会
关注，说着一口吴侬软语柔声柔气的

李兰娟被网友称呼为“李奶奶”。

自 1月 17日起，李奶奶在儿子孙
女的视野里消失了整整六天。“深夜送

她回去的路上，她又冷又困，从 18日

开始到 28日，她没有一天不是凌晨 2

点之后睡的。”郑杰文章里的这个
“她”，就是李兰娟。

亲人难免挂心，然而为祖国奉献
被李兰娟这一代人视作本职，这个时

候谁也拦不住她。1 月 24 日除夕当

天，李兰娟飞往北京参加疫情有关会
议。晚上 9时许，她从北京返杭，晚饭

是在机场吃的一顿饺子。“今天我轻
松了，不用烧年夜饭了。”李兰娟相当

豁达。

    快节奏的生活，对李兰娟来说可

能是一种常态。
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李兰娟每

天 6时许起床，8时开始门诊。对此，
她已养成习惯。就算晚上睡得再晚，早

上起床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平时，三班
倒的值班制度，医院开诊后陆续到来

的患者，都需要李兰娟不断根据情况
去调配自己的时间。即使是节假日，她

也常常要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不少人都对李兰娟曾经当过“赤
脚医生”的故事津津乐道。赤脚医生其

实是她的选择，当时摆在她面前的选
项还有做老师。然而李兰娟放弃了做

当时工分回报更高的老师，“她觉得
做医生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服务父

老乡亲的意义也很大。”李兰娟的儿子

回忆。

因为工作认真，村里的家家户户
都认识李兰娟。“所以当时就有句名

言———进门狗不叫。就是说赤脚医生
和百姓已经熟到你进他家门，他家的

狗都认识你了。”
“赤脚医生”李兰娟可受欢迎了，

还因此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现浙

江大学医学院）学习。当时的学校多教

西医理论知识，而“赤脚医生”的这
段经历，让李兰娟在众多同学中，成

了那个既懂西医又会针灸抓药的特别
学生。

因为对职业的坚持，即使在担任
领导岗位期间，李兰娟依旧没有间断

过临床门诊和医学科研。“她一直都没

有放弃自己医生的身份。”郑杰说。

年夜饭是机场的饺子

从未放弃医生的身份

    “李兰娟不在家。”外婆音色洪亮。

这样的片段常常浮现于郑杰的童
年记忆。诞生于双院士家庭，郑杰没有

得到父母太多的陪伴。“我基本上是外
婆带大的。”他说。李兰娟的丈夫郑树

森是肝胆外科、肝移植专家，同时也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

院外籍院士。这对院士伉俪，也被人传

为佳话。
李兰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

露，她一直珍藏着病人的感谢信，还曾

把这些与病人交流的记录汇编成书。
然而，她却很少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什

么礼物。“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她对

我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而是她和

父亲两个人的一些行为，无形中对我
传达和教育了什么。”

李兰娟的丈夫郑树森 40岁那年
去华西医科大学读博，毕业后李兰娟

又支持他前往香港继续攻读博士后。
那段时间，李兰娟一个人的工资要养

活一家四口。郑杰回忆，“当时我爷爷
在老家生病了，母亲也没有和父亲说，

就自己带着我，抱着弟弟去老家给爷
爷挂吊针。一直到治好，这件事她也没

和父亲提。小时候我们家里的经济条

件也一般，一直到父亲那个时候从香
港回来，我们家才有了彩色电视机。”

常不在家却又很顾家

    不仅是丈夫不断求学的坚强

后盾，李兰娟自己在学业方面也
一直很努力，直到当上院士也不

曾停歇。
亲人对李兰娟的评价就是做

每件事都非常认真，“今日事今日
毕”是她一直恪守的行为准则。不

少曾经和她共事的人，都对她此

次出征信心十足。“李兰娟做事一
定成。”“她一直觉得小孩不仅要

学习成绩好，人品也要好。”郑杰
说。尽管他从小成绩优异，李兰娟

对郑杰要求依旧严格。“我小时候

最怕的是如果成绩不好了，学期

末的时候要怎么办？”对孩子的严
格要求，可能是李兰娟对自我严

格要求的一个投射。
李兰娟求学时期，大家主要

学习俄语。所以直到工作多年后，
她才和丈夫一起开始学习英语。

李兰娟和郑树森两人，听着磁带，

重新从一个个单词学起。此时李
兰娟的医务工作已经相当繁忙，

除了临床还有大量的研究。“我小
时候的印象，经常深夜的台灯下，

看到他们一边补学英语，一边看

国外论文。”郑杰说。

李兰娟曾说过自己没有任何
娱乐时间，工作即是娱乐。就算休

息的时间，她也常常要拿手机远程
给病人看病。这样的职业执着，也

贯穿了李兰娟一家的生活。他们几
乎没有娱乐时间。郑树森偶尔看看

电视，也会被李兰娟督促去看论

文。在外人眼中，这对院士伉俪更
像是一对医学“大牛”。两人虽然曾

在同一家医院共事，却很少碰面，
常常是一个人在台上做手术，另一

个人在实验室讨论问题。

一辈子好学不曾松懈

    率先提出武汉应该“封城”，

李兰娟在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向
果敢冷静。

“作为传染病学专家，这其实
是一个基本的自我要求。因为专

家学者不做表态，更加没有人说
了，是吧？所以她和钟南山院士，

作为国家卫健委特别专家组的这

次武汉之行是非常关键的，他们

去看了现场，然后连夜回到北京
汇报。”郑杰说。

在抗击 SARS时期，浙江省
2003 年 4 月出现第一例 SARS

患者，除了快速对患者所在的小
区进行隔离处理外，李兰娟着手

开展病毒的分离和研究。不为人

知的是，两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这使得浙江省最终仅有个位数的
患者，没有更多民众以及医务人

员被感染。
电视上，李兰娟的一口绍兴

普通话让人印象深刻。疫情防控
是眼下真正的战场，她还想多花

点精力再多花点精力。还有一些

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疫苗和药
物的研究工作，需要推进。“接下

来希望减少一些媒体的采访，她
确实是太累了。”作为儿子，郑杰

始终在背后支持母亲，希望她不
要太累。

然而，疫情当前，人们对信息

有着更多更高的要求。大家很希
望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一些专

家的声音，希望对最新情况有
一些准确的理解。他们必须出来

说话，也希望媒体能准确地传达
给百姓。为此，曾从事互联网行业

的郑杰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子通

宵开发了小工具“李兰娟院士留
言板”，希望能给武汉前方的百姓

和一线医护人员一个传递心声的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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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敢冷静是自我要求5

■ 她是中国感染病学科唯一女院士
■ 73岁，主动请缨驰援武汉
■ 她说，这一次，她来当一个医生，没考虑过什么时候回家

我的角色永远是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