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开心
过了个“战场”生日会
卡通蛋糕、动听的生日歌⋯⋯

2月 18日晚，走进驻地酒店，这一

幕让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员、
普陀区中心医院张琴琳的眼泪夺眶

而出，这一天是她的 25岁生日，也
是她驰援武汉的第 21天，同事们的

这个行动，给了张琴琳巨大的惊喜。

当天早上起来，张琴琳跟往
常一样，做好岗前准备就匆匆上

岗了，在她心里，生日年年都有，
可是病房的病人都是以性命相

托，在等待着她。
恰逢轮休的其他几位队友，却

趁她上班后忙碌了起来。爷爷辈的
带队“家长”王雄彪主任说，25岁的

年纪在他看来还是个孩子，在前线
过生日，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家宴，但

不能没有蛋糕和祝福。王主任找了
好多家蛋糕房，终于寻觅到了漂亮

的生日蛋糕，队友们还精心准备了
寿星头饰，然后一起等待下班晚归

的张琴琳，要给她一个惊喜。
晚上 9时，忙碌了一天的张琴

琳做好消毒收尾工作，脱下防护服，
拿出手机，看到来自家人、朋友、远

在上海的同事们的热情祝福，更收
到了来自医院领导、工会、团委和护

士长的关心问候。原来有这么多人
记得自己的生日，张琴琳说，她第一

次体验到什么叫“笑出了泪花”。
回到驻地酒店，队友们的精心

准备更让她感动万分。在大家的掌

声中，张琴琳许下愿望，挥动手掌熄
灭蜡烛。她说：我的生日愿望就是所

有人都可以早点平安回家，跟家人
团聚。这个生日我过得很甜很圆满，

感谢所有关心牵挂我们的人，我们
在前线很好，大家放心。

最难过
坚强的他还是走了
说起遇到的最难过的事，张琴

琳的嗓音低沉了下来：“虽然我们竭

尽了努力，但生命有时候很脆弱。”
张琴琳回忆说，他们到医院来

接管的第一个危重病人，病情很
重，对治疗和康复几乎绝望，“我们

每一个当班的人，都会抽出时间来

专门用于跟他聊天打气，每天跟他
说一说外面世界的美好，家人的期

盼，告诉他要相信医生、相信自
己。”张琴琳表示，在医护人员的坚

持下，病人一天天坚强起来，开始
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各项指标

也慢慢好转，大家都很为他开心，
认为总有一天他会康复出院。

“但是病情的突然恶化，让他
在跟病毒抗争一个月后，还是离开

了人世。那段时间只要想起他，想
起他充满期待的眼神，每一个人都

忍不住落泪。”张琴琳坚定地说，为
了不再有更多的病人离开，我们必

须更努力，更坚持。“眼泪不是让我

们脆弱，而是让我们积蓄更多坚守
的力量！”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最开心
传递“动听情话”

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成员、
奉贤中心医院急症副护士长王海

红前去支援的是武汉金银潭医院。
她的岗位是 ICU 重症监护室病

房，一周工作 6天，穿着厚重的防
护服，她们是护士，也是护理员、清

洁工，从照顾病患到打扫卫生，她

们需要应对一切问题。
工作非常辛苦，一天忙下来浑

身湿透。不过还是有值得开心的事

情，因为她的好人缘，许多病人都
和她成为了朋友。

其中有一对夫妻和她关系最

好，大叔是一位退役军人，是王海
红照顾的病患，病情稳定后就喜欢

和她聊天。大叔说自己和太太原本
准备迎接儿子过年，去市场逛了一

圈买年货，回家第二天就发病了，
一度情况危急双双送入了 ICU。

在上海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全
力救治下，夫妻俩的情况都逐渐稳

定。一天，大叔向王海红提了一个请
求：“我老婆在 15床，不知道她怎样

了，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王海红
一口答应了，虽然之前大叔还在责

怪都是老伴非要去出门才会得病，
但他此刻最挂念的还是妻子。

于是王海红就成为了他们的
信使，每天帮他们互报平安传话。

基本都是：“你好好吃饭啊，多吃
点”“要听医生护士的话啊”“我现

在感觉好多了，你也要加油”之类。

但王海红觉得，此时这些平凡的嘱
咐，就是人间最动听的情话。

如今大叔已经康复出院了，而
他的妻子也正在好转。每当王海红

累得不行，只要想到他们，嘴角就
会扬起微笑。

最难过
看她眼泪滑落
在上海，王海红是一名急症室

护士，每天都在面对生离死别，但

在这里，还是有一件事让她非常难
过，甚至一提到就会落泪。

三十出头的小丽是个清秀漂
亮的姑娘。刚送来时情况很不好，

王海红在照护她时，戴着呼吸机的
小丽经常竖起大拇指点赞，这是她

唯一能够表达感谢的方式。王海红
也给她回赞，告诉她：“我们一起加

油，一定要坚持下去。”

经过治疗，小丽的情况有所好
转，已经可以起身说话了，有一天早

上吵着要吃桔子，王海红就说明天
给你带一个来。第二天，当她带着桔

子来到病房，看到的却是一张浮肿
的脸，小丽病情突然加重正在接受

抢救，只一天时间脸就浮肿到都认
不出来了。王海红悄悄把桔子放在

小丽床头，为她擦拭额头的汗水，多
希望她能和平时一样，再竖起拇指，

但此时小丽已经没了力气，只看见
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

两天后，小丽走了，王海红哭
成了泪人。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

还是接受不了这么年轻的生命在
她眼前消失。擦干眼泪，王海红又

投入到工作中，她发誓要照顾好他
们，不让小丽的悲剧再次发生。好

在随着医疗手段越发成熟，ICU病
房救治成功的概率越来越高。

在武汉的一个多月，经历大喜

大悲，王海红觉得，这些都是激励
她继续战斗的动力。灾难无情，生

命脆弱，但此刻所见证的，是人们
在生死关头迸发出的勇气、善良、

坚韧与无私，她将永远铭记在心。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最难过
同行护士过劳病发
2月 21日晚上 11点多，金银潭医

院北二病区里很安静。上海首批援鄂

医疗队成员之一，金山区亭林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郑永华身边的对讲机突

然响了。“我以为是病人有紧急情况，
结果是值班护士病了。”

还没到办公室，郑永华就听到了

护士因为疼痛发出的叫声。“当时她疼
得直叫，站着、坐着、躺着都不行。”情

况紧急，却不能忽视任何传染的风险。
在问清护士工作的所属区域后，郑永

华第一时间询问病情，“她说去年体检
的时候查出过肾结石，经过简单查体，

我判断是因为结石引起的肾绞痛。”
发病的是新华医院崇明分院肿瘤

科护士朱敏，经过 B超检查，确认是肾

结石。“肾结石平时要多喝水，但为了

避免上厕所，很多医护人员都长时间
不喝水，加上工作强度大，特别容易病

发。她在休息室挂好水都已经早上 5

点了，却还说要回到岗位上，因为她的

上班时间是到早上 8点，怕里面只有
一个护士活干不完。”听朱敏这么说，

郑永华感动之余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我们就开会，对工作机制进行
了调整，护士值班时间不超过 4-6小

时一班，保证大家的休息时间，才能更
好地工作。”

最开心
“三无”重症病人活下来了

刚到武汉没几天，郑永华所在病
区收治了一名“三无病人”：无姓名、无

病历、无家属。“可能是因为在送医院
途中的慌乱引起的，病人送过来了，相

关信息却转到其他医院去了，”郑永华

回忆说，由于病患情况严重，一入院就
上了呼吸机，无法说话，无法沟通，“除

了有个床位号，其他信息一片空白。”
先救人，这不容置疑。经过几天的

救治，这位“三无”重症病人的病情慢
慢稳定下来。入院的四天后，郑永华得

知这位大妈姓涂，68岁，也终于联系上

了她的家属。“后来我们才收到了病人
的病历信息，补上了病史。”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涂大妈的
病情日益好转。郑永华说，这件事让他

感到开心的，不仅仅是“三无”重症病
人慢慢恢复，并和家人取得联系，更重

要的是，涂大妈给了大家信心，“因为
很多原因，我们刚来接手的第一批重

症病人死亡率非常高，涂大妈活下来
了，非常不容易。”

在武汉的第 39天，郑永华说，医
院里的病人明显少了，病患死亡率锐

减，方舱医院开始关了，希望就在不远
处了。“我们应该会坚持到最后，月底

应该就能看到希望了。”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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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我们的牵
挂，更是我们的骄傲。他
们，远在天边，又近在眼
前。他们，是最美逆行者，
又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普
通人。与我们一样，面对
未知的风险，他们会紧
张，会疲惫，会难过，会哭
泣；同时，在一次次战胜
病魔、拯救生命的努力
中，他们有欣慰，有自豪，
在喜极而泣的泪水中，他
们愈发强大起来，用充满
斗志的坚定信念去迎接推
开病区隔离门的那一瞬。
他们是最真实的人。

他们，就是前赴后继从上
海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开心与难过，是这
个春天的真实记录。

■ 吴婷婷为金银潭医院北四病区 17床老人剃胡须 ■ 郑永华与“三无”重症病人涂大妈， 这是他所在的病区第一批接手的重症病人之一

他们是上海驰援湖北的 医护人员，他们也有开心与难过———

听，这个春天最 美逆行者的声音

■ 张琴琳在武汉前线过了一个特别的“战场生日”

普陀区中心医院护士张琴琳

眼泪让我们积蓄更多力量

奉贤区中心医院急症副护士长王海红

最开心是成为“爱的信使”

金山区亭林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郑永华

因同事感动，为希望坚守

青浦区朱家角人民医院外科主管护师张言

离别有悲伤，也有欢喜

松江区泗泾医院心内科护士长刘双园

真诚打动“不会说话”的老人

杨浦区控江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明利

同行的离去与归来牵动我心

长宁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负责人杨道良

最不愿医者受到心理折磨

静安彭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吴婷婷

有苦也有乐，乐在其中

市第七人民医院护士长李冬梅

颁发更多生命的“奖状”

 

最难过
两天“送走”三人

回忆起这件事，到武汉已经一个多
月的青浦区朱家角人民医院外科主管

护师张言用了“悲伤”两个字。2月 9

日、10日，在她负责护理的病区，三位

重症病人相继离世。“这边还在抢救，那
边血氧一下就不好了，根本来不及反

应。”金银潭医院南二病区 20床、22床

两位老爷爷是张言接手前就已入住的
病人，看着他们的病情一点点加重，最

后同一天不治身亡；没想到的是，20床
消毒完新收进的病患第二天也“走”了。

恐惧，是因为刚到病区，对新冠肺
炎不了解，没想到病情发展如此凶险；

无力，是因为在与病患的接触过程中，
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求生欲”，却

最终无能为力。
“我还记得帮老爷爷用微信和他

们熟识的外界医生朋友联系的画面，

一点点打字，拍下目前的用药和使用
的仪器。”虽然心里知道，金银潭已是

新冠肺炎治愈率比较高的医疗机构
了，但张言说，她非常理解他们希望向

外界的求援能得到回馈的渴求。
有时候，生命的流逝就在一瞬间，

甚至来不及好好道别。“我们接手的时

候，两位老爷爷基本已经不能自理，平
日个人护理、打开水、喂饭都是我们在

负责，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你知道，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不治的病患遗

体会直接送往殡仪馆，家人都无法好
好送别。”张言的声音里透着沉重。

最开心

收到特别礼物
另一种离别，却让张言振奋且期

待，她说这是“浴火重生”。

张言会留意到沈俊毅，是因为在

众多病患中，他非常年轻却明显消沉。

“他是我们接手的第一批患者，他老婆
送他进来的时候，情况不是很好，一直

高热 39.5?以上，只能强行药物降温。
每次看到他皱眉寡欢的样子，我们都

暗暗着急。”
接下去的几周时间里，张言和同

事们一有空就会跑到沈俊毅身边，陪

他聊聊天，一起给他加油鼓劲，叮嘱他
认真吃药⋯⋯“看着他一天天好转，脸

上重新浮现笑容，慢慢地开始和我们
聊他的生活，聊他的工作，聊武汉的美

景和美食，希望的种子一点点发芽并
茁壮成长着。”

2月 14日，情人节，沈俊毅出院
了。这天张言不在岗位上，但她意外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特地联系
了同事，加了我的微信，向我传达这个

喜讯，看着他微信里一字一句报平安
的话语，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

张言说，沈俊毅是她在武汉第一
个全程护理治愈出院的病患，收到他

发来的信息时，自己心里非常振奋，
“他说明年欢迎我们再到武汉，他给我

们当导游！”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最难过
听到同行噩耗

今年春节本应是控江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医师刘明利结束两年援摩洛哥

工作后在家度过的第一个春节，然而，
听说上海组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他毅

然决然退掉陪母亲一起回山东老家的
机票，马上报名参加。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有多危险，每

个医疗队员都很清楚，与大家一样，刘
明利也做好了可能感染的思想准备。

“说实话，不可能不紧张，飞机一降落，
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又拿出一只口罩，戴

在了原本的口罩外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

勇气更可贵。在武汉第三医院的次危重

症病房，在与死神一次次的搏斗中，刘

明利失败过，但成功的次数更多。
回顾这一个多月的工作，他说，其

中最难过的时候就是听到同行因感染
而去世的消息。虽然，这些医护人员的

名字都很陌生，但是，每一个名字的背
后，都有一段令人痛心的故事。同袍齐

心，感同身受的痛，最难熬。不过，最沉

重的时刻似乎正在过去：治疗方案越来
越成熟，治疗效果越来越显著，大家的

信心越来越足。半个月前刚在武汉度过
36岁本命年生日的刘明利相信，齐心

抗疫，是赶走厄运的最好武器。

最开心
搭班医生治愈

“今天第一天上班，很累，别和我说

话。”看到消失了一阵子的搭班医生小

艾突然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条信息，
刘明利恍然大悟：“艾医生一定是被感

染过了。”他赶紧给小艾发了一条微信，
果然：艾医生刚刚结束隔离，顾不上休

息，就回到了一线重新参战。第二天，两
人碰巧是同一个班头，“重生”后的第一

次相逢，穿着防护服的他们很有默契地

互相碰了一下胳膊肘，代替握手或者击
掌作为特殊时期的庆祝方式。刘明利真

挚地说，艾医生痊愈是这段时间最大的
喜讯。

小艾是和刘明利搭班的第一个当
地医生。在他的帮助下，刘明利迅速进

入角色。虽然两人搭班的时间仅有短短
一周，却一起度过了许多危急时刻，特

别是刘明利上的第一个夜班，当天收治
了三个危重病人，还有一名病人死亡。

刘明利怎么也没想到，艾医生竟然
感染了。幸好，再见面的时候，小艾又是

健健康康的了：“春天并不遥远⋯⋯”
本报记者 孙云

最开心
颁发生命的“奖状”

1 月 24 日大年夜晚上赶赴
武汉，今天是第七人民医院护士

长李冬梅驰援金银潭医院重症监
护病区的第 40天。“随着方舱医

院、综合性医院等救治渠道增加，
对病人应收尽收，我所在的北三

病区，重症病人越来越少。”李冬

梅告诉记者，昨天仅 5名病人，工
作节奏明显放缓。

说到最开心的事，李冬梅回
忆，“一天，我为治愈的病人送去

出院小结。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
男子接到小结后像孩子般欣喜若

狂，高兴地说‘这是给我生命的奖
状！’他还给病友们鼓劲：‘加油，

你们也会收到这张奖状的！’”所
有人沉浸在一片欢乐中。另外一

名老教授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自己住院后，最担心的不

是自己，而是家人。过年时候他和
女儿、女婿一家人团聚，入院后一

直惴惴不安，生怕连累家人。当他

得知家人检测后平安无事时，放
心的表情让人记忆犹新。”

最难过
80后夫妻生死相隔
在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是

和生命赛跑的节奏。但是在生死

的搏斗中，也有病人不幸抢救无
效去世。说到最难过的事时，李冬

梅想起了一名“80后”女患者，她
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孩子还在

幼儿园，夫妻十分恩爱。在她患病

期间，虽不能相见，但丈夫经常送
来燕窝、新鲜的草莓、尿布等，盼

着她早点治愈回家。但最终妻子
年轻的生命还是被病魔夺走。

“看着她孤单地离开人世，我
们能做的就是做好生命的最后守

护者。”重症监护室没有护工，所有
的最后工作都由护士完成，他们为

死者消毒送行，将他们的手机仔细
消毒后，交还家人给他们留下最后

的念想。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最开心
病人变成“帅爷爷”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北四病区
17床老人，原来病情比较危重，

经过上海医护人员一周精心医
护，情况较之前有了很大好转。

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护士吴婷婷所在的

“静安 3人组”是 1月 27日大年

初三的晚上跟随上海医疗队紧急
驰援武汉的。这天，吴婷婷和同事

陈雅娟一早上班时特地从住所带
了一把剃须刀。做完早晨的治疗

后，他们就携带“家伙”来到病房
为 17床剃胡须，“虽然是第一次

剃胡须，但这和手术前‘备皮’差
不多，所以操作还算顺利。在我们

的努力下，爷爷脸上变得好干净，
成了一个‘帅爷爷’”。吴婷婷告诉

记者，那一刻，她的心里最开心

了，这是他们努力获得的成果啊！
吴婷婷还注意到：“不知是有

意还是无意，17床跷起了左手大
拇指！”

最难过
做孙女我不称职
看着不少病人一天比一天好

起来，吴婷婷很开心，但一想起自

己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她又有
些难受，“本来过年可以去看他们

的，结果没能如愿，已经有两个多
月没见到他们了。”吴婷婷说，“那

天终于和他们通了视频，忍不住

哭了⋯⋯”
为了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吴婷

婷情愿做个不称职的孙女，“等到
凯旋的这一刻，我就能去看望爷爷

奶奶了！”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最难过
女护士患上心理疾病
杨道良是长宁区第二批援鄂

医疗队的负责人，已经在武汉江

汉开发区方舱医院工作了一周多
时间。作为一名心理医生，他最难

过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医护人员受
到心理折磨。

3日晚上，他在电话中告诉

记者，当天下午，有一名在金银潭
重症监护室工作的女护士经朋友

介绍，拨打了他的电话做心理咨
询。这位女护士患了 PDSD（创伤

后应激障碍），工作压力大，睡眠
不好，常常做噩梦，不愿和同事多

交流，对患者没有被抢救过来感
到自责。杨道良听了后很难过。

他告诉女护士，要找到一个
很好的联接，要多锻炼身体，经常

和家里人聊天倾诉，不能把事情
老放在心底，他还专门配好药，托

人带给她。女护士咨询完后也通
过朋友表示心里舒服一些了，让

朋友转达了感谢之意。

最开心
增加了方舱凝聚力
除了针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

心理问题给予治疗帮助外，他还

帮助方舱医院成立了临时党支
部，利用支部的力量增加凝聚力，

让患者和医护人员学会了自我管
理，并且招募志愿者，鼓励大家捐

献血浆。这也是最让他感到开心

的一件事。“有的病人出院后就会
说，在这几天里，临时党支部给他

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杨道良还写了一段题为《爱

的延续———致无偿献血的舱友
们》的小诗：“您不是战士，却有着

勇士的豪情，您不是白衣天使，却
可抢救许多危重生命。”

自 3月 1日倡议发出以来，
已经有十几位患者签署捐献意向

书，“当听到有很多患者康复后打
电话来愿意捐血浆时，觉得做了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杨道良在电
话那头认真地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屠瑜

最难过
患者说怕接不到家人电话
刘双园是松江区泗泾医院心内科

护士长，从 1月 28日抵达武汉至今，她

已经在武汉三院隔离病房工作一个多
月了，负责照顾十多个病人。

2月 1日，刘双园上了来到武汉后的
第一个夜班。4小时一班，提前一个小时

到岗准备。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隔离

病房内没有家属、没有护工，喂饭、倒水、
擦身体⋯⋯所有一切都由护士照顾。

凌晨三点的武汉灯火通明，大街上
空无一人。这天夜里，有位年迈的患者

竟还醒着，让刘双园帮忙手机充电。她
接过一看，发现手机电量是满格。“您手

机电是满的，不用充。”刘双园好意提醒
道。但这位患者却说：“你还是充着吧，

我怕家里打电话来接不上。”
老人的话让刘双园鼻子有些酸，原

本沉重的心更不是滋味，此时，他的身影
显得格外孤单。在那一刻，她很想呼吁，

家属的关心和鼓励就是患者战胜疾病的

动力，哪怕一通电话也好，让他们知晓自
己没有被抛弃。与此同时，刘双园也暗下

决心：一定要尽心尽力把患者照顾好。

最开心
“不会说话”的老人开口了
“刘护士，帮我热下饭菜。”“刘护

士，帮我打点热水。“刘护士，帮我换下

尿布好吗？”⋯⋯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
忙碌的工作就在患者亲切的召唤中开始。

刘双园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穿梭在各
个病房之间，尽管衣服已经记不起湿了多

少次、下班后脸颊和耳际痛得不敢触碰，

但令她感动的是，短短几日，病房内素昧
平生的患者已记住了她的名字，并对“大

老远从上海来的医疗队”称赞不已。
2月 17日，上班接班时同事特别

交代刘双园，今天她分管的床位上有一
位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而且不会说话，

要特别关心。刘双园一有空就去老人床
边巡视。刚开始老人并无异常，后来再

去时，发现老人显得有些烦躁，不停地

拉裤子，发现他原来是解便了。
刘双园和同事没多说什么，默默将

老人的脏裤子脱下，准备帮他擦洗时，
邻床患者感动不已，说要拍下这感人一

幕。涉及到患者隐私，刘双园立即拒绝
了，对方听到解释后放下手机，竖起来

大拇指说：“你们太不容易了！武汉人民

感谢你们！”这一天，刘双园和同事隔段
时间就去关心他，但直至下班，老人都

不曾回应。
第二天早班，刘双园又第一时间就

来到那位老人的床边，“老伯伯，肚子饿
不饿？要不要喝水？”刘双园关心地问

道。没想到，老人竟然说：“我不喝！”
短短的三个字让刘双园惊讶不已，

原来这老伯伯会说话啊！病房里的其他
人也感到不可思议，说：“肯定是你们的

真诚感动了他，让他敞开了心扉。”如
今，老人每天都会主动和医护人员聊些

家常里短。
在日记里，刘双园这样写道：“不管

这次任务多么的累，多么的艰难，当看
到在我们的努力下积极配合治疗的患

者，一个个治愈出院，我感受到了很强
的使命感。我坚信，胜利快来了。”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