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领队朱畴文副院长的大力支

持下，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积极策划
探讨在前线开展“金点子”奖项目评

选的可行性与流程。短短几天内，
就征集到了 22个武汉前线源自医

疗护理实践中“头脑风暴”迸发出的
“金点子”，涵盖医疗流程管理、人员

业务培训、开展有效防护、关爱员工

与患者等领域。

信息管理回归“原始”

怎样利用有限的资源更好地
开展医疗工作？队员们从方方面面

进行了创意改造。由 100名护士组
成的中山援鄂护理组通过一名护

理部副主任、两名病区护士长，以
及七名护士长搭建了管理框架，对

每一项工作都安排得细致入微，包

括资源的调配，以及每名护士的上
岗前后培训工作；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东院区的 2 个病区是临时改造
的，隔离区内没有电脑信息系统，

如何能一眼看清病人的相关信息？
20病区护理组想出了贴纸条的“原

始方法”，这样，病人的信息明晰
了，将他们按病情轻重分类管理也

就有了依据。
每天的护理交接班都是一个重

要环节，22病区护理组引入 SBAR

交接班模式，即上一班护理人员阐
述患者病情的全方位信息，并将重

点护理要点交接给下一班，以保障
护理工作的连续性；而交接班时在

病房玻璃门上用记号笔写下病人的

病情，便于快速了解病人信息；为快

速适应病房工作流程，小伙伴自建
了各类抗疫期间的“中山标准”，规

范收治病人、检查申请和有创治疗
流程，在完善诊疗操作的同时，提高

了工作效率；在污染区开展工作，有
时一个人有三头六臂也不够，那就

发明一个多口袋的腰包，医务人员

把需要的物品放在腰包内，需要时
再取，真正解放了双手。

室内运动辅助治疗
医务人员的首要任务是救治患

者，怎么让他们更快地康复出院是摆

在他们面前的第一大课题。长期不下
床活动的危重症和高凝状态患者容

易形成深静脉血栓，会拉长康复周
期，借鉴中山医院总部 ERAS（加速

康复外科）的理念与做法，在隔离病

房标记出一块区域，鼓励有能力的患
者每天在室内运动 1000米，不仅增

加了肺活量，又能有效降低 DVT（深
静脉血栓形成）；给患者下达医嘱后，

需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收到药品，为了

省去领药环节，小伙伴们在药品柜里

设置了备用药品专柜，及时提前补
货，大大提高了用药时效。

雾化面罩自行设计
赴前线参与医疗工作，保护好

自己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新冠病

毒会造成患者呼吸系统远端和终末
气道被大量的粘稠分泌物所阻塞，

雾化吸入是一种可促进气道分泌物
分解排出的有效方案，但传统雾化

吸入装置的排气装置直接与外界大

气相通，会增加传播风险，医疗队员
构思设计了一种适用于呼吸系统传

染病患者使用的雾化面罩，它能防
止飞沫喷溅，从而降低医务人员在

救治病人时的感染风险，“这个装置
已有了设计初稿，期待它能产品化

的那天。”

垃圾分类带到武汉
从上海到武汉，很多生活方式

都被迫改变。将废旧的纸箱改造为

简易的鞋盒，这波“变废为宝”的操

作让原本无序堆放的工作鞋有了分

类摆放的场所；去年在上海试点的
垃圾分类，在武汉驻地虽然没有实

行，看着整理垃圾的清洁工人每天
做分类十分辛苦，有些不忍心，医疗

队员提出，在驻地自行分类垃圾，并
将楼底下的大垃圾桶分成干垃圾、

湿垃圾和医用垃圾，每个人举手之

劳的垃圾分类，给清洁工人带来的
是几个小时的便利。

“超市”物品随时取用
与病毒的抗争是场拉锯战，医

务人员长时间在如此高强度的压力

下工作，难免会身心俱疲。中山医院
总部自 2009年起便设立了“巴林特

小组”活动，活动以多种形式让医务
工作者有机会坦露自己内心的焦虑

和压力，通过与组员们的互动和交

流，疏解职业压力。
前线救治任务重，更需要这种

“巴林特”式的关怀，医疗队员们决
定不定期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

由有巴林特内训师经验的队员坐

镇，适时给予心理疏导，而在上海

本部的大后方，中山医院建立了
“疫情应急心理关爱巴林特辅导

组”，心理医学专科的医生提供专
业咨询与建议；在驻地酒店，行政

保障组想着怎么更好地服务一线
队员们，他们开设了一个“共产主

义小超市”，超市在每天晚饭时开

放，摆放着从后方中山医院和当地
爱心企业捐赠的物品，随时供队员

们自助领取。上夜班的医护人员回
来晚了怎么办？别担心，还有“夜班

医护食品补给站”，每天晚上 9时到
次日清晨 7时都开放。

为医疗队员提供各式各样的关
爱是“最佳雇主”中山医院的一贯做

法，那病患的心声该向谁来倾诉？中
山医疗队接管的 2个重症病区的病

人，已好久没和家里人接触了，内心
的孤独与无助暂且不说，连带来的

住院生活用品都已用得差不多了，
就这样，医疗队员们开始做起“快递

员”的工作，患者们想要的生活用
品，拖鞋、肥皂、洗发水、卫生纸⋯⋯

能采购到的物资，医疗队都免费送
到病人手中，小伙伴还想着能不能

有个爱心小货车，在相对轻症病人
的病房里流动，患者看到有需要的

物品能自取。医务人员还会协助患
者与外界亲属沟通，有时亲友间的

短暂沟通给患者带来的是非凡的效
果，他们精神状态好了，对抗病毒也

就更有信心了！

通讯员 金晓璐 本报记者 左妍

    这是一个奇特的微信群。

255名群成员，有警察、教师、
企业老总、收营员、空嫂、政协委

员、记者⋯⋯入群时，他们大多互
不相识。只因同一个目标，他们肝

胆相照。
昨天上午，群主董瑞拨通了上

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领队李晓静的

视频电话。身在武汉救治一线、被
防护服遮住大半面庞的李晓静，看

到镜头的第一瞬，惊喜地喊起了“姐
姐”，那爽朗的笑声，亲热的语气，让

人心情也一下明亮了起来。“姐姐”
董瑞，是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曲

阳路派出所的一位内勤民警。她告
诉李晓静，又有一批物资在几天内

将送到武汉前方医疗队的手里，请
她注意查收。

这些物资，就来自于那个奇特
的群。每一位成员尽一份绵力，温

暖着远方“战疫”的天使，也感动着
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

一张照片 感动群主
故事要从今年除夕夜说起。
1月 24日晚，董瑞所在的曲阳

路派出所来了一位心急如焚的女
士。她告诉窗口民警，自己名叫潘慧

璘，是岳阳医院的一位护士长，也是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成员。刚接到

通知要紧急赶往集合点，她怕赶不

上，所以向民警求助。
董瑞听到这个故事时，护士长

已经被警车送往机场。但她仍然被

那义无反顾的“逆行”打动，心中泛
起一丝遗憾：要是我在，一定亲自开

车送她！
几天后，董瑞在朋友圈里看到

朋友转发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位上
海援鄂医生，因为长时间戴口罩，脸

上的皮都破了。图片下还有一段文

字，董瑞读后心情有些沉重。原来，
第一批医疗队从组队到出发只有短

短一天，许多护士只带了一双软底
鞋，但身在直面病毒的一线，几个小

时就必须消毒一次。一天下来，消毒
液浸透了鞋子，从里到外都透着凉

意。而且那段日子武汉天气阴冷，第
二天根本干不了，穿在脚上又冷又

难受。
一直负责后勤工作的董瑞坐不

住了。她又想到了除夕夜的那个故
事。“这群白衣战士代表上海，为国

征战，作为家乡人，我们一定要想点
办法，帮他们解决点实际困难。”

说干就干。董瑞想到自己在武
汉有位好朋友冯先生，是家乐福华

中区保安总监，分管着当地 36家卖
场的安防工作。能不能通过他采购

点东西给医疗队捎过去？
董瑞马上打电话给冯先生，委

托他采购价值约 1万元的软底鞋、
消毒液、食品、饮料等，送到医院。冯

先生名叫冯胜明，一听是为援鄂医
疗队采购物资，马上答应下来。冯胜

明所在超市的领导听说此事，也深

受感动，马上决定出资追加采购 3

万余元的生活必需品一并送往。为
了联系方便，当时董瑞和冯胜明、前

方医疗队领队拉了一个群，群名叫
“大爱无限”。

1月 31日，这笔物资送到了医
疗队驻地酒店。来自家乡的温暖让

大家感动万分，他们专门致电曲阳

派出所表达深深谢意：“你们是雪中
送炭的同行者！”直到此时，派出所

领导才知道董瑞所做的一切。

爱心大群 不断接力
这件爱心善举被媒体报道后，

董瑞的微信提示音几乎没停过。亲

朋好友纷纷发来信息，向她表示敬
意。更多人则希望也能加入“大爱无

限”群，向援鄂医护人员献出自己的
一份爱心。

为了不影响前线医护人员，董
瑞重新建了一个名为“爱心接力”

的群。这个群的二维码被虹口区旧
改指挥部的杨叶盛发在了朋友圈

里，从那天起，不断有人加入。10

人、20 人、50 人、100 人、200 人、

250人⋯⋯群成员不断壮大，虽然

大家是不同朋友介绍，大多数互不
相识，但大家的心始终是一样的：

尽自己所能，为前线医务工作者们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化解他们的后

顾之忧。
相比软底鞋，护目镜除雾剂的

采购难度高得多。前方医护人员长

时间佩戴护目镜，很容易起雾，阻碍

视线，所以在群里求助。由于平时买
的人很少，这种除雾剂在一般商场

里很难找到。群里有健身达人提供
思路，护目镜有点像潜水镜，可以去

运动商店问问；也有爱车族建议，或
许汽车美容店维护挡风玻璃的产品

效果差不多⋯⋯

一个名叫陈超的群友当了有心
人。她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电话，几乎

问遍了所有的运动商店，然后做了
一张电子表格，上面清清楚楚地列

出几十家门店的地址、除雾剂的库
存量。其他的群成员“闻风出动”，众

人拾柴，只隔了两天，两大箱护目镜
除雾剂送往武汉，去“擦亮”一线医

护人员的目光。就这样，隐形眼镜护
理液、手机充电线、替换的衬衣⋯⋯

大家不断在群里出谋划策，为前方
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排忧解难。

昨天装箱送往武汉的，是群成
员张钺捐赠的一批衣架和 T恤。原

来，当地这几天天气非常热，每天从
抗疫一线下来，医疗队成员们都是

浑身湿透，作为一家服装公司财务
总监，张钺专门募集了一批短袖 T

恤，方便大家晾晒和替换。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爱心接力”群里大多数人来自

上海，但也有例外。有一位昵称为

“茉莉花”的女士，就是江苏省南通
市一家超市的收银员，名叫缪莉莉。

她是杨叶盛的病友，来沪看病时认

识后互加了微信。看到杨叶盛的朋
友圈后，深受感动的她马上扫码入

群，成为第一批“元老”。虽然收入不
高，但群中捐赠她一次都没落下。

杨叶盛知道她的困难，劝她捐
款几次后就可以退群，她却发来一

段话：“我的祖辈父辈说过，帮助人

是一件好事情。虽然与富人比起来
我囊中羞涩，但我依然要在自己力

所能及的范围帮助别人。”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随着越来

越多爱心人士入群，董瑞也与越来
越多援鄂医疗队取得了联系，想方

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到昨天为止，
“爱心接力群”已经先后为上海援鄂

的 11支医疗队 1356位医护工作者

送去关心和援助，捐赠各类急需物
品超过 30万元。

为了做到公开、透明，董瑞专门
拉了较早加入“爱心接力”群的同事

徐赛玥等几位友人，建了一个“爱心
监督群”。专门负责事项公开、费用

公开、去向公开、流程透明。
从那些捐赠物资的清单明细上

可以看到，捐赠的物品中不但有口
罩、防护服、成人纸尿裤、护目镜除

雾剂等，还有红肠、牛肉干等小零
食。对于在一线奋战的上海医务工

作者们来说，正是这些看上去不起
眼的零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来

自家乡人民的牵挂。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家乡的贴心捐助温暖逆行医护
———一名上海女警建爱心群的故事

一个个“金点子”凝聚“中山智慧”
赴鄂医疗队前线“头脑风暴”有效提升防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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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余情的朋友圈，不久前“晒”出一张照
片：医疗队驻地文化墙最新一期，图文并茂展示了凝结队员们智慧的“金点子”。
说起为何会评选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金点子”奖，余情表示，“中山医院党委

自 2007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全院的‘金点子’奖评选，前线队员在特殊时期创
新了很多有用的做法，何不将这个奖项也在医疗队中进行评选呢？”

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