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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月 16日 8时。
地点：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
“病房充氧，不点蜡烛，一起唱支生日歌

吧！”4名护士穿着层层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口
罩唱歌，为同住一间病房、同一天生日的钱先
生、曾大爷祝福。

历史会记住这温暖的瞬间。在疫情风暴
中心武汉，白衣战士用生命守护生命，用温情
传递信心与希望。

时间：2月 17日 9时。
地点：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二病区。
两次复查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显示为阴

性，肺部CT没有炎性病变……病愈的两名患者
走出病区大门，朝着送行的医护人员深深鞠躬。

此时，一架运-20军用运输机落地，新一批
医疗队队员和医疗物资飞抵天河机场。随后，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会师武汉，集结完毕。

总攻的号角，响彻荆楚大地。历史会铭
记，在这流传着“高山流水遇知音”千年佳话的
知音湖畔，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1400余名白衣
战士冲锋陷阵的日日夜夜……

人民至上——

没有“逆行”，只有冲锋！人民的呼

唤永远是子弟兵前行的方向

得知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殉职的消息，重
症医学一科主任张西京刚刚下班，正从火神山
医院返回住处。那一刻，他痛哭失声。
“太好了，你们能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也看到希望了。”1月 25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进驻武昌医院，刘智明的这句话让会诊病情
的专家组成员张西京记忆犹新。
“山虽然不在了，可山魂永在！”刘智明生

前写给病逝父亲悼念信中的这句话，令医疗队
员动容。

擦干眼泪，张西京投入到紧张忙碌的救治
工作中。
“26床需要高流量吸氧！”“35床呼吸窘迫

加重，快上呼吸机！”……从汉口医院转战火神
山医院，每次值班，护士桂媛“一直在奔跑”。

作为一名器官移植科的护士，桂媛在手术
室无数次经历这样的画面，但这次不一样——
“没有疫情，护士真的可能只是一个护士，但疫
情来了，我们更多了一种身份：战士！”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武汉版《为了谁》传到了桂媛手机上，熟悉的旋
律、熟悉的画面，她看一次哭一次。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快起来、跑
起来！就可能多挽救一个病人。

接到进驻火神山医院接诊首批患者的命
令，是 2月 2日 9时，感染七科主任马壮随军机
刚刚降落武汉天河机场。“做了充分准备”的马
壮二话不说，立即带领团队，连夜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
“根本记不得今天是星期几，在这里，很多

人的时间概念只有昨天、今天、明天。”马壮和团
队成员一直处于高节奏的紧张忙碌状态，可对
每一个患者的病史、病情，大家都是“一口清”。

“兵强马壮，我们就放心了……”病房里，
很多患者看到防护服上写着“马壮”，朝他开起
玩笑。

马壮立即竖起大拇指作出回应，走到患者
身边，询问近况。患者不知道，看不到面孔、爱
开玩笑的马壮是个“大专家”：全军呼吸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委员。

参加首批接诊任务的，还有一病区护士长
张玉芝。

55 岁的张玉芝不大喜欢“逆行者”这个
词。17年前首批进驻小汤山医院，张玉芝是三
病区护士长，她所在护理单元被表彰为“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她个人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
旗手”，荣立二等功。

这次来武汉，张玉芝并没有告诉 80多岁的
母亲。“17年前去小汤山，我就骗过妈妈。”张玉
芝说，“她应该知道我来了，只是彼此不说破。”

一个人的脚步，一支队伍的脚步，都朝着
同一个方向。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在
最危险的地方，永远都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
“医生匆匆的脚步，踩疼了我的视线……”

住院 10多天来，感慨于医护人员“一路小跑的
工作状态”，患者黄先生用诗表达敬意。

生命至上——

没有天生英雄，只有真的勇士，他们

是和平年代离“战场”最近的人

护士彭雪自认为是个坚强的人，可在武
汉，她的“泪点”直线下降。眼泪，为素不相识
患者的坚忍顽强而流，为“不抛弃、不放弃”的
医护人员而流。

一段视频、一个故事、一幅图片，能让彭雪
瞬间泪流满面，“笑着笑着就哭了”。

媒体上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镇定自
若、侃侃而谈，彭雪很难将他跟眼前这个步履
蹒跚的朴实长者画上等号。

如果不是媒体披露，外界并不知道，这位
抗“疫”勇士其实是一名渐冻症患者。而他同
样在医院工作的妻子，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不
久前才病愈出院。

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只有迎难而上的真
正勇士。张定宇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1月 25日刚见上面，火神山医院专家组副
组长毛青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口罩的张定宇。
去年 10月，他俩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上相识，结
下不解之缘。
“坦然面对病情、坦然面对疫情。”同为感

染控制专业专家，二人有很多共同话题。
为最大限度收治病人，火神山医院决定增

设病区，紧急抽组人员组建综合科，要求在半
天时间内接收患者入院。时间紧、任务重，这
个时候，毛青站了出来，主动报名申请，带领团
队完成收治任务。

综合科第一次接收病人正值晚上。看到
一位 80多岁的老人行动不便，56岁的军医毛青
跨上救护车，一把抱起老人轻轻放在担架上。

那一晚，把全部患者送到病房安顿好，毛
青还走到每名患者身边，耐心询问病情，写下

医嘱。连续站立近 5个小时，患有髋关节损伤
的毛青，下班回到房间后，疼痛难忍。

疫情感染风险，并没有医生和非医生的分
别。靠近传染源，谁都可能被感染。毛青说，作
为医生责无旁贷，只要做到科学防护，严格落实
好感染控制的各个环节，病毒并没有那么可怕。

这些年，抗击非典、援非抗埃，毛青一次次
冲在疫情阻击的最前线，从实战中积攒的经
验，是他从容穿行在病毒污染区“红区”的最大
底气。

在抗疫定点医院，“红”“黄”“绿”3种颜色，
分别代表 3个区域：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
“红区”是感染风险最高的地方，战斗在这里，
医护人员个个是勇士。

每次有新的医护人员进入“红区”，带头领
路的，总是毛青。综合科护士毛琦曾和毛青一
起参加过抗击埃博拉的行动，她说，跟着毛青
教授，心里踏实。

经过短暂的磨合期，来自全军不同单位的
医护人员“拧成一股绳”，经过“模块化组合”，
团结成一个战斗集体。

院长张思兵介绍，虽然医院超负荷、高强
度、高节奏运转，但全体队员士气高昂，从来没
有一人叫苦叫累。

2月 2日抵达当天进驻医院，2月 4日收治
首批患者。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从火神山医
院发出的“战报”牵动人心：“批量收治病人”
“首批 7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收治第一
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收治患者总数超过
1000人”“病愈出院患者人数突破200人”……

时间，一刻不停。数字，不断变化。
忙碌在各个病房，白衣战士满怀期待，他

们期待着新增感染者人数、住院患者人数双双
归零的那一天！

使命至上——

行胜于言，战场上回答“胜战之问”，

他们是武汉保卫战的青春力量

从小汤山到火神山，赴“汤”蹈“火”接力
的，在 1400余名火神山医务人员中间，有太多
太多。

重症医学一科副主任李文放是“妇唱夫
随”。17年前，他的妻子曾是小汤山医院的一
名护士长。

李文放的战场是重症病房，病人多是年龄
较大的重症或危重症，多伴有糖尿病、高血压、
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治疗难度大。李文放和
同事不断优化诊疗手段，在治疗用药上尤为谨
慎，采取“一人一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男护士谌磊除夕夜驰援武汉。2月 13日，
他的妻子、护士张欢循着他的足迹，随第二批
医疗队赶到武汉。

疫情让夫妻俩相聚在同一座城市，却让相
聚变得奢侈。不在同一个医院工作，二人只能
电话匆匆聊上几句。“多动听的情话也比不上
一句保重。咱们夫妻齐心、合力断金！”谌磊在
电话里对张欢说。

疫情就是集结号。去年 9月，顾剑锋刚刚

结束医疗援藏任务，她所在单位出征的 16 人
中，有 60后、70后、80后、90后，名副其实的“老
中青三代”。医疗分队的年龄结构是火神山医
院医护人员的一个缩影。

火线宣誓，火线入党……日夜奋战在荆楚
大地，这里就是战场，这里就是前线。在疫情
这块“磨刀石”和“试金石”考验面前，他们不畏
生死、奋勇争先，用行动回答了“胜战之问”。
“我们能打胜仗吗？”“能！一定能！”
同样作答的，还有军队文职人员。这支改

革强军的新锐力量，同样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400余名战“疫”突击队员中，不仅有现役军人
当先锋、打头阵，还有 400 余名文职人员扛重
担、打硬仗。

文职人员张熠的阵地是“红区”，紧张工作
之余，她记录着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这是她记
下的一段对话：
“姑娘，你们年纪这么小，不怕死吗？”
“阿姨，我不小了，两个孩子上幼儿园。”
“上有老下有小呀！家里人让你来吗？得

多担心呀！”
“阿姨，我是湖北人，我是部队的文职护

士，我不来谁来？父母身体不大好，我是瞒着
他们过来的。”
“好孩子，谢谢你，一定注意安全，安全回家！”
在火神山医院的每一天，张熠觉得过得

非常充实、感动满满。病房里，每天她戴着三
层手套给患者打针、握手，戴着口罩的他们，
看不清彼此的面容。可他们都知道，在这场
前所未有的疫情阻击战面前，大家的心是紧
紧连在一起。

每天深夜往返于医院与住地，乘坐班车单
程都得 40多分钟，“见过凌晨 4点的武汉”的赵
春光毫无倦意，这位国庆大阅兵文职人员方阵
中的一员，主动申请在“红区”值夜班。
“当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时，那叫勇敢；当一

个团队挺身而出时，那叫担当；当一个国家身
处逆境，呼唤一种精神时，那就是使命！”这个
中国女篮赛前动员视频，赵春光看了很多次。
他说，每看一次“都泪流满面、血脉偾张”。

图①：2月2日上午，空军派出8架大型运
输机空运医疗队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图②：2月4日上午，武汉火神山医院接收
首批患者。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图③：2月12日，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
科文职护士曾辉（右）与曹静静（左），相互交流

讨论重症患者护理注意事项。

中国军网记者 高 辉摄

图④：2月13日，武汉火神山医院首批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治愈患者与医护人

员挥手道别。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图⑤：2月20日下午，武汉火神山医院新冠
肺炎治愈患者万先生挥舞双臂，高举出院证明

庆祝出院。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图⑥：2月16日上午，记者用无人机航拍
火神山医院。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制图：张 锐

数字，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冬春之交，令人

触目惊心。

或增或减的简单数字，记录着史无前例的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烙印般

深深地标注在时空坐标上。

数字背后，是鲜活的生命，是一个又一个

家庭，是在这场生命大营救行动中无数人无畏

前行的身影。

“一定记住啊，再累也要坚持吃饭。你和

儿子都胖乎乎的，才是我最喜欢的模样！”护士

谌磊揪着妻子张欢的脸蛋叮嘱。2月21日傍

晚，“战地夫妻”相聚，谌磊终于见到第二批赶

到武汉的张欢。“本来就瘦”的谌磊又瘦了不

少，张欢看到后心疼不已。

“每天讲两遍不够，我就讲两百遍！”战斗

在重症监护室的“红区”，护士长陈静每天不厌

其烦提醒大家，注意做好每一道洗消程序。休

息时，她吃“以前根本不吃”的巧克力保证体

力，把尽量多的时间留给重症患者。

这场惊心动魄的武汉保卫战，被层层防护

装备包裹的医护人员冲锋在最前线，用智慧和

双手，托举生命方舟，为患者带来信心与希望。

熟悉的武汉，陌生的城市。20多年前军校

毕业，我军旅生涯的第一站就是武汉。20多天

来，乘车往返于各定点医院和住地，这座熟悉的

武汉以一幅异常陌生的模样，呈现在我的眼前。

冷冷清清的街道，几乎碰不到行人，往来

的车辆非常少。商场、超市大门紧闭，找遍10

多条大街，才找到一家开门的超市，没有人能

以个人身份购物，团购者、代购者行色匆匆，就

连对视也是短短一瞥。这一幕幕，令人心悸。

“你是谁？为了谁？”时隔 22年，武汉版

《为了谁》歌声响起。时隔22年，武汉保卫战

的号角响起。数万名白衣战士无畏冲锋，我们

看不清他们的防护服下的面孔，但歌声中自有

答案：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夜幕低垂，知音湖畔，“火神山”灯火通明，

那一束束散发着勇气与大爱的微光，直指茫茫

夜空……

致敬每一位
平凡英雄

■陈国全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重要一役。本报记者走进火神山医院，见证—

“火神山”阻击战
■本报记者 陈国全

陈国全在采访现场。

⑥⑥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