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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人民军医在行动

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策划

这个春天，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的
刘蕾、孙薇、鲜继淑和游建平等 4位
护理老兵，与自己的学生们一道，携
手奔赴抗“疫”一线。

她们战斗的地方是武汉泰康同
济新冠肺炎专科医院。在争分夺秒
的战斗中，4位女博导、硕导顾不上
细数这次坚守在抗“疫”最前沿的勇
士里，有多少自己的学生。
“有老师们在红区，我们心里都

不慌。”学生们的这句话，让她们倍感
欣慰。作为军队护理战线的老兵，四
姐妹都很清楚——在武汉的“红区”
时间里，不管“博士”“硕士”，首先都
是战士。
“四姐妹”中名气最大的，要数

46 岁的“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游建
平。她本是传染科护士长，曾任军队
首批“援非抗埃”医疗队总护士长。

为实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零感
染、打胜仗”的目标，此番征战武汉，游
建平被火线任命为泰康同济医院感控
科主任，为整个院区的人员安全、医疗
安全负责。

同事更喜欢叫她“游妈”，因为她身
上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每名医护
人员都遭遇过“游妈”的碎碎念。“洗
手没有”“这样做不对”“不可以”……
哪怕得罪人，她也要指出发现的问
题。

泰康同济医院是一所在建综合
性三甲医院。改建成新型肺炎专科
医院后，医护人员更需小心谨慎。“当
老师的人，见不得半点不规范。”作为
一名护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游建平
的要求格外严格。

51岁的鲜继淑，有 30多年的临
床护理经验，此前一直担任神经外科
护士长。2008 年汶川地震救援时，
她用一夜未眠的守护，换来了压在废
墟下小女孩重获新生。

回忆起在泰康同济医院开科接
诊患者之前的场景，鲜继淑的讲述充
满画面感——

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明天开
科”！而科室与机关尚需磨合时间、
全科的防护物资还没完全到位、病房
改造也存在细节上的问题……患者
等不起，军令如山，任务必须完成！

那阵子，各种困难包围着她。这
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学生眼中的
“硬核”硕士生导师，竟然急得一个人
悄悄抹眼泪。

一切从无到有！调整战术啃硬
仗，鲜继淑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想

省下来干工作。
最终，感染一科如期开诊，鲜继淑

像“定盘星”一样稳住了整个护理队
伍。第一天，大批量患者顺利入院，堪
称“教科书”式的批量收治。

四姐妹里，还有两位是护理专业
的女博士生导师——56岁的孙薇和
47岁的刘蕾。

孙薇有 30年急救部护士长的临
床工作经验，主攻方向是重症、心理
应急和战创伤。一头利落短发、戴着
眼镜的女大校刘蕾，忙于医院的护理
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时常失眠。

很多人惊讶于刘蕾、孙薇这两
名女博导的丰富实战经历——参加
过抗击非典任务，多次参加国际联
演联训任务，数次执行重大卫勤保
障任务。

科室开诊，孙薇冲在最前面做接
诊、分诊工作。她是这支队伍里的老
大姐。多年练就的专业水准，使孙薇
在这次艰苦的战斗中游刃有余。
“初次进红区，有人发怵有人兴

奋，包括我自己，心理也出现了波
动。”当意识到这些问题，她就马上告
诉所有护士，让自己保持平静，从而
发挥出平时工作的正常状态。

孙薇有个理念：高学历护理人
员，实践上最大的区别应该体现在寻
找“实现路径”上的更高能力。接诊
大量患者后，孙薇果断指导自己的学
生、博士邵艳霞修改课题方向，更加
贴近卫勤保障的实战需求。
“我们护理事业的‘根’在临床，

我必须要扑在临床上。”刘蕾坚持多
次深入“红区”，掌握第一手护理工作
情况，“只有零距离了解患者需求，才
能改进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护理工作
模式，提高护理质量。”

一次，刘蕾查房，一线护士向她
反映，许多患者肺功能恢复慢，治疗
时间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她立即查
阅资料，和护理骨干一起讨论方案。
很快，刘蕾指导护士们在宿舍录制了
一套“新冠肺炎呼吸康复操”应用于
临床。
“你们这些军校老师，水平不一

般！”一位逐渐康复的患者连声赞
叹。从 2月 19日收治入院以来，他几
乎每天都能看到医护人员口中的这
些“老师”又进“红区”来了。

把课堂开到战场，从普通病房走
向护理“红区”，她们用身先士卒的勇
敢、实践出真知的严谨，诠释着护理
老兵的力量。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那些“60后”

“70后”女导师—

护理老兵的“红区时间”
■罗 杨 本报记者 高立英

憔悴的面容，掩盖不住她们自信
的神态。

疫情发生后，我军抽组军事医学
专家前往武汉抗击疫情。这支专家队
伍中，有来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的迟象阳、董韵竹、张梦瑶 3名
“80后”女博士。

初见 3 人，是 2 月 20 日下午 3
点。她们刚从实验室里出来，正在会
议室里吃着盒饭、泡面。

迟象阳简要介绍了她们的每日
作息：早上 8点进实验室作核酸检测
准备，下午 2点多出舱；饭后稍作休
整再次进舱，待结束晚间的检测工
作，一般都到凌晨了。
“昨天接收的样本多，我们轮了2

个班次，一直检测到凌晨 4 点才结
束。”董韵竹补充道。

抵达武汉的 1个多月里，3名“80
后”女博士一直过得如此“充实”。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对临床
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至关重要，是
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技术
支撑。这项检测，就是 3位女博士担
负的主要任务之一。

按照防控要求，从咽拭子样品接
收，到得出核酸检测结果，须在 24小
时内完成。为尽早让医院获知结果救
治患者，她们靠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娴
熟的配合，硬是把时间压缩到 4个小
时。

由于送检样品数量、时间并不固
定，她们索性在实验室旁的会议室里
待命，边做其他分析研究。

核酸检测结果的判断解读，也是
她们研讨的重点。“拿出精准结果，就
是对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做贡献，多付
出点时间和精力也值了！”董韵竹说。

截至 3 月 5 日，检测组已完成
5500 多份样品检测，没有出现一起
错情。这是让 3位女研究员最自豪
的事儿。

收获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付
出。有时样本送得晚，数量又多，已
经在实验室忙了一天的她们，也会连
夜赶工。

一天天下来，她们已经习惯了这
样的工作强度，习惯了“早上起来像
被人揍了一顿”的肌肉酸痛……

春节前夕，得知疫情暴发，迟象
阳寝食难安。
“我是军人，研究方向又是微生

物，这个时候必须做点什么！”1月 26
日凌晨 1 点，接到前往武汉的命令
后，迟象阳仅用 1个小时就准备好了

行李，以及实验设备仪器。
“当兵能到战‘疫’一线，打非同

一般的阻击战，那是使命！”从中学就
对生物着迷的“80 后”女生迟象阳，
一路成长为微生物学博士，这次又义
无反顾地走上了战“疫”最前沿。

这是张梦瑶人生中第一次参加
如此重大的任务。临行前，由于军大
衣放在单位办公室来不及取，她的父
亲便将自己的一件军大衣交给她。

父亲是一名老军人，曾在玉树地
震救援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国抗
震救灾模范”。那件大衣，正是他参
加救援的“战袍”。这次女儿出征，父
亲把它披在了女儿身上。

高铁列车上，身着迷彩的张梦瑶
拿着单位介绍信，告知列车长行程。
“当兵十多年了，这是我对军人荣誉
感触最深的一次。”张梦瑶说。

那天，穿着父亲的军大衣，独自拉
着行李箱走在月台上，每经过一节车
厢，都会有列车员自发地向她敬礼。

不远处，她的战友们正等着和她
并肩战斗……那一刻，张梦瑶百感交
集，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来到武汉一线这些天，迟象阳对
工作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齐心协力”。

专家组人少、任务重，为了紧前
推进工作，专家们都会上阵干体力活
儿。每当这时，“三朵金花”都会主动
和大家一起展开、撤收装备。收拾妥
当后，3人相视一笑。

午夜时分的武汉，夜色如水。刚
收工的迟象阳泡了一碗方便面当晚
餐。那一刻，董韵竹正给丈夫打电话。

夜以继日地战斗了一个多月，3
名女博士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早日
结束。

因为见不到妈妈，迟象阳 2岁多
的女儿和她闹起了小情绪。张梦瑶
也好久没有跟自己的一对双胞胎视
频通话了。她说，屏幕里看到孩子，
自己就会掉眼泪。

2018 年初，董韵竹和爱人领了
结婚证。因为执行医疗救助任务等
原因，举办婚礼的日期他们已经推迟
2次。
“胜利回家”，简单的字眼给了

她们无穷的动力。每天被手机铃声
叫醒，又是新一轮的战斗。军人、女
儿、妻子、母亲……多种身份交织在
一起，无数个声音在呼唤她们早日
凯旋。

春暖花开，她们回家的那一天不
远了。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那些

“80后”女博士—

实验室里的“三朵金花”
■本报记者 邵龙飞 中国军网记者 马嘉隆 特约记者 张振威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了。

如果不是这场战“疫”，“你”会在哪

里？

“你”会像每一位母亲、妻子和女儿

一样，守护着一个小家，也守望着日常的

点滴幸福。

在每个忙碌的清晨，“你”为孩子做

好可口的早餐；在每个华灯初上的黄昏，

“你”与爱人携手漫步；在每一个夜晚，

“你”在父母膝下承欢……

如今，疫情当前，“你”像每一名普通

军人和医者一样，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平

凡岗位上。

面对人民的召唤，“你”总是义无反

顾，挺身而出。长江抗洪、抗击非典、汶

川地震……国家有难，“你”总是一次次

出现在人民最需要的岗位上。

这次，疫魔来袭，“你”一袭白衣出征

武汉——

13岁的西安双胞胎姐妹惠馨荻、

惠馨乐把“你”——她们的妈妈借给了

武汉。结束一天繁重的救治任务后，

摘掉口罩和护目镜那一刻，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护士长郭玮的脸庞勒出了

压痕。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看见那家中

的我……”女儿们为“你”献上了一首自

己改编弹唱的歌曲，还写信说要用自己

的压岁钱给妈妈买最好的护肤品。

陆军军医大学中校唐峤把“你”借给

了武汉。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护士长彭

渝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瞒着丈夫奔赴

战场。直到后来，丈夫唐峤才知道妻子

彭渝已飞赴抗疫一线。

因为忙碌，“你”和丈夫多说两句的

时间都没有。几天后，“你”看到微信里

有上千条未读信息，里面还有丈夫发来

的一段话：“你是我妻，也是战友，务必牢

记初心，平安归来，早日凯旋。”

医生张克店和常少丽夫妇把“你”借

给了武汉。女儿常小妹是医院 ICU专

科护士，虽然才 26岁、参加工作不到 4

年，但护理技能样样过硬。除夕夜，刚下

夜班的常小妹来不及回家收拾行李，就

登上军用运输机驰援武汉。

“孩子，不要怕！2003年抗击非典，

我和你妈妈就在一线。现在，武汉需要

你到一线，这就是传承。”父亲的深情嘱

托，给了“你”最大的支持。

在人民最需要的岗位上，“你”用精

湛的医术和悉心的护理，呵护病患的健

康与生命。

战友们说，不论“60后”“70后”“80

后”还是“90后”，冲锋的“你”最美。

家人们说，春天来了，盼“你”早日凯

旋。

“你”是每一名军中“白衣天使”。在

“你”的节日里，我们向“你”敬礼，以一名

战友的名义，也以一名被守护者的名义！

致敬，向抗疫战场上的女性们
■本报记者 高立英

记者手记

“看到你微笑的样子，于是微笑着你的微笑。”在

这场战“疫”中，总有一种表情令人心安温暖。她们

是军中“白衣天使”，那充满温暖的微笑，也是治愈患

者的良药。她们温暖的微笑，成为这个三月最美的

表情。

蜜 2月 24日
下午 2点，武汉火

神山医院，刚下班

的一位护士面对

镜头笑了。

蜜3月2日，泰康同
济医院感染六科病房

内，医护人员在隔离衣

上画上春天的花朵。这

是一位医护人员为患者

鼓劲。

蜜 2月 的

一天，中部战区

总医院感染科

主任江晓静，在

成功抢救一位

患者后开心地

笑着。

蜜 3月 5日

晚，湖北省妇幼

保健院光谷院区

感染十三科，护

士长杨笑一边帮

助战友检查防护

服，一边与大家

聊天缓解压力。

“送给最爱的彤彤！我在上海等你
凯旋！”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女护士赵彤
彤，收到了男友寄到武汉抗疫一线的“爱
心礼物”，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曾经，这个娇柔的“90后”女孩，内心
也有过害怕和惶恐——她怕的不是被感
染的风险，也不是执行任务的艰苦，而是
担心男友不能完全理解支持自己的决定。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湖北告急，一批
像赵彤彤一样的“90后”军队女护士，在这
场战“疫”中扛起了年轻一代应有的担当。
“2003 年非典，你们保护我们的成

长；2020 年的今天，轮到我们保护你们
了。”出生于 1998年的女孩徐文清，在日
记本上郑重写下上面这句话。

这也成为来自海军军医大学 43 名
“90后”女护士的集体宣言。

平均年龄只有 25岁，年纪最小的刚
刚过完 20岁生日，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战
“疫”中，这群花样年华的姑娘们拥有了
“战斗青春”。

1月 24 日凌晨 5点，一阵电话铃声
把高亚婷从睡梦中惊醒。护士长在电话

里急促地说：“接到上级命令，医院要抽
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你能不能去？现
在就报名！”

没有过多思考，一个“能”字，瞬间从
高亚婷嘴里蹦了出来。整理行装、坐上
班车、搭乘军机、抵达武汉……如今，回
忆起那天的“密集活动”，高亚婷仍觉得
像电影情节一样紧凑。

和大多数“90后”女护士一样，常小
妹工作时间不长，但无论是操作除颤仪
还是呼吸机都毫不逊色。ICU病房里，
常小妹挑起大梁：“请给我安排夜班！”26
岁的她，第一次用这种不容置疑的口吻
向护士长请战。

也曾焦虑和担忧，但患者的一声“姑
娘，谢谢你”令常小妹感动得落泪，“在这
里的经历，可能是我这辈子终生难忘的
宝贵财富。”

护士方国林和战友们每天都会提前
两个小时起床，提早一个小时到达医院，
在相互帮助和监督下认真穿戴防护服。
在她们眼中，这一袭白衣是“战袍”，是冲
锋的“铠甲”。

惟有在困难中，才能让自己获得快
速成长。“今天又会是一场硬仗！”交完班
之后，方国林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喊了
声“加油”。

一会儿，有十几个病人要出院。更

换床单、终末消毒……十几张病床整理
下来，方国林早已汗流浃背。

这一切，有位患者阿姨都看在眼里：
“姑娘，你们和我女儿一样的年纪。忙活
了大半夜不睡觉，我可真心疼！”

听到这些，方国林和战友们眼眶湿
润了。那些因为口罩压出的伤痕，似乎
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红区”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白衣

勇士”的战场。王如冰一辈子也不会忘
记她第一次进病房，近距离接触患者时
的感受——“那是一种沉重又充满希望、
忙碌又带有激情、渴望又伴有感激的特
殊气氛。”

病魔可怕，人心必须温柔。有一天，
一位患者对护士王如冰说：“一定要保护
好自己，听新闻说有的医护人员也感染
了。我真的也很担心你们！”

王如冰怔了一下，转而指了指自己
的护目镜说：“您看，我戴的是什么？戴
上它，我们‘百毒不侵’！”

那天，病区通道内响起了欢快的舞
曲。“阿姨们，准备好了么？左脚先向前
点地，第一个八拍，跟我跳！”在湖北籍
年轻护士桂媛的带领下，一群患者跳起
了民族舞。
“没有家属的陪伴，很多患者都很焦

虑。”为此，能歌善舞的桂媛开始教患者

们跳起了当地的巴山舞。让她没想到的
是，这些患者学跳舞的积极性特别高。
这回，患者们终于睡得踏实了。

对于 25 岁的桂媛来说，在这场战
“疫”中，青春带给她的是责任和希望，是
不断提升护理质量和医患守望相助的真
情。

这些天，赵彤彤心中还牵挂着她曾
护理过的一名老爷爷。“你们就是上海来
的军医吧！我们有救了！”说罢，老爷爷
紧紧握住赵彤彤的手，眼角还泛着泪
光。一瞬间，她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隔不断的
爱。虽然每天包裹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隔离衣下，她们始终精益求精，“力求每
一次治疗都做到精细，每一次穿刺都保
证一针见血，让患者满意度达到最高。”
“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下班脱防护装

备！脱下这身‘铠甲’，我又重新看清了
世界。”护士孙青开心地摘下布满水雾的
面罩，透过镜子望着自己疲惫的脸笑了。

那深深浅浅的压痕，仿佛一个个勋
章，刻在了“白衣天使”清秀的脸庞上，成
为这个三月最美的青春面庞。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那些“90后”女护士—

战“疫”的青春吐芳华
■胡思佳 本报记者 高立英

本版照片由王皓

宇、赵佳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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