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武汉3月1日电（记者
黎昌政 廖君）98岁的新冠肺炎危重
症患者昨天从武汉雷神山医院康复

出院，这是目前已知的全国最高龄危
重症康复患者。

98岁的胡婆婆家住武汉市江岸
区，2月初出现高烧，55岁的女儿丁

女士陪她到医院检查，双双确诊为新

冠肺炎。2月 13日晚，母女二人被救
护车同时转送到武汉雷神山医院，住

在感染科 10病区同一间病房。
胡婆婆住院当晚体温检测，高烧

达 40摄氏度。病区主任隋韶光立即
安排医护人员 24小时监护照料。2

月 17日上午，胡婆婆体温恢复正常。
隋韶光介绍，入院检查发现，胡

婆婆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病，还出现心
肺功能障碍，被确诊为危重型新冠肺

炎。医护人员给予抗感染、抗病毒等
药物治疗，还采取补液等营养支持。

经多日治疗，胡婆婆病情逐渐好转。
“为救治胡婆婆，雷神山医院多

学科紧密合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
也参与会诊。”隋韶光透露，胡婆婆住

院期间出现轻微脑梗，及时发现治疗
后没留下后遗症。高龄患者长期卧床

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进而导致肺栓
塞危及生命。医护人员日夜密切监护，细致护

理，避免了下肢静脉血栓。3月 1日上午，胡
婆婆和女儿双双康复出院，雷神山医院院长

等为她们颁发出院证明，并赠送鲜花。

截至 3月 1日，雷神山医院累计出院患者

近 200人，目前住院患者千余人。

    本报讯（特派记者 郜阳 通讯员 陈健）

昨日下午 1时 30分开始，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132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陆续走出医院。“我

们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自 2月 15日第一批
17名患者治愈出院以来，昨天的出院人数创

下单日出院人数规模之最。”中国国际应急医
疗队（上海）执行队长、该方舱医院 B厅医务

部负责人孙贵新告诉记者。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迄今累计收治患者
1760人，目前已出院总数接近 600人。方舱医

院里，先后有来自上海、宁夏、陕西、山东、安

徽、广东、福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十余支医
护队伍，医生 130人左右，护士 800多人。其

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医疗队是第一批进
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并收治病人的队伍之一。

方舱医院里的患者须连续一周不发热、
核酸两次检测均为阴性（核酸隔天检测一

次）、CT检测炎症明显吸收，且不咳嗽、不自
感胸闷，就符合出院条件了。然后，主治医生

备好材料递交给审查专家组。3人专家组复
核、会商，如果有异议，就报高级别专家委员

会，确保“零召回”。3月 1日出院的 132名患
者均已符合上述条件，临床症状消失或明显

改善，符合出院标准。
孙贵新告诉记者：他负责的 B厅在这家

方舱医院里最早实施医生“责任田”与“自留

地”制度，即 B厅 415名患者，设置 4个责任

大区（责任田），每个值班小组当班时主要管
理、诊治约 100名患者；另外，值守责任田的

医生，每人认领 10名左右的患者（自留地），
并与其建立微信联系，无论当班与否，患者有

问题都可找他，由该医生负责到底。
不仅如此，B厅中医生既是患者诊疗的

责任人，还经常充任患者家务事的“保姆”和

联络官。谁家亲人暂时联系不上了，谁回去没
地方去了，谁家孩子一人在家，甚至谁家孕妇

生产没人照顾等，只要医疗队员知道了，就会

想尽办法解决。“因为大家持之以恒的努力，
患者焦虑、忧伤等情绪渐渐得到了很好的缓

解。”孙贵新说，方舱里的娱乐活动不少，广场
舞、呼吸操、图书角⋯⋯满足了患者的各种需

求，参与者越来越多。
据了解，昨日出院的患者，分别被东西湖

区、洪山区等集体接走，前往区里的集中隔离

点继续隔离 14天。其间接受医学随访，医院
复查正常后，便可回归日常生活。

送可口热饭菜，免费上门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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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到来之前，他们是普通人，会为了柴米油盐而皱眉，也会在云淡风
轻时哼起小曲。他们不会研制疫苗，也没法调配口罩，可当武汉这座城市被按
下暂停键，这群普通人依然会拼命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可能不多，却已是全
部。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抗疫志愿者。

曹新志和甘书爽，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俩也和上海援鄂医疗队员们结下
了深厚友谊。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普通人身上最闪亮的底色：善良。

    那天是元宵节，当上海援鄂医疗队员们

像往常一样打开保温箱时，惊喜地发现里面

多了一份份汤圆。听到大家的笑声，曹新志
长长舒了口气，为了保证汤圆的口感，他和商

家反复联系了好几次，确定最佳下锅时间。

曹新志今年 42岁了，老家在河南信阳，
很小年纪就外出打工，扎根武汉多年。他当

美团外卖骑手的时间不长，也就两个月出头。
当站长问他是否愿意为医护人员送餐，这个

朴实的中年汉子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曹新志略带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哥是老

家的村干部，特别关注防控，村里面安全措施
做得很不错。“我们每天早上也都要测体温，

送餐的时候都会穿戴好防护服、口罩。”他说，
“但这事我没告诉家里人，我们在外跑的，从

来是报喜不报忧。”

每天上午 9时许，曹新志会开车去指定
地点取餐，然后配送。下午有时候送一趟，有

时候两趟，常常要忙到晚上八九时。有时候

商家没有食材，他还要协助调货。“现在一天

要跑十一二个小时，有几条路每天跑。交警都
知道我是干啥的，有一次还给我敬了个礼。”

曹新志一直记得，有次给医疗队送餐，有
个医生非要给他鞠躬，他连忙躲开，说千万别

这样，自己受不住。“我们做这点事不算什么，
你们对这边口味、天气、生活习惯都不适应，

还千里迢迢离开家乡、父母来支援，你们才是

真的伟大。”有天天冷，曹新志要为一家医院
送饮品，两个品种，各 150份。原本一次可以

送完的活，他担心等全部做完，先做的会凉
了，就分了几趟送。

“你们上海人喜欢吃甜食对吧？”他突然
问道。得到肯定的回答，曹新志笑了，“怪不

得，上次送了甜品到医疗队酒店，那些小女孩
可激动了。”

“要吃不惯武汉的饭菜，给我打电话，我给

你送。”听到记者让他多保重，他这样说。“希望
这场疫情早点平息下来吧。”他最后说道。

    来到酒店，和前台打了声招呼，甘书爽挑

了个光线好的地方，摆上一把椅子，把平日里
给街坊邻里剪头的工具铺开，还没准备妥当，

得到消息的“客人”已经上门了。
甘书爽是武汉一家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不上班的时候，他还经营着一家理发店。从 1

月 22日开始，他一直在武汉第一医院负责转

运病人到 8家定点医院，任务重时，一天要转

运 20多位患者。
1月底，他在朋友圈看到要招聘理发师

的信息，想也没想就去了。“我知道武汉的情
况多么吓人，想到这么多医疗队员支援我们

武汉，我帮别人剪剪头发，算什么呢？”甘书爽
的“生意”不错，从 2月 2日“开张”以来，每天

都有五六十位顾客。上班的时候，他就在工作
的医院剪，不上班时，他会到援鄂医疗队的驻

地上门服务。
对甘书爽来说，每天最难的事儿莫过于

和家人“斗智斗勇”。“我和老婆商量这件事，
她态度坚决，‘不许去，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我当时答应了她。”甘书爽笑笑，“第二天，还
是准备好工具偷偷出门了。”

时间紧，发型没法像平时做得那般精
细，不过，从学徒到今天，甘书爽已经有 20

多年的理发经验了，他往往看一眼就知道
哪种头型适合怎样的发型。“在这个时期，

我的手艺还是绰绰有余的。”有位护士给他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要剪去长发前，小姑娘

哭得很伤心，可真要开剪，又抹干了眼泪，

一脸坚定。
甘书爽以前在社区，理一次发收 20元，

可每当医护人员问他要付多少钱时，他却板
起脸，“咱们谈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谈钱。”在

他看来，上海的医生不远千里赶来，在这么艰
苦的条件下，救武汉百姓的命，心里既感动又

感谢，能为他们做点事情，那都是应该的。“我

原来一直听说，上海人很‘拽’，可接触之后才
发现，原来根本不是这样。”他说，“真的非常

亲切，见我不收钱，会分我很多吃喝用的，还
有口罩。”

连续一个月的工作，让甘书爽的声音听
上去有些疲惫。长时间用酒精消毒，手机的听

筒已经出现了点问题，外屏也摔碎了。“没打
算换，以后接着用呗。哪有那么多钱去换手

机。”可开着他哥的车，自己往里贴油钱时，却

毫不含糊。“每天三五十元吧，老车耗油。”他
强调，“这是两码事。”

昨天，甘书爽在朋友圈里自豪地晒出第
三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和武汉市第三医院发

给他的证书。他写道：“应该是我，是我们武
汉人，是我们湖北人，对您们说，辛苦了！真

心感谢所有援鄂人员对我们的无私帮助！春
花已开始烂漫，愿我们岁岁平安。”甘书爽盘

算着，等疫情结束，要带着家人去广东，那里
有一直牵挂着他、却长时间无法相见的老父

亲。

本报特派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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