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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人们总说 90后以自我为中心；现在，不

怕吃苦、不怕牺牲，成为他们的代名词。

“如果有机会，我想申请第一批去支援武汉。”

冯圣捷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副队长贾波提出申请。之后没几天，他就随队

来到了武昌方舱医院。如今，方舱已经完成历史使
命，但冯圣捷还没有回来。冯圣捷出身于医学世家，

从小就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志向，“家人告诉我，学
医之路不好走，但我觉得治病救人很有意义：救治

一个病人，往往就拯救了一个家庭。”1990年出生

的冯圣捷马上就 30岁了，他说：“我的生日在 5月，
希望那时，疫情已彻底好转。”

杨浦区中心医院 50名医护人员随上海第八批
医疗队奔赴武汉，整建制接管雷神山医院 C3病

区，他们中，90后医护人员有 13人。初上“战场”，

年轻党员也会发怵：“怕自己做不好连累了同事，怕
自己照顾不好病人。可是我是一名护士，一名党员，

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就要冲在前线。”1994年

出生的伍净净，在 C3病区被病人当成闺女一样亲

近，她让这些与子女分离的病人得到了宽慰；90后

党员男护士安崇元，踊跃申请第一批进舱，当天收

治了 33名患者，安崇元忙得汗流浃背，搀扶着患者

把大包、小包行李送到病房，并交代住院注意事项；
神经内科的薛杰医生，特意两次参加雷神山医院电

子病历系统培训———因为他知道，一个完全陌生的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对于医疗工作的正常开展，会是

一个不小的难题。在熟悉了电子病历系统之后，他联
合几位年轻医师迅速建立了所有常规药物、病历和

病程模板，帮助其他医生尽快熟悉电子病历系统操
作。等病区正式收治病人时，大家都基本能熟练操

作新系统，病人的收治效率也成倍提高。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90后战士们与这些英
雄的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在这场直面生死的战斗

中，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价值。“疫
情不退，我们不退！”铮铮誓言，道出了 90后白衣战

士们共同的心声。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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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一批年轻的白衣战士挺身而出。
上海先后派出 9批 1649 名医疗队
员奔赴武汉，在好几支医疗队中，
90 后医护人员占半壁江山，还有相
当一部分是“95后”。上海支援湖北
医疗队中，90 后党员有 140 多名。
面对疫情大考，他们冲锋在前，让青
春在战“疫”一线绽放风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护士张贤玲是一名 90

后党员，拥有丰富的重症实战经验。她是科室里第
一个报名上前线的。“第一次进隔离病房，有过对未

知的害怕，但我不恐惧。”张贤玲说，自己每次进舱
都会跟患者交谈，陪他们聊天。现在即使穿着防护

服，患者也能认得出来，进门就会打招呼。
有个患者被告知 2天后能出院，一直对张贤玲

说：“想走的时候跟你照张相，留个念！”可 2天后不

是张贤玲值班：“要不我过来看看你吧！”谁知患者
考虑再三，“拒绝”了张贤玲的建议。“你们来一趟不

容易，还要穿防护服，不值班的时候还是休息吧！”到
最后，照片也没拍成。张贤玲说，自己很珍惜这份感

情，也永远记得这个患者。现在，看着病房里各项工

作越来越顺利，想到自己也是参与者就很有成就感。
患者们也说，感受到了上海医疗队带来的温暖，还

有年轻护士们的活力！
90后护士谢亚莉，已经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呼吸内科工作了 8年。1月 28日，她出发前往武

汉支援，并未告诉安徽老家的父母。“后来妈妈流泪

了，爸爸还给医院写了封信。”谢亚莉在武汉三院工

作。她回忆说，ICU病房里有一位阿姨，起初情绪有

些焦虑，一直说想回家。“我当然告诉她不可以啦，

但又怕她消极不接受治疗，所以有空的时候就陪她
聊天，尽可能地开导她。”那一天，这位阿姨要换尿

不湿，别的护士要帮她换，她却说要等等。“阿姨，你
认得出我吗？”谢亚莉很惊讶。病人说：“我记得你的

眼睛，你的眼神看起来很温柔！”瞬间，谢亚莉的眼
泪夺眶而出———能被患者认可，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小确幸！

3月 19日，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四病区开病

区满一个月了。而远在 800公里以外的上海仁济医
院（西院）老年科，收到了一面别样的锦旗，上面写

着“新冠无情人有情，爱撒江城暖人心”。这面来自
湖北武汉的锦旗，是刚出院的姑娘文文（化名）和她

同病房的母亲寄给仁济医院护士潘雪红的。

文文是 1992年出生的，而潘雪红是 1993年出

生的，同龄的姑娘们格外聊得来。在文文与她母亲
住院的日子里，潘雪红只要进舱就会特意去和文文

聊一会儿。文文因为想出院而心情沮丧，她又主动

带去了很多零食。收到仁济西院同事发来的锦旗照
片，潘雪红大吃一惊，也非常感动。她说，作为护士，

本就应该主动关心患者，给患者带去阳光！

    瑞金医院的 90后麻醉科医生缪晟昊，有 5年

工作经验，他是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插管冲锋队”的
队员。每一次气管插管，他都坚持把职业暴露风险

最高的操作交给自己完成。现在，院区里只要有难
度高的插管，大家马上想到请他出马。这一次，他在

武汉火线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说，
自己受到许多优秀前辈的影响，在与病毒赛跑的日

子里，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看家本事”都拿出来。

像缪晟昊一样高强度工作的 90后，在上海的
援鄂医疗队里还不少。别看他们年纪轻，却个个都

吃苦耐劳，甚至，能者多劳。
中山医院心外科监护室的 90 后男护士李春

雷新婚不久，因疫情推迟了蜜月旅行后，他义无反
顾地投身前线。妻子也是一名重症科的护士，同是

党员的她十分理解和支持丈夫：“国是大的家，家
是小的国，只有大家好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

李春雷说，进隔离病房要戴三层手套，找病人

脉搏时几乎一点感觉也没有。难处还不止这些，在
里面穿着防护服，连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更不能

像平时那样蹲下身找脉搏，就怕一不小心使防护服
接口绷裂。扎针时也只能半躬着身子，扎一次针就

要出一身汗。但李春雷表示，有困难男人要带头上，
特别是需要胆量、力量的地方！一天凌晨，一个重症

病人情况危急，他发现情况异常后，迅速通知值班

医生，并冲到最前面给患者做心肺复苏。除了细心
护理病人，李春雷还常常省下自己的水果和蛋糕，

送给病人吃；还抽空陪那些失去亲人的患者聊天，
疏导情绪，用年轻人的热情，安慰有时处于崩溃边

缘的老年患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一批批 90后白衣

战士勇敢地将责任与使命扛在肩上。他们已经接过前
辈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守护人民健康的生力军。

■ 中山医院的张贤玲（右一）在工作中

■ 仁济医院潘雪红把“哆啦 A梦”作为自己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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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最前线挺身而出大情怀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大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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