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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舒纯（左）和
王欢（右）；图②：舒纯在发热门诊留观病
房值班；图③：下班了，王欢让同事给自己
拍照留影。

淋湿的淡紫色外套，贴在额头的凌乱

刘海……此刻，这张清秀而疲惫的年轻脸

庞上，眼神透露着倔强。

2月3日晚8点，女孩甘如意在朋友圈

这样写道——“从家骑车到潜江，走走停

停花了3天时间，今天下午终于安全抵达

宿舍，谢谢大家的关心，希望战‘疫’能取

得胜利。”

3天3夜，300多公里，骑自行车、步行、

搭顺风车，这名24岁的女医生从老家荆州

的小村，风雨兼程“骑”回武汉。

日前，这张“95后”女医生骑行数百公

里返岗的照片，成为战“疫”时期最震撼人

心的影像之一。

脚下，是她深爱的家乡和土地。远方，

是急切等待救治的患者。这一路，她脚步

不停，只为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疫情当前，这段说走就走的“逆行”，感

动了无数人。2月13日上午，“单车女孩”

甘如意被组织批准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举

行完宣誓仪式，她穿上防护服，走进了卫生

所的检验检疫室。

甘如意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全世界，那

些曾经戴着红领巾的“90后”已经出发上

路，这一代年轻人正用昂扬的青春力量踏

上新时代的远征。

1月26日23点，女孩王欢发了一条朋

友圈——“这一路有家人的支持，朋友的鼓

励，人民警察的帮助，也有陌生人坐地起

价，过程虽曲折，好在平安抵达。”

18个小时，2800多公里，坐汽车、乘飞

机、坐警车，这个22岁女孩从吉林四平一

个小镇出发了，她的目的地也是武汉。

和王欢一同完成“逆行”的，还有她的

同事舒纯。她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是军

队医院的护士，抗疫需要我们，今天我们必

须回到岗位。”

在中部战区总医院的发热门诊，记者见

到了已经在抗击疫情一线忙碌了20天的护

士王欢。“虽然我不认识甘如意，但我们的想

法是一样的，回武汉，回到岗位上！”王欢明

亮的眸子中，跳跃着一股昂扬的力量。

没有谁天生勇敢，只因为有责任和担

当。

疫情来势汹汹，钟南山院士出发了，他

让大家能不去武汉尽量不去，可自己却踏

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李兰娟院士出发

了，她的儿子送别母亲出征武汉，说国家需

要她待多久，她就会待多久。

军队支援湖北疫情医疗队出发了，4000

多名医护人员冲到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全

国各地支援湖北疫情的医疗队出发了，25600

多名医护人员一批又一批赶往疫区……

国家有难，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在哪

里。疫情突袭，人们认识了一群“90后”医

护工作者。答了一声“到”，他们出发了！

没有谁天生勇敢，只因为有责任和担当
■本报记者 高立英

路再难，我们也必须

回武汉

空荡的高速公路上，一辆车牌号为
赣C040L警的警车向北疾驰。
“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坐警车！”车

内，中部战区总医院女护士王欢心里觉
得有些激动，又有些沉重。

车灯穿过重重夜幕，掠过一个个转
瞬而过的指示路标。宜春、九江、黄石、
鄂州……离目的地武汉越来越近了。

正月初二，车窗外万家灯火，却不见
烟花绽放。车窗里，4个戴着口罩的人
默不作声，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车轮与
地面的摩擦声，撕扯着几乎凝固的空气。

车里没有放音乐，没人靠在座椅上，
没人低头看手机，也没人说话。

前排，表情严肃的司机和副驾驶员
专注地看着前方路况。后排，王欢和同
事舒纯这 2名年轻女孩也挺直了腰，聚
精会神地盯着路标。

在她们身后，是一条曲折的“逆行”
之路。在她们前方，是一条更艰险的战
“疫”之路。

春节前，22岁的王欢从武汉回东北
老家过年。她妈妈发现，女儿坐在饭桌
前也拿着手机，不停地刷微博、看新闻，
筷子夹菜也有些漫不经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把王欢的神
经拉成了一张“弓”。她工作的中部战区
总医院，就在武汉市中心。

回家第二天，王欢就从工作群中看
到这样一则“紧急动员令”：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愈发严峻，号召全院人员全
力以赴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两句话，
让王欢感到“热血有点上头”。

群中一条条弹出的报名出征的消
息，让王欢坐不住了。看到 40名同事已
经组队驰援武汉市肺科医院，她下定决
心：“必须要回武汉！”

在江西老家休假的护士舒纯也注意
到这个消息。互通几条微信后，两个关
系要好的姐妹已经商定，向护士长杨宇
请战。

大年三十，两个消息传来。好消息，
组织同意他们归队；坏消息，进出武汉通
道封闭。

飞机票，没有！高铁票，退订！汽车
票，停售！

看到女儿吃不下睡不着，王欢父亲
开始在网上计算路线。他盘算，开车一
天一夜，应该能把女儿送回武汉。这个
“小火苗”很快被王欢掐灭了，“路太远，
不安全，你好好在家照顾姥姥、姥爷！”

正月初二，凌晨 5点的东北小镇，天
还很黑。王欢拎着妈妈装好的大半行李
箱方便面上了汽车。她要赶上 8点 40分
从长春飞往南昌的航班，然后到舒纯家
中汇合，再一同想办法前往武汉。

飞机上，连王欢在内只有 10 名乘
客。3个多小时的航程，王欢连吃一口
饼干的胃口都没有。前一天，她用微信
联系好了一位私家车司机到机场接站。
抵达机场后，王欢打电话给司机，司机一
看来电显示是湖北的手机号码，竟然坐
地起价，否则就立马退单。

费尽口舌，司机这才同意出车。那
一刻，委屈的泪水在王欢眼中打转转。

好不容易在江西宜丰县城碰头的两
姐妹，一见面就哭了：“再难，咱们也要回
武汉。”

当天，又一个消息传来：中部战区总
医院再次抽调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支援
武汉市第七医院。

不能再拖了！舒纯在网上约车。从
宜丰到武汉高速路口，4个小时车程，她

们出价3000元，也没司机接单。
两人拖着行李箱，步行 1个多小时，

到附近派出所求助。值班民警建议她们
到县公安局求援。

冷冷清清的大街上，看不到一辆汽
车。突然，疲惫不堪的她们眼前一亮——
街边停着两辆共享电动车。

启动，把黑色行李箱放在脚踏板！
跨上电动车那一瞬，王欢在想：“要是电
动车能上高速，骑回武汉该多好。”

早上坐飞机，中午坐汽车，下午又骑
上电动车，用王欢的话来说，“就差轮船
没坐了”。

一路走，一路导航。天快黑时，她们
终于摸到宜丰县公安局：“我们是部队医
院的医护人员，今天必须回到岗位。”

值班局领导立即向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和相关部门汇报了情况。不久，经指
挥部同意，县防疫中心和县医院派出专
人为她们检查身体，民警还从食堂为她
们打来热饭。

天色越来越暗，公安局接待大厅里，
两个女孩坐立不安，不时站起来转上两圈。

舒纯后来说，从未觉得，一个半小时
竟会如此漫长，也从未感觉如此孤单无助。

有你同行，无数滴水

汇聚成海

“上级批准，派警车直接护送两名军
队医护人员回武汉！”看到民警邓峰递过
来的这张证明信，舒纯和王欢高兴得差
点跳起来。确定舒纯和王欢身体健康
后，经过慎重考虑，县公安局派出两名同
志护送她们上路。

她俩不知道，公安局不少值班干警

为了核实信息、开证明、联系护送人，晚
饭都没有顾上吃。

作为一名曾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的
老兵，民警邓峰知道，中部战区总医院的
“动员令”意味着什么。接到任务后，他
争分夺秒为两名医护人员办好了手续。
那天，他也是提前结束休假，紧急返回岗
位的。

在高速公路上紧张行驶 4个多小时
后，“武东收费站”路标终于出现在舒纯
和王欢眼前。“到家了！”深夜 10点半，两
颗始终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在高速路口检查站，宜丰警方与武
汉警方进行了交接，然后就匆匆连夜返
回。

身穿白色防护服的武汉交警，得知
两名护士“逆行”回武汉，敬佩之余也连
连叮嘱她们，救人的同时一定做好防护。

与交警挥手作别，王欢突然想起一
件儿时的往事。那时，她才七八岁，生病
了去医院打针，护士姐姐温柔的声音和
亲切的微笑，给人甜甜的安全感，让幼时
的她心底萌生一个白衣天使的梦想。

如今，这种熟悉的温暖，更让王欢心
生力量。部队派出的车辆到达高速路
口，载着她们返回中部战区总医院。

1月 26日当晚 11点半，舒纯和王欢
终于顺利归队，加入抗“疫”一线。

现在，穿着防护服在发热门诊留观
病房护理患者的舒纯，每天很累但心里
特别踏实。“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对这句话，她也有了更深的
体会。

一次，一位新冠肺炎病人住进留观
病房。刚来时，他的情况很不乐观，血氧
饱和度只有69%，需要一直吸氧治疗。

舒纯注意到，这位患者情绪低落，整
天唉声叹气，甚至常常默默流泪。舒纯

和同事只要一有空，就经常鼓励安慰这
位患者。到第 3天，这位患者的血氧饱
和度明显上升，精神也好多了。

晚上下夜班从病区往回走的路上，舒
纯常会想起“逆行”回武汉的那个夜晚。

20多天前发生过的事情，好像已经
过去了很久。很多人和事，好像存在了
自己一个心爱的糖罐里，不舍得取出。
她说：“每个人都活成一束光，世界便会
成为闪耀的太阳。”

她经常会浏览网页，只要是和疫情
相关的，她都会密切关注。有好几次，她
都觉得自己被感动到了，特别想除了“点
赞”之外，写点啥。
“祖国不是任何人，但却是我们全

体。愿你我胸中永远燃烧着这明净的火
焰。”2月 14日这天，舒纯在朋友圈写下
这样一句话。

信仰的力量，会像星光点亮旷野一
样，点亮人心。舒纯收获了很多朋友的
“点赞”，也意外地收到了一条简单却暖
心的微信：我不能为你做什么，给你免 3
个月房租，你要保护好自己。

发信人，是她的房东，一位武汉大
姐。

一刹那，似乎感受到

成长的拔节

桌上那些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从参
加战“疫”以来，舒纯已经一个多月没有
打开过，都落了灰。以前上班时，她和姐
妹们都会画个淡妆，“自己‘美美的’，对
病人也是一种尊重”。

现在，爱美的舒纯选择素面朝天。
一是累得顾不上，二是每天穿戴三级防

护装备，容易流汗弄花了脸。
她说，等疫情过去，要赶紧把自己重

新“捯饬”起来，然后好好谈一场恋爱。
细心的护士长杨宇，也感觉到两个

姑娘的变化。王欢和护士长聊起她们回
武汉那天哭鼻子的“糗事”，杨宇曾要求
护士们，不管遇到再大的难处都不要
哭。王欢笑着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
绝对不会哭了！”

一双活泼的黑眼睛下，带着盈盈笑
意的嘴角翘出一个好看的弧度，露出洁
白的牙齿。如果没有被口罩遮住脸庞，
王欢甜美的笑容，会让每个看到她的人
都暖暖的。

每一天，无论再累再忙，王欢的声音
里都带着活泼的气息。她爱笑，“一秒钟
的微笑，也许可以带给别人一天的快
乐”。她喜欢向日葵，那金黄的花朵就像
热情的笑脸，带给人希望。

2月 14日中午，王欢在宿舍用电热
杯，吃上了一人份的自制小火锅。从老
家带的方便面和酸辣粉，一直还没有机
会吃。

她对生活的热情，在食物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去年端午节前，姥姥亲手包好
甜糯的粽子快递到武汉，能让她美上好几
天；为了吃顿豆浆泡油条，她愿意在夏天
早晨 5点 30分就起床晨跑；遇到烦心事，
吃上一份麻辣烫或者一块甜点，再配上一
罐可乐，整个人都变得“带劲儿了”。

元宵节那天晚上，王欢收到家里发
来的一段视频。姥爷为心爱的外孙女点
燃了一支小小的烟花，像她小时候学放
烟花那样举着摇啊摇。

王欢说，等疫情过后，她想带着姥姥
姥爷去三亚看海。

疫情来势汹汹，却让王欢更明白了
微笑的力量，懂得了亲情的可贵。就像

一个习惯套着圈游泳的人，在海面上突
然被一个浪头掀翻。游泳圈被冲走后，
她茫然失措、手脚乱蹬时，这才发现大海
给自己的，还有更大的托举。这，就是成
长的路。
“当你意识到自己必须对人负责，你

就会飞快地成长。”这是此次“逆行之
路”，给舒纯带来最大的收获。

2月 17日，鲜红的党旗下，舒纯火线
入党。从毕业实习起，舒纯就一直在部
队医院从事医护工作。没能穿上军装，
是她的遗憾。舒纯的偶像是护士长杨
宇。从护士长身上，她看到了军队文职
医护人员的样子。

舒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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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舒纯的父母都要发来微信，叮
嘱女儿注意安全，防护好自己。

在抗疫一线，难免直面生死。以前
从事日常护理工作，再累再难也不会对
自身的安危有所顾虑。但如今，站在这
个特殊的战场，她觉得自己好像多了一
层盔甲，“作为一名战士，肯定不能当逃
兵。这种时候我们不上，谁上呢？”

舒纯记得，从家里离开时，14 岁的
妹妹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等春天到
的时候。

本版照片由姚 尧摄

青 春 战“ 疫 ”之 路
■本报记者 高立英 通讯员 覃丽萍 孙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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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疫情暴发前，舒纯（左）与

王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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