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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白衣，我就是战士
戴 倩

    我出生于 1993年，是大家俗称

的“90后”。 有人说，“90后”这一代
人是“来不及断奶的妈宝一代”。 但

是我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其
实“90 后”也是勇敢、努力的一代

人，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我们
的胸膛里也有一份家国情怀。

漫长的24小时
2020 年新冠病毒肆虐中华大

地，武汉封城，医护人员告急。 仁济

医院响应国家号召，征集医护人员
奔赴一线， 我马上向组织递交了

“请战书”。 我刚刚结束援滇回上
海，朋友们对此非常不理解。 我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

无畏，但是我的专业是重症医学，正
好能派上用场，我也没成家，生活没

啥负担。

2月 18日，当上海第八批医疗

队集结时， 我很荣幸地作为仁济人
加入了这个集体。从号角吹响，到踏

上征程，我们只用了 24个小时。 这
24个小时，可能也是我人生中最漫

长的一天。

我在医院剪短了长发， 回家收

拾行囊。从开始报名起，我就一直瞒
着父亲。直到临走那一天，听说我要

去武汉，我的爸爸，我那个平日里跟

谁都乐呵呵的爸爸，哭了！那是我第
一次看到他那么伤心。临走前，爸爸

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 可是捧着碗
的他，却泪流满面。我们俩就那样默

默地吃着饭，谁都不敢说话，我心里
从来没那么疼过，不是心疼自己，是

担心爸爸。我走了，不知道哪天才能

回家， 他一个人在家， 会好好吃饭
吗？ 他该有多担心我？

那天晚上，父亲把我送到小区门
口，他一直看着我渐渐走远。 我也舍

不得他，可我还是坚定地往前走。 我
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平安回家！

魔幻的一天
来到武汉雷神山，踏进病区的

那一刻，我和同事们都傻了眼。 眼

前这片空空荡荡的板房，就是我们
将要收治患者的病房。 两天的时间

里，我们在总领队张继东院长的指
挥下，搬来床铺、呼吸机、心电监护

仪，调试设备和系统。 那真是魔幻

的一天， 原本空无一物的板房，被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建起了一座拔

地而起的抗疫堡垒。 结束了一天的
劳动后，我擦去满脸的汗，长舒了

一口气，心里满满的骄傲。 我们，不
仅可以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还

成了优秀的设计师、 干练的搬运
工。 真棒！

2月 22日，雷神山 ICU正式收
治患者的第一天。 我穿戴上厚厚的

防护装备， 还没开始工作就头晕起
来，刚走了几步就已经气喘吁吁。这

时候，危重症病人已经住了进来，我
心里有些慌，可是已经别无退路，只

能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气道护理、静

脉穿刺、 卧位护理……这些平时在

上海的 ICU里习以为常的操作，在
这里却无比的艰难。 厚重防护服下

笨拙的身形、 双层手套下木讷的双
手、防护眼镜下雾气朦胧的视线，让

我每做一个操作都喘得慌。

我努力适应这样的工作状态。

每次进舱前，我先拉伸四肢，在鼻梁

上粘贴减压敷料， 在护目镜上涂抹
防雾液体， 给戴上手套的十指做做

手指操。 最大的困难还是体力上的
不济。我们按组轮班，每个班进舱 4

小时，但是加上前后准备的时间，几
乎每天都要花 7到 8个小时在医院

里。譬如轮到夜班时，我是凌晨 1点
上班，但晚上 11点就得出发，等到

再回到驻地，已经是第二天的 9点。

倒班加上护理病人的压力， 使得我

们这些人睡眠大都出现了问题，每
天都是碎片化的睡眠， 有时候一天

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

然而渐渐地， 我适应了这样的

生物钟。为了振奋精神，每天上岗前
先给自己灌一杯咖啡。我想，只有先

克服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 才能有
信心和病毒决战。

几分钟的“决战”

在雷神山的 ICU，生死决战常
常突发在几分钟内， 我虽然此前已

经在重症监护这个岗位上工作了 3

年，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护理的第一个病人是位阿
婆。 那天交接班时，阿婆的生命体

征还比较稳定， 正在高浓度吸氧。

可就在我们交接班的过程中，也就
是十来分钟的时间里，监护仪突然

发出急促报警声，阿婆的氧饱和度

极速下降，出现了呼吸窘迫。 我立

刻放平她的床头，拿起床边的呼吸
球囊紧扣她的口鼻。 三分钟，床位

医生进舱抢救；十分钟，插管小分
队进舱插管、调呼吸机参数、用药

……我们用尽了全力，可最终阿婆
还是走了。

那天， 我一个人在病床旁坐了

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好好的一个
温热的人， 就这样在我眼前渐渐变

冷。这是阿婆的苦难，也是国家的伤
痛。 在那一刻，我无力又焦灼，不停

地在心里叩问自己： 能不能做得更
好一点？

15床病人是我护理过最艰难
的病例。为了改善他的呼吸，我们 5

个医护人员一起为他进行俯卧位
通气，要把病人从面朝天翻身成趴

下姿势，翻过去，再翻过来，每隔两
小时重复一遍。 给插管病人翻身看

起来简单，其实一个小小动作就会
影响到他的生命体征。 翻身的过

程，要使得出力气，还要像绣花一
样小心轻放。 我个子小，人瘦，也不

知道哪来的力气，一遍遍翻身，也不
觉得累。

最难的是做气道护理， 每天数
次口腔护理、 更换口插管的压片和

胶布。这是一门“走钢丝”的活，口插
管如果脱出，病人会直接死亡；冲洗

时一个不小心，病人咳呛，会喷射出
气溶胶。 15床病人的生命体征还算

可以， 我们想帮助他早日恢复自主

呼吸，所以就没让他镇静得太深。可
是，浅镇静的状态下，病人很容易咳

呛。 那天我在操作时， 还没开始吸
痰，他嘴角就开始流痰液。我当时害

怕极了， 脑子里不停地跳出 “气溶

胶”“气溶胶”三个字。 最后，我强作

镇定地完成了操作。你要是问，以后
碰到这样的病人， 我们还会给他浅

镇静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
有利于病人的操作， 我们愿意冒着

遭遇气溶胶的风险。

救人，不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最好的成长礼
就是在这些日日夜夜的战斗

中， 我经历了许多以前不曾经历过

的考验。我每天都在学习，同时也收
获了大家的肯定。 因为我们组里有

过重症监护经验的人不多， 所以我
就会把一些操作经验和大家分享交

流，用“老带新”的模式指导组员。这

二十多天， 我过得比在上海辛苦得
多， 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充

实， 体会到了一种被人需要的自豪
感。 我想，我成长了。

艰辛与磨砺是最好的成长礼。

3月 8日， 我在雷神山火线入

党了。这是我第三次递交《入党申请
书》，也是最郑重的一次。我知道，与

病毒的较量，看不见硝烟，也听不到
枪炮声，但生与死的考验真真切切，

危险几乎无时不在。 也许正是因为
经历过了这一切， 我想在这里对父

亲说句话：

爸爸，你的女儿长大了！我和千

千万万个“90后”一样，昨天还是父
母眼中的孩子， 今天已然成为新时

代共和国的脊梁， 成为我们国家的
骄傲和希望！ 经过抗疫战火洗礼与

淬炼的青春， 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绚
丽的光芒！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气死老娘了！ ”原本一直以

为， 这只是一句表达情绪的口头
禅，没想到，不久前的一个晚上，

一语差点成谶———在杨树浦港
附近，一名年轻母亲在辅导五年

级儿子的功课时， 突然夺门而
出跳进河里， 甚至对救援的消

防队员哭诉“不要救我，我真的

太累了……”

年轻的消防员一边给她身上

绑救援绳，一边宽慰：“阿姨，大人

都很累的啊！ ”

恰逢新学期网课开学第二
天，吃瓜群众的反应都是：这锅莫

非是网课的？毕竟，最近吐槽网课
的家长着实太多。但是，我反对把

母子失和的锅一股脑丢给网课。

君不见，网课开展前，就屡屡

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见诸报
端：“爸爸凌晨把不写作业遭老师

批评的 10岁儿子送到上海火车
站讨饭”“湖北一妈妈辅导三年级

儿子作业时心梗发作送医院抢
救”……显而易见，不管有没有网

课， 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爸爸妈

妈，该爆的雷依然会爆。

我自己就见过不少 “不做功
课母慈子孝，一做功课鸡飞狗跳”

的事情。

我家楼上住着一个 4岁小琴

童， 我很清楚地知道他每周四晚

上都有一节钢琴课。为什么呢？因

为，每周四他都会练琴到很晚，最
晚一次甚至超过零点。

隔着天花板, 聆听那带着惺
忪睡意的琴声，我能想象得出，一

位“虎妈”正在因为孩子当晚没有

好好上课而发威呢。 这家的奶奶

心疼孙子，对“虎妈”颇有微词。其
实，谁听了这夜半琴声，不为孩子

的身心健康担心？ 在杨树浦港的
救援现场， 消防员或许还有半句

大实话没说：“小人也被你们大人
弄得很累的啊！ ”

古语云：“学而时习之， 不亦

乐乎。”这届孩子的学习为什么会
变得不快乐了？我想，学习本身不

会让人不快乐，让人不快乐的，是
心态。 如果家长能以更加平和的

心态对待学习， 看待网课， 对自
己、对孩子，下手都别太狠，我看

到，也有不少家庭如鱼得水。

最近，我所在的一个家长群
里，大家都在庆幸赶上了“公民

同招、禁止面试、民办摇号”的
好辰光， 我们的孩子终于有机

会不再早早成为刷题机器，而
我们这些老母亲老父亲也终于

解脱了。 趁着最近春光正好，不

如戴上口罩， 去阳光下放飞自
我吧，毕竟，母慈子孝，比刷分

更重要。

孙 云

这个锅，网课不背

新民随笔

答好“走心”题 上好“暖心”课
沪高校纷纷从抗疫故事里提炼思政元素融入在线课程

    抗击疫情到了决胜关头，也为

高校提供了生动的思政课程教材。
纷纷在线开学的沪上高校，将思政

教育融入于专业课、选修课和微型
课之中，聚焦于抗疫中的英雄人、英

雄事，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认识中国
共产党人在重大考验面前的政治品

格，增强对我们战胜疫情政治优势

的自信。

专业课
引入抗疫案例
全民战“疫”本身就是一堂超级

大课堂，能够极大延伸思政课的广

度与深度。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各教学团队对近四周的课程做了

重新设计，融入了党中央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大部署、全国各地的联防

联控措施成效、防疫抗疫涌现的先

进人物和典型事例等教学内容。
上大经济学院教授聂永有在

“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网课中列
入了“危机管理”章节，通过案例分

析和讨论的方式，对新冠疫情暴发
后的政府应急反应、民情关切、火神

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的快速建设，
以及应收尽收方案的落实进行了逐

一解剖，并且以几艘外国邮轮的不
同境遇，揭示了不同国家的体制特

征与应急反应能力。这堂课不仅让

专业教学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还有
效增进了青年人对中国精神、中国

力量的信念。

上大教务处副处长、“创新中

国”课程总策划顾晓英教授给学生
们布置了一道特殊作业———制作推

送“抗疫最走心的文字”。要求同学
们“把作业变作品”，大家可以用文

字、图画等各种形式，讴歌身边的抗
疫英雄。至今，全校已经连推了三期

“走心”作业。

选修课
树立正确三观
历时 90分钟的直播，在线收看

人次达 52万次，全球各地的师生校

友们纷纷在微博、B站、抖音、快手
上的“华东师范大学”账号下互动留

言，弹幕刷屏。这是华东师大在线开
学第一课的火爆情形。在公共选修

云课堂里，通过人类与病毒顽强斗

争生动事例，引导大学生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华东师大特聘教授、著名病毒
学家王林发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在

此次抗击疫情中所做的工作。他说：
“病毒的中间宿主在不断变化，如果

我们不改变食用野生动物的饮食习
惯，新冠肺炎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大规模暴发的新发传染病。”
“新冠病毒的直径大概是我们

头发丝的 1/400，它的结构也非常简
单，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由超过 20

万种不同的蛋白和 40至 60亿万个
细胞组成。如此复杂、强大的人体怎

么会被小小的病毒打败？答案就是

‘瞒天过海、借刀杀人’。”华东师大生

命科学学院上海市调控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教授杜冰、钱旻两位老师从传

染病的历史说起，重点介绍了新冠病
毒入侵人体细胞的机理、出现临床症

状的原理与传播特点，以及根据这些
原理如何做好科学防控。

微型课
提炼抗疫精神
在东华大学，一堂取名“暖心

牌”的微课上线了，凝聚着战“疫”正

能量。开设微型课的既有专门从事
思政教育的辅导员，也有专业课教

师。他们自发录制微课，结合疫情防
控形势积极宣传科学知识，讲述感

人故事。微型课浓缩知识要点，分享

独到观点，并做好知识分享和课程
预热，说事、说情、说理，讲述这场战

“疫”里不倒的中国力量。
据悉，东华大学管理学院推出

的《战“疫”里不倒的中国力量》系列
音频微课特辑共分为五讲，还包括

《逆行里的爱国精神》《疫情教会我

们“敬畏”》《“宅”出来的规则意识》
《被“夜光”点亮的感恩心》等思政微

课，力求每堂微课都要提炼出闪光
的抗疫精神。辅导员们还结合战

“疫”中鲜活感人的案例和身边故
事，引导大学生感知中国力量，理解

大爱仁心，努力成为一名传播爱、奉

献爱和充满爱的新时代中国青年。
本报记者 王蔚 张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