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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确诊、弟弟确诊、弟媳妇确
诊，年幼的两个侄子、姑姑也确诊了！”
疫情持续蔓延，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
让军嫂马俊生平第一次感到天都要塌
了，但她面临的压力还远不止这些。

马俊是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副主任医师。疫
情发生后，武汉市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爆
满。为解决排队过长、床位不足等问
题，1月 25日起，武汉市实施发热病人
分级接诊，社区门诊成为疫情防控的重
要防线。马俊每天面对大量发热病患，
随时有可能被感染。

500公里之外，马俊的丈夫、湖北
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武部部长张先军，
也在另一个战场上抗击疫情。作为人
武部唯一在位的主官，张先军一边组
织部队内部疫情防控，一边组织民兵

支援地方。
夫妻二人都在抗疫一线，两个孩子

只能交给年迈的奶奶照看。2月 3日
以来，马俊的多名家人陆续被确诊。有
人劝说马俊，让丈夫回来照顾家人。但
马俊知道，抗击疫情的战场上更加需要
丈夫。“你安心工作，家里有我呢，放
心。”心中的千言万语，到了马俊嘴边却
化成了简单的一句话。

医院得知马俊的家庭情况之后，特
意批准马俊回家照看家人。接连确诊
的 7名亲人分住 3家医院，马俊只能 3
家医院轮流跑。

在马俊的照看下，两个侄子很快治
愈出院，而她却不得不隔离观察。“作为
一名医护人员，这时我就应该在前线。”
马俊告诉记者，眼下，最盼望的还是尽
快返岗救治病人。

人武部部长张先军及妻子马俊

500公里的并肩作战
■孙国柱 本报记者 何武涛

从执勤点回来，湖北省武汉市蔡甸
区人武部政工科科长邓健文第一件事，
就是给妻子陈珊发送一条代表平安的
红包。“红包收了，代表对方安好。”一个
月以来，这已成了小两口之间的默契。

邓健文去年刚从作战部队交流到
人武部转改为文职人员。疫情发生后，
他把母亲和1岁的孩子送回了老家，自
己留在武汉。每天，邓健文带领民兵上
街，协助交警在道路卡点进行封控排查。

妻子陈珊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
吸内科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春节前，在
家调休的陈珊得知，武汉市第七医院作
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缺少医
护人员，便第一时间报了名。

就这样，这个春节，夫妻二人只能
通过手机互报平安。1月30日，火神山
医院竣工时，邓健文连夜奋战 4个小

时。那晚，回到家已凌晨 4点，邓健文
想到工作繁忙的妻子没有时间在手机
上过多交流。他便发送了一个 5.20的
红包，既表达了自己的牵挂，又不需要
占用彼此过多的时间。

第二天，陈珊看到丈夫发来的红
包，心里满满感动。在开始工作前，点
了丈夫的红包，代表着自己一切安好。
而指尖的“一发一点”成为了小两口互
报平安的一种方式。

2月 10日，陈珊申请到雷神山医
院救治病人，任务更重，而邓健文发出
的红包也越来越多。2.33寓意我爱珊
珊，66.6寓意顺顺顺，11.99寓意长长久
久……不知不觉，他已发出了35个。

“虽然每天会担心彼此安危，但我们
从不后悔。这是我们第一次并肩作战，
更是我们的荣耀。”邓健文告诉记者。

文职人员邓健文及妻子陈珊

35个红包背后的牵挂
■洪培舒 本报记者 何武涛

图①：湖北省军区武汉第十三干休所文职人员黄红燕在门诊部开展疫情防控。 粟 毅摄
图②：湖北省公安县人武部民兵应急连连长陈波的妻子杨婷主动请战抗疫一线。 余林胜摄
图③：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队员王春尚与妻子朱新苗在中部战区总医院“邂逅”。 粟 毅摄
图④：湖北省广水市人武部政委刘志恒和妻子顾金萍结伴而行投入抗疫一线。 闵 聪摄

一对新人，一座城市，一种坚守。
2月 23日，一档名为《公安抗疫爱

情故事》的节目在央视播出后，感动了
很多人。故事的主角是一对新婚夫妻，
丈夫叫陈波，一名民兵连长；妻子叫杨
婷，一名白衣天使，两人还没来得及度
新婚蜜月，就投入抗疫战场。

1月 20日，小两口举行婚礼，原本
利用春节度蜜月的计划，却被疫情打
破。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公安县人武部
向全县民兵发出抗击疫情的倡议，民兵
应急连连长陈波毫不犹豫向县人武部
请战。第二天，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妻
子杨婷，也向医院递交申请，那是他们
新婚的第10天。

“你那边怎么样了，自己多注意一
些，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放心吧，我
没事，你也要多注意休息，注意保暖，这

个时候免疫力千万不能下降。”夫妻二
人虽同在县城，却很难相见。每天深夜
下班后，小两口才能通过微信聊上几
句。聊得最多的，就是提醒对方要注意
自身安全防护。

病毒虽然隔离了这对新婚夫妻，但
却隔离不了他们对彼此的爱。“我对妻
子心里还有亏欠，别人新婚夫妇都是天
天陪伴，但我们赶上这个特殊时期，没
有办法。我想等疫情结束后，好好给妻
子补上个蜜月。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
会到来。”在陈波心里，早已默默为妻子
许下了心愿。

“你在阻击疫情前沿，我在救死扶
伤一线。我们都在为抗击疫情做贡献，
这就是最好的新婚蜜月。”而在杨婷看
来，全民一心，众志成城，为人民群众守
平安就是对他们的爱情最好的见证。

民兵连长陈波及妻子杨婷

一对新人的战“疫”蜜月
■张 欣 余林胜

“皮皮，在家要乖乖听姐姐的话。”
安抚好 3岁的小儿子后，大年初一大
早，湖北省广水市人武部政委刘志恒和
妻子顾金萍奔赴各自的战场。

“结婚很多年，没想到这次我们成
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去年，顾金萍
通过湖北省随州市随军家属公开招聘，
考进了随州市高新区医院。疫情发生
后，顾金萍不仅要担负科室值护值班，
还负责疑似病例隔离人员的体温监测、
日常护理、心理安抚等工作。

而此时，刘志恒也奔波在另一个
战场。刘志恒所在的广水市仅有两家
二甲医院，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经过多
方联系，刘志恒对接上了某慈善基金
会，根据医院提供的需求清单，先后协
调基金会分 4批向 4家医院支援监护
仪、呼吸机、血气机、超声机、救护车以

及N95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刘志恒每天还要组织民兵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虽然很疲惫，但他更牵挂
妻子：“由于城市交通管制了，她每天骑
着自行车1个多小时到医院，照顾疑似
患者，随时有可能被感染。而且，下班
后也不能回家居住，照顾3岁儿子的任
务全部落在15岁的女儿身上。”

每天下班后，就是一家人最幸福的
时刻。分隔 3地，一家 4口只能通过视
频连线。刘志恒的女儿刘雨轩正在读
初三，还有几个月就要参加中考了。除
了照顾弟弟，每天自觉在家通过网络上
课。“爸爸妈妈都在疫情防控一线，我非
常理解他们的辛苦，我会把弟弟照顾
好，等爸爸妈妈凯旋。”

你守着百姓，她守着病人，孩子守着
家。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的“疫”线守候。

人武部政委刘志恒及妻子顾金萍

一家 4口的视频连线
■闵 聪 本报记者 何武涛

编者按 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有一种
爱情叫同甘共苦，有一种爱情叫并肩战斗！在抗
疫战场上，湖北省军区有许多对抗疫伉俪。他
们，有的是结婚不到一个月的新婚燕尔，有的是
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伴侣……让我们走近其中的
几对，倾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绽放在抗疫一线的并蒂莲
—一组湖北省军区抗疫伉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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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夜已深，湖北省军区武汉第十三干
休所文职人员黄红燕还没有入睡，她要
等丈夫报完平安才能安心。

黄红燕的丈夫王勇是武警湖北总
队医院的一名军医，同在一座城市，同在
部队工作，同在医护岗位，同在抗击疫情
一线，让夫妻俩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离家月余，夫妻二人几乎就没再见
过面。两人分别在不同的抗疫岗位上
忙碌着，但不论多忙、工作到多晚，他们
都要相互给对方发送一条报安信息。

黄红燕是去年初转改为文职人员
的，对于她的选择，丈夫一直在背后默
默地支持着。

黄红燕所在的干休所，人员成分复
杂，老干部、老阿姨年龄偏大，都是易感
人群。干休所系统改革落地后，人员结
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入职的文职人

员能不能顶上，对此很多人心里没底。
黄红燕原计划和爱人一起带着孩

子回老家过年的，但疫情突如其来，她
主动请缨留了下来。

身边的朋友了解她的家庭状况后，
劝她回家照顾孩子。但黄红燕说，“文
职也姓‘军’，加入文职方阵一年多，还
没遇到大的考验，我要对得起这身‘孔
雀蓝’。”

黄红燕的选择，也让丈夫颇受感
动。夫妻二人从大年三十开始铆在各
自的岗位。除夕夜，一家三口分隔三
地，同时打开视频电话就当是团聚了。

每天一条的报安信息，是夫妻二人
携手并肩最大的动力。每天，黄红燕挨
家挨户给老干部测量体温，解决困难。
王勇在一线救治病人。对他们而言，心
连心并肩作战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

军医王勇及妻子黄红燕

每天一条的报安信息
■杨 林 本报记者 何武涛

制图：张 锐

“刘洋，你的眼睛都有血丝了，该休
息就休息，不要把自己累着。”

“我在后方，没啥大碍；反而是你在
一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每天深夜，两位奋战在抗疫战线的
新人，不论多晚，都会用 3分钟的视频
通话，倾诉对对方的牵挂。

丈夫叫刘洋，湖北省荆门市东宝
区子陵铺镇南桥村民兵连长；妻子叫
万慧凤，荆门市第二医院的一名医护
人员。1月18日，两人刚刚携手走进婚
姻殿堂。

1月 22日，刘洋接到上级命令：南
桥村要在 207国道和栗南路交汇处设
置应急卡口，该处车流人流较大，急需
进行管控。刘洋二话没说，抽调8名民
兵组成了封控队，前往路口展开工作。

与此同时，没和丈夫过多商量，万

慧凤也主动请战，火速返回医院抗疫
一线。

刘洋的任务很重，除了设卡管控，
他还主动当起了“快递员”。道路管控
后，附近的村民出行不便，有啥采购需
求，都会给刘洋发来消息。尽管工作
很琐碎，但他总是耐心地汇总、采购，
挨家挨户送到村民手上。而另一头，
在医院的万慧凤，每天也忙得不可开
交，负责病人的体温监测、日常护理等
工作。

自从走上各自的战“疫”岗位后，
小两口再没见过面。为了缓解思念，
两人已经达成了一个约定，每天不管
忙到几点，都要拿出 3分钟的时间进
行视频通话。抗疫战场的两头，3分
钟简短的情话比任何山盟海誓更令人
感动。

民兵连长刘洋及妻子万慧凤

3分钟的简短情话
■朱继敏 吴本焱 本报记者 何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