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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中，这个三月来得似乎有些慢，天气乍暖还寒，阳光也似
乎姗姗来迟。

然而，这个春天并没有迟到。抗疫战场上，一位位军队女性
医务工作者换下迷彩、穿上白色防护服，为挽救人民生命与死神
搏斗，与时间赛跑，与病毒作战。她们用双手编织春天的图景，用
爱催开向阳的花朵。于是，荆棘之路上，花香弥漫，那些走过荆棘

丛的人们，不再觉得那么痛苦。
她们是白衣天使，更是穿军装的战士。她们眼中有光、心中

有爱，给病人们带来生的希望；她们心中永远有任务、肩上永远有
责任，为人民坚守保护健康的阵地。

她们是新时代的巾帼奋斗者。在奋斗中，她们体验着内心从
未有过的骄傲，也感受到生命从未有过的温暖。 (高立英)

先到“战疫加油站”里吃点喝点，补
充能量，再到“打 call”墙前写写画画、拍
照留念……你没看错，火神山医院感染
三科二病区里，还真有这么一个患者专
属的爱心之旅，名叫“心灵港湾”。

这个金点子是谁的主意？病区护士
长张瑶笑而不语。

张瑶，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女队员，
一名穿军装的白衣天使，一名心理学女
博士。
“由于传染性疾病的特殊性，我们重

点考虑在提升与患者的非接触性亲密度
上下功夫，通过暖心的举动传递给患者
正能量，增加信心、促进康复。”就这样，
“心灵港湾”开张了。

后来，张瑶又开始琢磨，“既然我们
是医患同心抗击疫魔，那就是战友。”很
快，三科二病区的患者不再被叫做“病
人”，大家都以“抗疫战友”互称了。

张瑶还为“战友们”建立了一份“标
星”档案——3床有糖尿病，注意运动要
适度；8床快过生日了，要准备礼物……
事无巨细，都被张瑶一一记录在本上。

这不，廖爷爷 80岁生日说到就到。
“以往，八十大寿都会隆重庆贺，一大家
子人热热闹闹。”于是，张瑶提议在病区
为老爷子过个特别的生日。

负责后勤保障的苏昱亚助理还真给
力，一番周折，准时把生日蛋糕送进了病
房。细心的张瑶又发现，缺一张生日贺
卡。于是她专门手绘出一张祝福卡片。

当天晚饭，护士长张瑶带队，端着蛋
糕，捧着贺卡，唱着生日歌，走进病房。
廖爷爷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是我八十
年来最难忘的生日之一。”

回到驻地，张瑶打开日记本，画了一
幅病房生日的小漫画，一边画一边乐。

一天，张瑶在病区发现，一名老兵
正对着照片墙上医疗队员们的军装照
敬礼。那一刻，她知道“不仅我们把患
者当战友，患者也把我们也当成了战
友。”

作为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首位博
士护士长，张瑶对病患的心理抚慰很下
功夫。她在病区成立了心灵守护小分
队，对有心理疏导需求的“战友”采取有
效干预措施。

一天早晨查房时，发现 33 床阿姨
情绪低落，张瑶便上前询问，原来阿姨的
老伴刚刚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于
是，张瑶耐心倾听老人的倾诉。

当天下班后，张瑶便制定了个体化
的心理疏导方案，为老人进行一对一的
心理疏导。几天后，老人情绪逐渐好转。
“患者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要

敏锐地捕捉。”张瑶还要求队员们平时要
注重从细微处观察，“不能漏掉一个危险
信号。”

一天晚上，护士郝婉婷刚接班巡
查病房，发现有高血压病史的 23 床魏
奶奶精神不好。原来，老人忘记吃降
压药了。于是，张瑶就紧急拟制了特

殊患者交接制度，把提醒患者按时服
药纳入常规护理项目。魏奶奶高兴地
和家人说：“到了火神山，心里就踏实
了！”
“护理工作没什么窍门，就是发现问

题和快速解决问题，并把每一件看似琐
碎的事情用心做好。”为第一时间了解患
者需求，张瑶建立了“战友”意见沟通群，
在无障碍沟通中促进护理质量有效提
升。

除了精心护理“山里”的患者，“山
外”也有张瑶的一份份牵挂。“回家后要
记得和家人分房分餐”……又一批“战
友”康复出院，张瑶送出门后还不忘一番
叮嘱。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女队员张瑶——

火神山病区的“心灵港湾”
■张 静 徐 潇 本报记者 高立英

“阿姨，这袋液体有点刺激血管，您感
到不舒服就告诉我，咱们调慢点儿……”

听到这个不急不缓的温柔声音，火
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 24床患者心里
就暖洋洋的，因为她知道，是护士“琼姑
娘”又来了！
“琼姑娘抽血一点都不疼，我还没

察觉针扎进去，她已经抽完了！”22床柴
阿姨也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25床周阿姨更是自叹“有福”：一觉
醒来，琼姑娘已经为自己从里到外换上
了干净护理垫。而这一切，都是她睡熟
时琼姑娘不声不响完成的。
“琼姑娘”姓秦，单名一个琼字，是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一名文职护士。

不过，这位穿军装却不戴军衔的“白
衣天使”秦琼身形纤细、笑语盈盈，与威
风凛凛的门神秦琼，除了名字之外丝毫
没有相似之处。秦琼说她从来不追星，
她的偶像只有一个——南丁格尔。

从西北酒泉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
后，秦琼主动请战，来到收治大量危重病
人的重症二科。在日夜不停与“死神”赛
跑的ICU病房，秦琼用自己的爱心、细心
和耐心，为患者们提供着精心护理。
“我们不怕麻烦，您随时叫我。”秦

琼真诚的话语，让患者眼眶湿润。她所
到之处，如春风细雨般，让病房里充满
了温馨与暖意。

一天，病房午饭餐盒里盛着两个香
喷喷的鸡腿，22床患者柴阿姨却一直没
动筷子。

柴阿姨曾悄悄告诉秦琼，自己的女
儿和她差不多大，名字里也带一个琼
字。在秦琼心里，也已经把柴阿姨当成
了“柴妈妈”。
“琼姑娘，这个鸡腿，我想省给你

吃！”柴妈妈拉住秦琼的手，用关切的眼
神望着她说：“你一上班就不停走来走
去，给我们做治疗做护理，一刻不停歇，
我看着好心疼。”

隔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面屏、护
目镜，秦琼还是感受到了柴妈妈那颗真
挚朴实的心。
“等您康复了，回到家，我一定要吃

您亲手做的鸡腿！为了咱们的约定，您

也要好好吃饭！”秦琼与柴妈妈定下“康
复之约”。

穿上这身洁白的护士服已经 17
年，秦琼从一名年轻的小护士成长为一
名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她曾被国家卫
生部评为“优质护理服务优秀个人”。
但与这一耀眼荣誉相比，她更珍视病人
们给予的“桂冠”。

在来部队医院就诊的官兵们口中，
秦琼是传说中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
“神手姐姐”，再难找的血管，到她手里
都能一针见血。她一进病房，大家都抢
着找她来输液。

在她护理过的病人们眼中，从入
院一直到康复出院，每天都能看到秦
琼轻盈的脚步和口罩都遮不住的温暖
笑容。

在同事眼中，秦琼不仅对病人细
心、耐心，对护士姐妹们更是关爱。那
天，护士秦丽蓉脚上穿着作训鞋，再套
防护服特别不方便，秦琼就为她递上一
双新的护士鞋。秦丽蓉踩进去，大小刚
好合适，心头涌出一股暖流：“她连我的
鞋号都记得，太细心了。”

在秦琼和战友们的及时抢救和周
到护理下，许多重症患者转入普通病
房，离出院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三月暖阳，繁花盛开。秦琼说，疫
情后，要摘下口罩，抱抱这些熟悉却陌
生的战友们，和朝夕相处的患者拉拉
手。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女队员秦琼——

口罩遮不住的温暖笑容
■本报记者 高立英 通讯员 潘成军 特约记者 汪学潮

体重才 80多斤的李毅，总给人一种
弱不禁风的感觉。

每天，她都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
染八科的“红区”里忙碌 4个小时，身兼
科室护士、病房保洁员、患者护工、物资
搬运工等多项任务。

每当队友们担心李毅这身板能否扛
住时，她总会风趣地说：“瘦归瘦，但我全
身都是筋骨肉！”这还不算，她还在自己
防护服上写下这样几个大字——为人民
服务（的）女超人。

在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战友们眼
中，女军人李毅配得上这几个字。这个
胆气过人、拼劲十足、耐心超强的白衣战
士不一般，她那小小的身板里总是蕴藏
着超强能量。
“我先上！”每次进入“红区”病房直

面风险时，李毅总是习惯冲在年轻护士
的前面。

一次，感染八科需要为一名患者采
集鼻拭子。患者剧烈地咳嗽，此时采集
鼻拭子，无疑会增加医护人员感染的风
险。
“让我来！”这次，站出来的依然是李

毅：“来武汉之前，我已经为几十名住院
病人采集过鼻拭子，相信我！”

战友们不禁为李毅捏了一把汗。采
集过程中，一旦患者咳一下，喷出的飞沫
将直接飞向李毅的防护面罩。

“您只要忍耐几秒钟就好！”李毅小
心翼翼将棉签塞到患者鼻腔里，一边引
导患者呼吸，一边精准完成操作。短短
10秒钟，如同特战队员完成一次惊险动
作，李毅表现完美。

许多人不知道，这位看似瘦弱的“战
疫天使”，曾经参加过“九八抗洪”医疗救
护工作，至今已经在演训场上摸爬滚打
20多年。去年，李毅还被表彰为联勤保
障部队“十大服务标兵”。

此次奉命奔赴武汉战“疫”一线，
李毅被任命为科室副护士长。在一次
次战斗中，李毅喜欢当“救火队员”，哪
里有危险，她就冲向哪里。一位脑出
血术后偏瘫的新冠肺炎患者总是躁动
不安，两名护士轮番给他抽动脉血都
未成功。

李毅又一次火速赶来增援。这项平
常看似简单的护理操作，在戴上三层手
套的情况下，对任何一名护士来说都不
容易。

屏住呼吸、精准定位、果断下针……
抽取动脉血的短短一瞬间，李毅再次拿
出“看家本领”，稳稳地手持针管从患者
腹股沟动脉处扎进去。

信心来自日复一日的磨砺。生性倔
强的李毅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专业能手，
练就了护理技术操作的“十八般武艺”，
并多次在医院举行的专业技术比武考核

中夺魁。
李毅的暖心服务是感染八科病房

的一张“闪亮名片”：患者口唇干裂出
现血痂时，她用棉球蘸着温水细心擦
拭；患者精神萎靡不想吃饭时，她苦口
婆心，哄着他们配合治疗；患者担惊受
怕神情焦虑时，她主动靠上去，悉心抚
慰……
“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好护士……”每

当遇到即将出院的患者向自己和战友们
“真情表白”时，就是李毅最开心的时候：
“这就是最好的加油！”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女队员李毅——

小小身板里蕴藏着超强能量
■本报特约通讯员 戴晓芳 张文明 记者 高立英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
后，在护士长岗位上干了 15 年的胡
爱霞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理由共 3
条——老护士长、共产党员、急救经
验丰富。

这 3条理由是胡爱霞请战的“硬核
条件”——每次遇到重大任务，她总要
“搬”出来。

抵达武汉后，胡爱霞和战友们进
驻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她被
任命为感染六科感控组组长。有 25
年军龄和 23 年党龄的她，又一次站到

“排头”。
“这次是回家战‘疫’，我更得去。”

因为工作忙，在海南三亚海军部队工
作的她已好几年没回湖北老家了。没
想到，这位海军“十佳护航尖兵”和全
国“三八红旗手”，这次竟以这样的方
式“探亲”。

12 年前，30 岁的胡爱霞曾作为我
国首位执行护航任务的女护士长，随海
军编队赴索马里和亚丁湾海域圆满完
成首批和第二批护航。

每一次面对全新的考验，胡爱霞
都是迎难而上。她是白衣天使，也是
一名水兵。岛礁医疗值班，她一干就
是几个月；出征“科莫多-2018”联合演
习，她天天和海军官兵们一起铆在演
习场。

其实，这个春节期间，胡爱霞已经
处于战斗状态了。她所在的南部战区
海军第二医院，是新型冠状肺炎定点收
治医院。

胡爱霞性子急、嗓门大，谁要是在
感染控制方面有一点点懈怠，准挨她一
顿批评。作为年轻医护姐妹们公认的
“老大姐”，42岁的她用一次次耐心细致
的检查，默默地守护着科室里 61 名姐
妹的安全。

一天上午，对讲机里传来一阵急促
的呼喊：“胡老师，小夏要呕吐了！”原

来，一名刚刚进入缓冲区准备脱掉防护
服的护士突感不适。

胡爱霞知道，这时候最危险。“你别
慌，先把隔离衣脱掉，慢慢来……”对讲
机这头，胡爱霞一步步耐心指导，这名
护士按操作流程安全脱掉防护服，顺利
走了出来。

作为一名湖北荆州人，胡爱霞的乡
音是隔离病房里病人们最盼望的声音，
她的耐心细致总让他们倍感亲切。

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患者，一直无
法进食。胡爱霞就想方设法喂一些，每
隔两三个小时就为老人更换一次护理
垫。帮助老人翻身非常困难，一折腾就
是一身汗，但胡爱霞好像从来都不觉得
有多累。
“病人无医，将陷于无望；病人无

护，将陷于无助。”白衣天使的守护，照
亮了患者康复的希望之路，而这背后却
是一位母亲的深深自责。

谈起正上高二的女儿，胡爱霞眼眶
红了。每天一次 20 分钟的视频通话，
难解她对女儿的深深思念：“我始终欠
着家人。”

当年参加护航任务时，女儿才 4
岁，胡爱霞一走就是一年多。这次，一
声令下，她又毅然奔赴抗疫一线。“告
别万家灯火，愿做黑夜中的一盏明
灯。”这恰是胡爱霞的心灵写照。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女队员胡爱霞——

愿做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吴浩宇 本报记者 高立英 陈国全

三层手套，两重眼镜，一针见血！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一病区里，记

者见证了护士高锐的厉害——一名患者

呼吸微弱、口唇发紫，需要紧急加推一组
呼吸兴奋剂。

而此时，临近交班，高锐早已累得汗
流浃背，护目镜里雾气弥漫，里面还隔着
一层大黑框眼镜，透视效果极差。

稳住心神，高锐按照野战条件下“微
光输液”的流程，开始实战操作。随着呼
吸兴奋剂缓缓推进静脉血管，患者的呼
吸缓慢提速。随后，她又挤压患者胸廓
10多分钟，病人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
暂时脱离危险。

高锐的自信从哪里来？
“以前练微光输液时，我们会给眼睛

蒙上一层黑纱再扎针。平时练得多，遇
到特殊情况才不会慌神儿！”高锐的一
口东北话，透着自信和爽利。

一问才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文
职护士高锐有 10 多年急诊科工作经
验，曾荣获辽宁省动脉采血竞赛一等

奖、全国急诊急救技能竞赛创伤团队急
救二等奖。去年，她代表北部战区总医
院参加联勤保障部队护理技能大比武，
勇夺 3 项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救护冠
军”！

从 2009 年第一次作为替补队员参
加护理技能大比武，到 2019 年获得冠
军，高锐十年磨一剑。经过漫长的积累
与沉淀，才有了今天自信满满的“战救女
神”和“护理高手”。

入驻火神山医院没几天，感染七科
一病区就收治了一名危重症患者。这名
患者心率快、血压低、血氧饱和度低，经
过医生用药、加强镇静补液等措施，生命
体征才有所改善。

那天，高锐刚接班就发现，这名患者
呼吸急促、口唇发紫，心电监护仪上出现
室颤波形。她一边呼叫“快拿抱球准备
通气”，一边准备除颤。开机、定位、选择
除颤模式……所有除颤动作一气呵成，

几秒钟后病人转危为安。
看到自己从生死线上“抢”回来的病

人，是高锐“获得感”最强的时候。她总
能想起自己初出茅庐时的那个场景——
还是个实习小护士的她，第一次走进急
诊病房，目睹急诊科护士争分夺秒与“死
神”过招之后，就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
为这样的护士。

一天下午，病区收治了一位 85岁高
龄的女性肺炎患者。高锐觉察到老人四

肢无力、面色发红，一测体温，升到了
39℃。

高锐马上对老人作出初步评估：高
热和营养摄入不足。于是，她及时向值
班医生建议，加快患者的补液速度增强
营养。

为了尽快让老人服用降温药，高锐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用注射器抽水后，
从她嘴角慢慢试着推入，测试她是否能
自主吞咽。

其实，这一做法十分危险，如果此时
病人咳嗽，会喷出飞沫，极易令医务人员
受到感染。艺高人胆大的高锐经过几次
测试，找到了一个安全角度，掌握了推进
的适当速度。随后，高锐将药片碾碎溶
解，小心翼翼抽入注射器管内，一边安慰
老人一边喂药。

一小时后，老人体温下降，心率渐渐
恢复正常。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女队员高锐——

“救护冠军”的战“疫”自信
■宾有余 孙先鹏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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