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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点里度蜜月 护目镜后传关切
社区医生夫妻坚守岗位同心抗疫———

    明天是情人节，可对奋战抗疫的白衣天

使来说，只是又一个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日。
在奉贤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两对年轻

的“夫妻兵”，他们从春节至今，放弃旅游、暂
别孩子，坚守岗位，默默守护大家的健康。

取消蜜月驻守观察点
征集令一下来，来自奉贤南桥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一对 90后医护夫妻王骏、顾

莹莹，第一时间取消了原本的蜜月行程，共
同报名参加第二批隔离观察点的驻守工作。

“就当是在隔离点度蜜月吧。”顾莹莹说。
当时，这一批观察人员已经进入到下半

段的隔离时间，不少人情绪不稳，反复问什

么时候才能解除隔离。顾莹莹便想到了一
招：准备了许多爱心便利贴，为每一个人写

上解除隔离时间，一一贴到房门上。“他们知
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了，一下子安稳了很多。”

顾莹莹记得，这一批观察人员中有 10

多个孩子，每天敲开门的时候，孩子们经常

探出脑袋，想到隔壁或对门去找其他的亲
戚。“小孩子很难管，但也没办法，只能尽量

严防死守。”顾莹莹说，她回到中心汇报了情
况后，一群同事纷纷掏钱，自发给孩子们买

零食和玩具。希望他们关在房间里的日子，
也能多一点乐趣。

顾莹莹的丈夫王骏是全科医生。在一次
测量体温的时候，有一位先生牙疼，王骏立

即为其诊断用药。第二天早上再去送早餐
时，王骏发现这位先生的半边脸肿了起来，

这让他不禁担心，“牙龈发炎很有可能会诱
发一些疾病。”于是，每次送餐和量体温时，

王骏都留个心眼。3天后，这名观察人员的

情况明显好转。

每天的忙碌让夫妻俩没什么休息时间。
虽新婚燕尔，却只能穿着防护服，隔着护目

镜，用眼神关心着彼此。上周，夫妻俩结束了
隔离点工作，休息两天后立即重返岗位。

暂别宝宝奔走街巷间
沈群和妻子方雪冰是钱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一对夫妻，沈群来自芜湖，方雪冰

来自蚌埠，他们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宝宝。一
月初，他们早早选购好年货，准备回家过年。

沈群告诉记者，1月 10日，从老家赶来
上海的母亲在长海医院被确诊为癌症，需要

手术治疗。因事发突然，他一时抽不出时间
照顾母亲，只能交由父亲。愧疚的他在母亲

术后的两天日夜陪伴，小年夜当天带着妻
子、宝宝和母亲一起回老家过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计

划。各项任务接踵而至。考虑到母亲病重，沈

群和妻子商量，“我们把孩子送到你妈那儿，
早点回去上班吧！”方雪冰同为公卫医师，专

管传染病防控条线，虽有不舍，却立刻同意。
送完宝宝，车辆行驶进奉贤区钱桥地

界，电话响起，里面传出沈群母亲的声音：
“儿子，你和冰冰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妈，

等疫情过后，我们就带宝宝回家陪您！”

返回工作岗位上的小夫妻俩，身影奔走
于街道村居中。沈群说，前几天还碰到一户

相当抵触，讲话很不客气。原来，这户居民从
上海回到重庆老家，沪牌车不让进，兜兜转

转在高速上晃了 3天，又回来了。起初，居委
会上门，夫妻俩坚称“没离开过上海”，沈群

与男主人耐心沟通，给他讲清利害关系，他
终于敞开了心扉，态度转变。沈群说，作为医

务人员，他们比谁都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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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据央视新闻客户

端消息：国务院办公厅 2月 11

日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
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

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
施》的通知，提出七方面措施。

一、 要改善医务人员工作
和休息条件。 重点改造医生办
公室、值班室和休息室，营造有

利于医务人员工作的良好环境。
要为医务人员提供良好后勤服

务，保障医务人员充足的睡眠和
饮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可依法征用医院周边酒店作为
医务人员休息场所，以满足一线

医务人员单人单间休息条件，并
对基本生活用品保证供应。

二、 要维护医务人员身心
健康。 合理安排医务人员作息

时间，对于因执行疫情防控不
能休假的医务人员，在防控任务

结束后，由所在机构优先安排补
休。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组

织做好一线医务人员健康体检，
最大限度减少院内感染。

三、要落实医务人员待遇。为疫情防控一线

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
向防控任务重、风险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核

增不纳入基数的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并指导
有关单位搞好内部分配，向加班加点特别是作

出突出贡献的一线人员倾斜。开通医务人员工
伤认定绿色通道。

四、要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各地要按照

政策规定及时抓好落实，特别是对参与新冠肺
炎疫情防疫人员，要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五、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尽量不
安排双职工的医务人员同时到一线工作，对家

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的医务人员要尽可能创
造条件使其兼顾家庭。

六、要创造更加安全的执业环境。对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伤害医务人员的，要坚决依法严肃

查处。
七、要弘扬职业精神做好先进表彰工作。

十万分努力换患者一夜安睡
    2020年 2月 13日 武汉 阴

不知不觉， 来武汉支援已经有十多天
了。 一踏上这片土地，我们医疗队的全体成

员就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忙到不知今
夕是何夕，浑然不觉时间流逝。

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的第一件工作，就
是排班，这直接影响到大家能否迅速高效地

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的工作中。最辛苦的莫

过于夜班，我在医院是 ICU护士长，有一段
时间不上夜班了。但这次，我一定要冲在第一

线，年轻的孩子们需要有人引领，就像 17年前
的我，看到前辈们冲在抗击 SARS前线时，心

里就有说不出的踏实，斗志也跟着昂扬起来。

工作的第一天， 我就为自己排了夜班，

带着我的小队挑选了最忙的那组，4小时我

们一刻都没有停歇。 我能通过多年经验，了

解夜班工作存在哪些困难，哪些不足。 护士
们虽然都有着丰富的监护室工作经验，但穿

着防护服工作还是第一次，这对大家来说是
双重考验， 不仅要克服工作中的种种不便，

更要克服心理上对于传染性疾病的恐惧。

前天收到了妈妈的家书，她说即使我成

家立业，过了不惑之年，在她眼里还是孩子。

妈妈还叮嘱我做好防护， 照顾病人的同时，

也要照顾好自己。 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但救
死扶伤的热情从未消散，我想通过十万分的

努力，让患者不再害怕，一夜安睡，更想给我
的后辈们吃颗定心丸，武汉的夜再黑，也有

我和她们并肩作战，期盼那胜利的曙光。

上海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唐欢

（本报记者郜阳今晨根据口述采写）

沪汉医护“战友”结下并肩抗疫情
“我们是生力军，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同仁已经奋

战很长时间了。上海医疗队是‘生力军’，我
们都觉得自己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我们

想为彼此留下并肩作战的美好回忆。”上海
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上海市第四人

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益辉这样说。
这两天，张益辉在网上火了，成为上海

医生里第二位很火的“张主任”。同事洪艳在

一条引发网友关注的微信留言区点了他的
名：“武汉三院 17楼病区主任张益辉要求所

有核酸检测咽拭子操作一人完成，把最危险
的工作留给自己，使易感染率集中，采集正

确率提高，节约核酸检测试剂⋯⋯”
张益辉告诉记者，自己是 17楼病房的

负责人，病区有 35张病床，他带领着由上海
医疗队和武汉三院医护人员组成的团队，共

同与新冠病毒战斗。核酸的采集有一定风
险：患者的飞沫容易喷出，年轻的医生护士

们多少有一些担心。张益辉是位有 30年呼

吸科经验的“老兵”了，经验丰富，他说一旦
核酸采集不到位，会导致检测结果偏差。“而

且早晨其他医护人员都特别忙，我那时主要
工作是制定方案，商量诊疗措施，这些因素

考虑在一起，我就说我来吧！”

每天病区里需要采集的病人有 10位左
右，最多一天达到 17人。每一次，张益辉都

格外小心。他说做多了就相对熟练，不容易
被感染，标本的一致性也高了，结果更稳定。

当然他讲最多的还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张益辉今年 52岁了，当医院接到支援

湖北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报名，要去抗疫

最前线，来到武汉后，又承担起了最危险的
工作。张益辉介绍，治疗团队虽然是临时组

建，但很快度过了磨合期，如今的配合愈发
默契。武汉三院的护士对本院的诊疗系统比
较熟悉，操作起来游刃有余，就主要承担了

医嘱录入等工作；上海医疗队的护士更多做

一些基础护理，例如跑铃、换补液等，大家做
自己比较擅长的工作，效率也高。“大家每天

合作还是很愉快的！”
“他们纪律严明，按时到岗，工作认真负

责。现在，我们已经迅速融合成一个分工明
确、秩序井然、勇往直前的抗疫‘医共体’。”

武汉三院的黄波医生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衷心感谢上海专家团队无私无畏驰援武汉
市第三医院，以精湛的医疗技术和专业温暖

的护理，救治生命垂危的新冠肺炎患者。”武
汉三院护理部主任裴胜利如是说。

“当地医护人员看到有些流言会安慰我
们不要理会，还都自发辟谣。”来自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唐欢告
诉记者。在一面贴着“沪鄂情心连心同舟共

济战疫情”字样的墙前，她和武汉“战友”一
起比出了爱心手势。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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