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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幕后英雄

作为医务工作者，虽然每年
春节都不能像其他行业一样休
息，但今年春节，无疑是王小波迄
今为止所经历的最刻骨铭心的一
个。大年三十接到通知，从门诊
手术室被抽调到发热门诊担任护
理负责人，他和团队已经在抗疫
支线战场连续奋战了近 50天。
34岁的王小波是门诊手术室的护
士长，护理上为数不多的男护
士。在护理一线工作了 12年的
他，辗转神经外科、手术室、门诊

手术室等多个科室，经验丰富、能
力出众，是领导和同事们倚重的
护理骨干。说来这本是他“策划”
的全家团圆的一个春节，早早就
把父母从老家接来了郑州。可抗
疫的“集结号”刚一吹响，他就义
无反顾地奔赴战场。“从踏入这
个行业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心
理准备，365天，哪一天都不算假
期，哪一天都要随时顶上”。

发热门诊护理团队的平均
年龄只有 28岁，虽然年轻，但这

是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队伍。王小波自豪地说，大家都
是各个科室抽调来的骨干，不仅
业务能力强，身体素质也好，觉
悟也特别高。疫情初期，防护物
资紧张，为了节省防护物资、节
省时间，王小波和他的护理团队
在岗 12小时，不能吃饭不能喝
水，下班时口罩一摘，脸上都是
深深的勒痕，嘴唇都干得起皮。
王小波说，虽然工作又累又苦，
但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

重装上阵
发热门诊“群英”战病毒壮志凌云

如果说武汉前线和隔离病区是对抗新冠肺炎的正面战场，那
么发热门诊就是“星罗棋布”的支线战场，是拦截病毒的第一道屏
障。从大量的发热病人中甄别新冠肺炎患者，奋战在发热门诊的
医护和正面战场的“战友”们一样，身披战袍，全副武装，直面病
毒。自从郑州市全面启动紧急疫情防控工作以来，这些“战士”已
经在发热门诊连续作战近50天，依然斗志昂扬。在郑州市二院，
新冠肺炎救治专家小组副组长吴景硕、发热门诊负责人刘文静、
发热门诊护士长王小波，互相配合、彼此支撑，架构起医院抗疫战
场的中流砥柱。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陈燕

吴景硕，郑州市二院呼吸科
主任，新冠肺炎救治专家小组副
组长。这个职务，无声地折射着
疫情来临时他肩头沉甸甸的重
量。且不说自从疫情发生以来，
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已是常
态，也不说发热门诊的筹建、运转
他都要从专业角度一一把关。面
对汹汹而来的疫情、狰狞可怖的
陌生疾病，吴景硕发挥党员的旗
帜作用，发挥高年资专家的专业
优势，沉着冷静、稳定军心，成为
大家心目中的“定海神针”。

对于年轻医护来说，17年前

的“非典”疫情遥远而陌生，新冠
肺炎又是一种全然陌生的疾病，
他们大多没有疫情防控经验。
在这种时刻，吴景硕披挂上阵、
冲锋在前，进行第一例发热病
人的排查，根据敏锐的直觉、丰
富的经验，确诊了发热门诊第
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疫情防控
时期就是战时，吴景硕枕戈待
旦，睡觉时都不敢松懈。一高
龄发热老人深夜来就诊，他凌
晨 3点接到电话赶来医院会诊，
迅速排除了新冠肺炎，为正常抢
救赢得时间。

作为发热门诊负责人，1月
23日至今，刘文静和同袍们已
经近 50 天连续吃住在发热门
诊，接诊了 3600多例发热病人，
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4人。“接诊
发热病人，观察留院患者，安抚
病人情绪……”刘文静要做的工
作很多，每天休息时间只有 4个
小时。在疫情面前，她忘记了
时间和疲劳；在患者面前，她充
满热情和耐心；在家人面前，她
隐瞒了自己工作的危险。刘文
静说：“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

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使再危险也
要坚持。”

5例确诊病例，刘文静都“自
私”地抢在同事前面接诊。不是
不信任同事们，而是深知责任在
肩。接诊每一例确诊病人，刘文
静不敢有丝毫怠慢，从高度疑
似、留观到确诊，再到向上级报
告，她的脑海里只有两个字“规
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
就要带好头，关键时刻冲在前，
困难面前不退缩。”绝不能让医
院发生交叉感染事件。

为了规范和扩大发热门诊，
医院不仅腾空体检科9号楼改扩
建发热门诊，还全部腾空神经内
科5号楼，增设发热留观病房，并
设有专用药房和检验设备。发
热门诊从接诊、检查再到检验、
取药、留观等工作，做到了一站
式服务，还设置了医务人员专用
通道，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和
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刘文静豪
迈地说：“这里硬件、软件、人员、
设施全都是最好的，发热门诊这
道屏障由我们来坚守。”

吴景硕
关键时期，他是大家心目中的“定海神针”

刘文静 “发热门诊这道屏障由我们来坚守”

王小波 “虽然工作又苦又累，但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

周纪妹说，她还记得河南省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出征那天，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郑大一附
院加油”的誓师口号响亮回荡，家
人的离别嘱托、同事的深情拥抱消
减了冬日的严寒，一眨眼间，现在
武汉都已经春暖花开了。

每次进舱前，周纪妹不敢多
吃也不敢多喝，因为一工作就是
六到八个小时甚至更久，这样为
了不去上厕所。

“做入舱前的准备工作：穿
上尿不湿、穿上加绒加厚的秋衣

秋裤，为了防护安全，方舱内没
有中央空调，那段时间武汉还比
较冷。最难受的是我对尿不湿
的材质过敏，腰上起疹子，那种
痒得难受是你没法想象的。”周
纪妹回忆起刚进方舱的细节，
“进入舱内不久，沉重的防护装
置会让我们呼吸困难，出现了严
重的缺氧状况，头晕、头痛、心
悸、胸闷、恶心，你大口大口地喘
着气，仍吸不到更多氧气。”

在方舱里，周纪妹做的是为
全舱 1500余名患者药品供应、

医疗器材供应、生活物资供应
和门诊筛选统计的工作，不停
地发放统计、不停地协调、申请
搬运。“这是一个仔细活，要一
对一核对，不能出一点错，也一
点都不能休息，一耽误就会影
响方舱的运行。”

“你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什
么？”记者问周纪妹。

“靠着毅力咬着牙坚持，那
会儿我们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
个人，而是河南医疗救援队，是
河南的形象。”周纪妹说。

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综合医学部护士长周纪妹

“方舱患者很善良，我也很感谢他们”
“不停的心悸胸闷感让我心慌难忍，咬破了嘴唇坚持，只

能把步伐、语速稍稍放慢，但仍不敢停下我们的工作，生怕影
响了方舱的工作进度和舱内1500余名患者的生活起居。”

2月11日，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综合医学部护士长、41
岁的周纪妹记下了上面的方舱日记。而这样的战“疫”日子
对周纪妹来说，从2月4日来到武汉，2月5日进驻江汉方舱
医院，到3月9日休舱，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3月14日，周纪妹在医疗队支援定点医院的请战书上
签字按手印，接下来她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等待进入定点
医院，开始新的战斗。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绍禹 武汉报道

在方舱医院里，周纪妹遇到
了一名 60多岁的女患者。老太
太来自漯河，到武汉探亲，结果一
家六口都被感染，还被分在了不
同的方舱里。“2月8日上班那天，
我的隔离服上写着‘中共党员 郑
大一附院’。”在患者排队就诊的
时候，老太太看到周纪妹穿的衣
服上写着郑大一附院，远远就赶
忙问：“妮儿，你是河南来的？”

周纪妹回答“是”。老太太忙
说，“我就来走个亲戚就感染了，
看见你们真好。”说着，眼泪就流
了出来。

周纪妹赶忙安慰：“阿姨，别
怕。”“中，没事儿你就多来看看
我。”老太太说。

第二次上班，周纪妹又去看
望老太太，“她看见我很高兴，我
对老太太说，咱们河南的医疗队
来了很多人，在哪儿都能碰到老
乡！我们肯定把你康复送出院！”

“老太太的心情变好，过了一
周就康复出舱了。”周纪妹说，“后
来，患者都喊我‘郑大一附院的周
党员’。很多方舱患者都是很善良
的，你给他们一点温暖，就会收获
很多感谢，我也很感谢他们。”“我们代表的是河南的形象”

▲

“患者都喊我‘郑大一附院的周党员’”

从2月5日晚收治首批患者，
再到3月9日下午正式休舱，江汉
方舱医院投用34天，总床位1564
张，累计收治的 1848名患者中，
转出521人、出院1327人。

在武汉市 15家实际投用的
方舱医院中，江汉方舱医院“开放
床位最多、累计收治人数最多、累
计出院人数最多”。河南省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作为参与江汉方

舱医院救援的医疗队之一，在方
舱医院内留下了坚实的身影。

“你好好干，别人不干的活，你
都得干，你是党员哩！”这是周纪妹的
父亲——一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
党员——在和她视频连线时说的
话，周纪妹做到了。如今武汉春天
已至，“回到郑州后，最想抱抱两岁的
女儿，陪陪马上要小升初的儿子，回
到正常的日子。”周纪妹说。

父亲：别人不干的活，你都得干，你是党员

战“疫”一线最美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