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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抗
疫一线战斗的护士长吴丹与在医院信
息中心工作的丈夫顾风军，因中间那道
密不透风的玻璃隔离门，能相见，却不
能相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第五医学中
心成为北京市定点收治医院。作为确
诊患者病区的护士长，吴丹肩上的担子

非常重。鼻梁和脸颊被口罩压破了皮；
胶皮手套中的双手被捂得起了褶皱；长
时间不喝水，嗓音变得沙哑……可吴丹
毫不在意，患者的健康是她最大的企盼。

看到患者因身体虚弱吃饭困难，她
就一勺一勺喂；看到患者看不清报纸上
的字，就找来放大镜；看到患者有些焦
虑，就和他们拉家常……

一天，吴丹刚刚参与抢救完一名危
重患者，脱掉防护服到护士站稍事休
息，不经意间看见隔离门外的身影，是
顾风军，只见丈夫竖起大拇指，微笑地
看着她。

妻子削瘦的脸颊让顾风军心疼。
此时此刻，千言万语只能化作彼此的深
情凝望。隔离门阻挡了相拥，却阻拦不

了互诉衷肠的思念，顾风军拿出笔和纸。
“还好吗？”吴丹点点头。
“累吗？”吴丹摇摇头。
“家里有我，不用牵挂。”吴丹比了

个心。
就在这时，吴丹突然接到收治新入

院患者的通知，便匆忙离去。
2003年，吴丹被选为首批进入非

典患者隔离病房的护理人员，当时她正
和顾风军谈恋爱，看着爱人满脸的担
忧，吴丹故作轻松地说：“我是传染科护
士，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放心吧！”那一
年，两人结婚了。

2014年，吴丹又作为我军首批援
塞医疗队队员跨越高山大海，奔赴西非
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这次则是
丈夫坚毅地说：“你代表国家和军队出
征，我支持你，我和女儿在家等着你！”

女军人吴丹——

隔离门透出战“疫”身影
■张 芸 罗国金 洪建国

庚子新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
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袭来。

在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中有这样
一位“最美逆行者”，既是军队文职人
员，又是一名军嫂，她叫王宁。

将时钟拨转到 1个多月前。在青
海省军区机关家属院，王宁对丈夫、省

军区直属队上士李海洋说：“老公，还记
得之前跟你说的，我递交了请战书吗？
今天接到命令了，我们就要出发去武汉
了。”李海洋愣了一下，是的，他知道妻
子所在医院成立了援鄂医疗队，妻子也
递交了请战书，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
自己不免还是万分不舍和担心。“相信

我会平安归来，我现在是军队的一名文
职人员了，我要勇敢地去战斗！”

李海洋将妻子拥在怀中：“保护好
自己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放心吧！
等我回来，我们去旅行，庆祝结婚两周
年。”“一言为定！”寥寥几句、简单温情，
却蕴含着一对平凡夫妻不平凡的担当。

从穿上战袍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每
名白衣战士都需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
的煎熬。护理患者，不仅任务繁重，还
要面临被感染的危险。尽管如此，王宁
依旧全力以赴，每天都以最好的精神状
态与病魔争分夺秒，与患者心手相连。
她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发药、量体
温、观察病情等。在物资保障紧张的阶
段，王宁和许多同事一样，在上班时间
几乎都不喝水，不上厕所，一整天下来，
她们的嗓子干哑，脸被口罩和护目镜勒
出很深的红印。“这是光荣的印记，荣誉
的象征！”王宁与丈夫视频通话时，骄傲
地说。

“作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一名护
士，一名军嫂，我有责任、有义务冲在
最前面！”这是王宁的内心之语。

女文职王宁——

护目镜勒出战“疫”印记
■彭 雨 本报记者 谭 健

王秀娟是湖南省安化县人民医院的
护士，也是县民兵医疗救护排的一员。

春节前，王秀娟主动请缨，带领 3
名女民兵，过五关斩六将，取得益阳市
民兵医疗救护比武第二名，并代表市参
加全省民兵大比武。

战“疫”打响，她再次请战：“我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但也希望

能用所学为抗击疫情出力、尽心。”
在安化县疫情防治指挥部的调度

下，县人民医院康复楼成为集中救治场
所，需要立即清扫并重新布置隔离病
区。作为医院疫情防治指挥部医疗救
治组的副组长，接到任务后，王秀娟立
即召集全院 100余名干部职工及家属
组成“速扫队”，在 2个小时内完成了 5

层楼房的布置工作。
在隔离病区工作，强度高、风险大，

但王秀娟始终牢记“平时为民，战时为
兵”这句话，时刻用“兵”的标准要求自
己。她身材不高，穿上防护服后仍显瘦
弱，但不停奔走在隔离病区的身影却是
那样坚强有力。

每天，王秀娟细心指导每一位工作

人员做好自身防护；仔细规范每一个环
节与流程；严格督促各救治病区认真落
实上级诊疗护理方案。在抗击疫情护
理工作专项日志中，她清晰地记录下每
位疑似和确诊病人的病情发展及工作
细节和注意事项，为第二天的工作打好
基础。

部分医护人员在连续奋战多天后，
身体极度疲乏劳累，情绪有些崩溃，为
此，每天在紧张工作之余，王秀娟都坚持
给战友打电话，为他们加油、打气。“护
目镜下是你们结雾的双眸，目光如此坚
毅……亲爱的战友，我们一定会，胜利！
胜利！”这是王秀娟写的短诗《致亲爱的
战友》，借此鼓励战友战胜疫情。

王秀娟一直在抗疫一线奋战，家人
朋友都很担心，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写
道：“我会好好保护自己，请放心！”

女民兵王秀娟——

隔离区写出战“疫”诗歌
■本报特约通讯员 谭龙辉 陈建中

铿锵玫瑰绽放抗疫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南省血库全力支援湖北，省内血液库存告急。
为此，湖南省军区积极动员现役官兵、文职人员、民兵、退役军人踊跃献血，支
援战“疫”。图为2月26日，省军区机关和直属队的百余名官兵走上采血车献
血，当天献血总量达40080毫升。 文 巧摄

又是一年“三八”国际妇女节。
如果岁月静好，此时正是人们郊游

踏青、赏花观景好时光。然而一场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白衣天使以最
美身影逆行，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最美”在这句“轮到我了”里。17
年前，70多岁的奶奶坐着轮椅送别父亲
走上抗击非典的战场；17年后，66岁的
父亲把王婷送往武汉战魔。当年，奶奶
叮嘱父亲：“国家需要你就赶紧去。”如
今，王婷临行时对父亲说：“轮到我了，我
替您出征！”

“最美”在这句“不计生死”里。面对
未知的疫情，她们也有不敢想的事情。谁
人身后无牵挂？但那个叫张胥磊的女孩
仍然坚定地说：“不计生死不计报酬，我遵
从内心的选择。”

“最美”在这句“我们都在”里。战胜
“死神”的患者，醒来后紧紧抓住护士黄银
的手，满眼都是不安和焦虑。黄银也紧紧
反握着那双手，安慰她：“别怕，我们都在。”

在这场没有硝烟却充满牺牲的抗疫
战斗中，女医生占抗疫医生总数的50%，
女护士占抗疫医护总数的 90%，她们是
名副其实的“半边天”。

“没有国，哪有家？如果大家都只想
自己，那何以配得上白衣天使这个称
号。”“虽然我们年轻，但我们能行！”“只
要需要我，我就上！”这就是新时代抗疫
花木兰的忠诚誓言。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白衣天
使们纵有万险竞投身，大爱扶伤甘逆行，
生动阐释了白衣天使的高尚品德。

这是一个巧合，但巧合得让人泪水
滂沱。

2月 23日清晨 6时 30分，女医生夏
思思走了。她在抗疫一线不幸感染新冠
病毒，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短暂的
韶华，开得满树芳华。3个小时后，歌星

刘德华创作的向前线医护人员致敬的歌
曲《我知道》，登上官网发布。“你的胸襟
比天空更高……为你天光天黑祷告……
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
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义我已知道……”
这首歌似乎在为夏思思送行。

哲人说：“苦难石下，蔓生的都是伟
大。”一位护士的母亲病故，她为了抗疫
放弃回家奔丧，只朝着家乡方向，三鞠躬
告别母亲。而当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殉
职后，他的妻子蔡利萍仍然战斗在抗疫
一线。她们用坚守验证了“巾帼也英雄”
这句话。

这场战“疫”，注定因为白衣天使而
壮美。

第一次匆匆剪断长发、第一次穿成
人尿不湿……这是一批“90后”的诸多

“第一次”。护士胡佩在文章《我随时准
备被隔离》中写下“一线需要我们这代
90后热血青年，党员同志更要永远走在
群众前面……”

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一

个装得下家国的灵魂，才能扛起最重的
大山；一颗盛得下悲欢的心，才能输送最
强的力量。1500年前的南北朝文学作
品里，花木兰从故乡跨马过黄河，披甲战
燕山，留下“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
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的美
名。杜牧也写诗赞她：“弯弓征战作男
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
拂云堆上祝明妃。”

电影《花木兰》里，有句振奋人心的
台词：“穿上将军的战甲，你就不再是你
自己！”昔日花木兰，今朝白衣天使，防护
服就是天使的战甲。一位白衣天使这样
告诉女儿：“妈妈穿上防护服，就有了超
能力，就能战胜病毒，把病人从死神手里
抢回来！”

这是一个等你归来的春天。一位护
士说，“等有一天彻底脱下这身战甲，我
也会像花木兰那样‘当窗理云鬓，对镜贴
花黄’。”

诗人云，山川相遇，国应无恙。哲人
说，白衣迷彩，祥安如虹！

脱我旧时裳 著我战时袍
—致敬战“疫”花木兰

■李光辉

“防护服告急！”春节期间，微信朋
友圈里的一则消息，让家住河北邯郸的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高英夜不能寐。
“必须尽快想办法帮他们筹到。”一

声召唤，她的微信“朋友圈”里立刻热闹
起来：有人发来捐款，有人连夜联系防
护用品生产厂家，有人四处购买口罩、
消毒液、温度计……就这样，第一批物
资有了着落。

高英的号召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
她 36年如一日积累下来的良心感召。

“只要有人找到我，困难再大，我也要尽
己所能办好。”多年来，帮人于危难之
中，早已成为高英刻在骨子里的使命和
责任。

防护物资筹齐了，怎么运出去是个
问题。正值春节，绝大部分物流公司都
歇业了。看着堆积如山的防疫物资，急
得高英团团转。她找到邯郸军分区和
永年区人武部，在他们的帮助下，一条

“救急通道”打开。
物流有了着落，年近七旬的高英

便带着大家夜以继日地分装、配发。
整整 10天，高英每天只凑合吃两顿盒
饭，有一种物资不能及时到位，她着急
上火，嘴里长满燎泡。由于经常露天
作业，多年的老寒腿又犯了，疼得她直
冒冷汗，为了止痛，只能加大止痛片剂
量。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高英身边的
朋友说：“高大姐每天五六点钟就起
床，跑协调、找物资、联系部队，马不停
蹄，浑身使不完的劲，根本看不出她的
腿痛成那样。”

据统计，高英已向武汉荣军优抚医
院等 9个退役军人保障单位和湖北省
军区等 13个现役部队捐赠了防疫物
资。除此以外，驻冀、驻京等地的部队
也收到了高英组织捐赠的物资。

这两天，高英又组织购买了300箱
牛奶、面包、方便面，打算联系军分区、
人武部，去慰问在村口、路口、小区门口

执勤的一线民兵。
“越是困难时刻，越能见证守望相

助的真情……正因为有像您这样的模
范，才形成了众人拾柴、涓滴汇海的中
国力量……”一封饱含真情的感谢信，
从疫情防控一线寄到高英的手上，这是
对一位拥军模范的由衷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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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邹世民、记者郭冬明报
道：2月 28日，江西省军区援助的价值
100万元的紧缺防疫物资到达湖北省
随州市，第一时间被送往防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手中。“这次江西省军区筹措的
防疫物资包括医用护目镜、防护服、隔
离衣、防护面罩、一次性口罩、一次性医
用手套等，都是防疫一线紧缺的医疗用
品，解了燃眉之急。”江西省对口支援随
州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前方指挥部联络
员向记者介绍。

江西与湖北一衣带水、隔江相望。
在获悉随州市医疗防护物资出现缺口
后，江西省军区发挥军地结合部的体制
优势，迅即行动，多方采购防疫物资，并
协调驻地物流公司于 2月 27日下午发
往随州。“省军区的行动，向随州人民表
达了军民一体、携手抗疫的坚强决心。”
江西省军区保障局副局长马海燕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记者了解
到，在江西省南丰县，人武部与“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胡细毛仔一起

捐赠的 2万多斤南丰蜜桔，于 27日同
时启程发往随州。“全国各地及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
为湖北人民、为国家冲锋在前、日夜坚
守，他们非常辛苦，我没什么大本事，
只能送些家乡特产表达一点心意。”胡
细毛仔说。

与此同时，在江西省萍乡市，萍乡
军分区组织开展“病毒无情，人间有情”
抗疫捐款活动，官兵职工踊跃捐款，共
筹集 34659元。在他们的带动下，5名
当地爱国拥军企业家也纷纷加入其中，
先后捐款8万元现金及2万元物资。“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里，我很遗憾不能
像白衣天使一样冲在一线，但值得欣慰
的是，通过这次捐款，我也能为疫情防
控贡献绵薄之力了。”江西省军区警卫
勤务队战士黄荣林说。

江西省军区援助湖北随州防疫物资

赣鄂军民携手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