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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高医第三批赴武汉救助医疗队带队的是一

位女博士——王丽娜，她是宝高医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在出征仪式上的表态发言时她说：我一定

把所有队员安安全全带回来。表态全程逻辑缜密，

铿锵有力，不绕弯子。讲了一些人心里想的做了许

多人不敢做的。她被高医人称为“最勇女博士”。
王丽娜，她是谁？ 18、20、2、3、3这组数字

在的大家眼里十分普通，但是对于王丽娜来说却十

分特殊，18年医学路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20篇，荣获宝鸡市科学技术二等奖2项及三等奖3

项，宝鸡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3项。学习于四

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博士进修于西安交通大学心血

管内科，研修于以色列RAMBAM医院心脏病中心。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报名赴鄂？大年初一院

内联络群讨论的时候，疫情已经开始向全国蔓

延，我是心内科医生，不是防控重点科室，但我当

时已经意识到随着疫情的扩散，发热门诊的工作

会变得十分艰巨，随后还要新增隔离病房，我就

想着转岗。第一批招募护士赴武汉支援，第二批

的招募通知下来了，要医生去，可是要求呼吸、重

症、感染专业。我干了十年大内科，专业功底很扎

实，而且参加过非典、禽流感及甲流的防控工作，

个人身体素质也不错，所以我报名了。我是党员，

更应该挺身而出！在危难关头，在人民需要的是

时候，更要发挥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上前线不担心家里么？一个人在这世上承担

着许多角色，我是医生，是党员，是母亲，是妻子，

是女儿，是儿媳，我身上有抚养儿女，照顾爱人，

赡养父母的责任。正因为公公婆婆都是医务工作

者，救死扶伤的医者情怀和责任感也同样深植于

心。我婆婆也是待我如亲生女儿，在

我出发前的晚上，一直细心叮嘱，反复

交代，几度落泪，他们也深知此次疫情

的危险。我特别感谢我爸爸妈妈，如果

不是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我也没有办

法去！我爱人在卫健委工作，因为这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被抽调到市应

对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从大年三

十就开始加班，每日早出晚归，我原本

应该支持他的工作照看好家，我第一

次给他说我想去支援，他说可以，并且

支持鼓励我。也感谢我的爱人，他这段

时间加班，经常深夜十一、二点才回到

家，其实单位给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

但无论多晚，他都会回家，说看一眼我

和孩子，他感觉疲惫就一扫而尽了。我们真正做到

了生活上彼此爱护，工作上彼此支持！
怎样给两个女儿解释“出征”？两个孩子都

是懂事的年龄了，得知我要去，都非常担心，不愿

意我去，安抚了很久才说通，说到这里，我特别感

谢两个孩子就读的宝鸡实验小学，得知我家的情

况后，两个孩子的班主任老师都打电话给孩子进

行心理疏导，并指导学习，小女儿的班主任郭老师

还和孩子手机视频聊天，给予孩子很多的爱护。
出征前专程回家给父亲解释，他说了什么？

2016年我母亲62岁，时因癌症去世，母亲的逝世对

我父亲打击很大，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母亲去世

后，我是父亲全部的精神寄托，父亲也是一名老党

员，很支持我的工作，平时我工作忙，很少去看他，

偶尔通个电话报个平安。父亲得知后，拍拍我的肩

头，说：“放心去吧！保护好自己，爸爸我也不出门，

你也放心，等你们胜利回来，我们大家也就都能出

门了！”
医院为出征队员准备的订制行李箱里都有

啥？医院为我们此次出征队员配给的物品有很

多药品，都是当前急缺的，奥司他韦、莲花清瘟、

双黄连口服液、莫西沙星、还有创可贴、眼药水

……可谓是一应俱全。还有防护用品，N95 口罩、

普通口罩、防护服、乳胶手套等。其实从年初二

开始，医院的物资也开始短缺了，我知道医院为

我们筹集这些物资非常不容易，特别感谢院领导

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相信，疫情一定会慢慢的消

散，冬天马上就会过去。因为你们英勇的身影，正

在迎接一个祥和美丽的春天。

 牛晓 综合办公室

谭国超，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作为

我院驰援武汉医疗队成员之一，现工作于武汉市武昌

区光谷方舱医院。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军人出身的谭医生看到出征

动员令，谭医生不加思索便报了名。他说：“我是一名

党员，我是军人，同时也是医生，我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到哪里都不是问题，不存在要适应的问题，我应该去武

汉。党培养了我，医院给我提供了好的工作环境，我作

为一名自主择业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武汉，

抗击疫情！践行了入党誓词！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会

照顾好自己，为抗击疫情多做努力！”出征前，谭医生

一直工作在我院对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一线。

前几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武汉方舱医院成了“网

红”，病房里有声有色的“小品”“广场舞”等活动，入

住患者积极乐观的态度，感动了不少人。方舱医院不

仅充斥着正能量，也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大家

都好奇在方舱医院是一个什么状态，从谭医生那里

了解后才知道……他每天 7 点起床洗漱吃饭后，8

点 20 左右到达医院按照穿防护服的要求严格执行。

一个人穿脱防护服的时间至少需要 30 分钟以上，9

点左右进舱接班收治病人。医生带 4~6 名护士一组，

一天 6 个小时的工作下来衣服都湿透了。出舱之前

需要全身喷消毒液，尽量把各种危险因素留到楼外，

回宿舍洗澡至少 30 分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10 个小

时的工作量。

谭医生说其实在队伍培训时就强调过，在方舱医

院里医护人员可以组织病人适当运动，但是医护人员

不能参与，只是因为防护服的严密性导致呼吸不是那

么顺畅，天天大汗淋漓挥汗如雨，还要耐心回答患者提

出的各种问题。否则口罩会松、防护服会破、呼吸频率

会加快，体力平白无故被消耗……这会增加医护人员

被感染的风险，非常不利于治疗患者。希望大家不要把

几秒钟的小视频当成全部真相。战胜疫情除了一腔热

情，更需要专业和科学。方舱医院建成投入使用后，大

量非重症确诊病例得到有效隔离和治疗，

病例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也赢得了全社

会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2 月 26 日，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

院 79 人出院，是自 2 月 17 日患者入住以来，出院人

数最多的一天。开舱 10 天，该方舱医院累计入院 875

人，累计出院 166 人，转院 48 人。截至 26 日 17 时，武

汉光谷方舱医院累计进行CT 检查 440 人次，核酸检

测 865 人次。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院长唐洲平

介绍，预计出院人数将逐日递增。

谭医生说在方舱医院的工作跟在医院还是一样

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不用手写病历。每次回答患者提

问后，他们都会说：谢谢医生！您也要保重身体！简

单的一句话让他心里暖暖的。他说这里入住的患者大

多都是我的父母辈和跟我同年龄的患者。他们知道我

们都是外省过来，总会给我们说：“这疫情这么严重，

你们家里人肯定也很担心，但还要到这里来帮助我

们。”听到这个，我特别感动，同时也挺难过的。他们已

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在这种时候说得最多的话竟然

是觉得抱歉，和对我们的感激。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目标，就是早日战胜疫情，所有人都在为这个目标积

极地努力着。彼此理解，相互关照，共同奋斗，我在这

里感受到了一种最好的医患关系。

方舱医院是暂时的，医务人员的精神却是永恒

的。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斗争中，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英勇奋战。用行动

诠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
王宇琳 综合办公室

看到第三批援鄂名单里有我时，我倍感荣幸。

有家人的支持和同事的关心，更加坚定了我的决

心。逆风而行，不计报酬，我甘愿做一名逆行者。

第一天到武汉，沉甸甸的责任感大于初到这

里的新鲜感。初来医院的第一个班，让我印象深

刻。为患者做治疗时，他们不停地说:“感谢你们

从陕西来支援我们”。看着患者期待的眼神，我经

常会鼓励他们：”加油，我们一起努力，一定会好

起来的……”。

来武汉工作有些日子了，患者们对我特别好，

和我聊天、拉家常和我拍照。看着他们的精神越来

越好，我心里特别开心。46 床的叔叔联系不上家

属，尿不湿用完了；48 床和 49 床阿姨说最近物

资紧缺，医院没有肥皂和卫生纸了；50 床小姑娘

偷偷告诉我，卫生巾用完了。我接完班的第一件事

情就是去病房，问问他们生活上还有哪些困难。当

患者知道，我把自己的物品发给他们时，流着泪、

感动地拉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看到患者一个个

灿烂的笑容，一双双紧握的手，竖起大拇指点赞

……感受到来自患者的信任，好转的病人越来越

多，危重症区和重症区的病人越来越少，我知道，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申请入党，我愿投入祖国母亲怀抱，我愿为华

夏事业奋斗终生！ 2月 20 日，我在武汉战“疫”前

线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守护家，守护国家安

宁，相信中国的力量，相信我的 “家人”们定能驱

除病魔，请党组织在防控疫情的战斗中考验我。

千里春风拂九州，万众齐心抗瘟神。此岁生辰异

地过，遥遥亲人在江城。虽然有些不押韵，但此刻却

应了景。感谢武汉的家人们，给我过了一个别样的生

日。在武汉的这段时间，我也很牵挂家人，爱人和孩

子。我生日后的第三天是爱人的生日，往常我都会早

早起床，为他做一碗生日面，再炒几个菜。而今年，只

能在手机上为他发一条：“老公，生日快乐！”我不

后悔，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家人，过得最有意义的一

个生日，我守护患者，他守护家人，身在两地，心在一

起。让我意外的，还有收到朋友家孩子大武的来信，

字里行间都是孩子的鼓励，他说：“阿姨，我会关心

和帮助果果（我的孩子），我们会向您一样勇敢和坚

强，希望您能够平安回家，加油！”。孩子的理解和鼓

励，不仅温暖了我的心，更坚定了我脚下的路。

在这场战役中，有太多的勇士钟南山爷爷、李

兰娟奶奶……在这种战役中有太多的无名英雄，

送患者的快递小哥，替居民买药的社区工作者，为

灾区捐献的老兵菜农……还有那些逆行者，他们

是医生、护士、人民警察、军人、无数志愿者……他

们用自己的行动带给我们生的希望，用自己的力

量来守护我们的家。我们相信，只要人心齐，我们

一定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
杨敏 心血管内科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冲在最前面的

是，义无反顾的医务人员他们在病毒与民众之间

竖起一道坚实城墙，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医

务人员一边面临被感染的风险，一边背负着患者的

信任和公众的期望。

第三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已经过去了十七

天，但他们仍然用自己的意志力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苏乾丽，宝鸡高新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护

士，被分到

武汉红十字

会医院，同

去的还有五

位队员。去

支援武汉那

天，她发朋

友圈说，相

信聚萤火之

光，亦可趋

黑暗之魔。

加油，我的

伙伴们，等

到春暖花开

时，我们一

起回家！

紧接着

就是上夜班，虽说有些紧张，苏乾丽回忆这段时间，

经历了元宵节、结婚纪念日、情人节，也看到了盛开

的樱花，遇上了南方的大雪，生平第一次穿上不一样

的白色衣服，不透气，很难受，护目镜常常被雾气与

汗水模糊，衣服一次又一次的湿透，口罩带子勒的耳

朵生疼。最牵挂的是家里的两个小宝宝，她说等等妈

妈打完怪兽就回来陪他们。但想起家人、同事、朋友

的问候，一切困难都烟消云散。

听不懂武汉的方言。很多患者说的都是本地

方言，还需要其他医护人员帮助进行翻译，所以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适应环境，能够在空余

的时间把武汉的方言学懂，这样简单的话就能听

懂，照顾病人就能更加方便。为此她还下载了武

汉方言的视频进行学习。苏乾丽从心底最感谢的

就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对他们的关心，感谢宝高

医送给家里的慰问品，一周的时间已经两次慰问

家人，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院领导的关心和帮

助给她的家人一道生活保障，更是给她在一线工

作的一份关心，她说她在这里一切都好，一定会

平安归来，感谢宝高医的所有家人。

前方的路还很艰辛和坎坷，但是只要团结一

心，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黄鹤楼下，珞珈山边，

古德寺旁，春风一定如约而至，绿色必须尽染大

地，春分将至，我们的坚定与坚守背后，一定会春

暖花开!                 王宇琳 综合办公室

2 月 11 日，宝鸡市第二批医疗队援鄂的第 10

天。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红十字会医院。

天刚亮，像往日一样，徐芳云同医疗队员们

测了体温，问候了远方的家人和战友，互相报了

平安。然后踏入医院，穿起战袍，投入到了一天的

“战疫”中！

当联系上徐芳云的时候，她刚上完夜班，从她

的表述中了解到他们脱防护服必须一步一步按

规定执行，至少 40 分钟以上，上班前一个小时不

喝水不吃东西，避免上厕所，虽然是 4 小时轮班

制，实际都是 8 小时以上。说明前线医疗人员还

很紧缺。忙碌了一个晚上，摘下口罩、护目镜后，

她的脸上已满是勒痕。下班时错过了班车，一个

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中无依无靠，寒冷、焦急、孤

独包围着她，顿时委屈涌上心头，但是想到医院

的病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病情还很严重，心中的

责任感战胜了委屈……

1月 25 日下午，徐芳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医

院有关选派护士赴武汉支援的通知。“当时很纠

结，作为资深护士有责任带头，但又怕家里担心。”

下班回家路上徐芳云给父亲打了电话，出乎徐芳

云意料的是，父亲很支持。回到家后，她又告诉公

公婆婆要去武汉支援的决定。“两位老人家说你有

机会一定要去，我们老了没能力做贡献了。”徐芳

云这次支援，最放心不下的是 8岁的女儿，好在爱

人非常支持她这次的支援决定，表示会把家里给

照顾好。“丈夫早早的就带孩子睡觉了，而我躺在

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想着自己会被分配到哪里，多

久回来。”2 月 1 日晚上 11 点，徐芳云接到通知

说可能第二天就要出发。来不及好好告别，突然很

舍不得，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她还从未和孩子分开

过……孩子不能真正理解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什

么，为什么有危险，妈妈为什么要去武汉，但她的

想法很简单，希望妈妈平平安安的，早点回家。

守一座城，护千万家，口罩遮住了脸颊，但是坚

毅的目光始终充满希望、信心、勇气、责任、担当。
戴伦 综合办公室

在武汉、在

全国，许许多多

“白衣战士”，舍

小家为大家。直

面疫情，英勇奋

战。他们决心已

定：不获全胜，

誓不收兵！

“感谢同事、

家人的性命相

托”。2 月 8 日，

宝鸡高新人民医

院第三批驰援武

汉医疗队出征。他们是宝鸡医护人员的代表，肩负着

政府的信任和重托，带着宝鸡人民的感情和寄托。

“陌生的面孔同样的心，互相支持像家一般温

暖”。李超，30岁，宝鸡高新人民医院麻醉手术室护士。

2月9日早晨，正式上岗前，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接

受培训，熊院长对医院的概况进行了讲解、感染科向老

师讲解了个人防护、呼吸科主任范老师讲解了临床诊

断治疗。这些知识点必须人人过关，大家相互监督，不能

有一点马虎，上阵前必须反复练，不过关不能进病房。

“剃掉头发防感染，练习穿脱防护服到滚瓜烂熟”。

疫情严峻，即使是最基本的、已经练习到滚瓜烂熟的

穿脱防护服的流程，他们依然聚精会神地学习，遇到

要点，还掏出笔记，手机专心记录，生怕有疏忽的地方。

“通向抗疫胜利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李超说，这两天

病房里的病人增多了，医疗队救援队明天还要接收新

的病区，压力又大了一些。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最辛苦

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理。在晚上下班回酒店的路上，透

过车窗看着武汉的街景，他觉得这个城市如此美丽，疫

情却让城市变得如此安静。希望疫情早日散去，让武汉

恢复往日的热情，也让他们早点归来。“踏上支援武汉

这条路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孤身一人奋勇向前，只是

家里有年迈的父母不忍心让他有点担心，李超说，他不

善于煽情，他想父母，想自己养的那条宠物狗。我们相

信，狗也是有灵性的动物，小道哥也在等着自己的主人

凯旋而归。有家人的鼓励和背后的支持，相信他不会孤

单。李超说，感谢医院对他的父母的关心，送到家的关

怀和礼物已经填满了他的心，这让他更加有动力和信

心坚持下去。

相信你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帮助

武汉挺过这场“战役”。因为他们背后有党，有国家，有

人民，有家人，有同事，有朋友，有大家的支撑，有小家

的关心。武汉奋战，不孤单！    王宇琳 综合办公室

2 月 7 日，宝高医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6 名

医务人员庄严宣誓，踏上了驰援武汉的战“疫”

征程。心血管内科主任助理、曾经的军嫂、现在

的兵妈妈。马晓燕，副主任医师，便是这其中的

六分之一。第一批招募支援护士，第二批招募支援医生，马

晓燕都积极报名。直到第三批援鄂名单落定，马晓燕榜上

有名。

这次出征武汉，我没给老娘说，老人家已经快 80 岁了，

我不想让她整天替我担心。前两天上夜班没接上老娘的电

话，等电话接通听到老娘哽咽的声音，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

下来，控制老半天平复情绪，搪塞好久才将老娘蒙混过关。老

公是党员，也曾当过兵，他很支持我，但也会担心我血压高，

颈椎不好，怕我身体吃不消，走之前所有东西帮我收拾得妥

妥当当，每天打电话嘱咐我好好工作、注意防护。

黎明出征，疫情就是命令。早晨 6 点半马晓燕坐上开往

武汉的大巴，目的地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一座距离华南海

鲜市场仅 1.4 公里，也是目前的感染病医院。剃尽青丝图报

国，不除冠毒不还家。为了确保防疫过关，马晓燕与其他女队

员们剪去了长发，经过紧张的培训已经工作在抗疫一线。

马晓燕生于医学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她明白：医生，虽

无法包治百病，但可以情暖百家，抚慰百心，和患者成为朋友，

和患者家属成为朋友。来宝高医的八年，她曾受到患者及家属

感谢无数，连续八年被科室评为先进个人，蝉联全院优秀主诊

医师奖。她也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怀着“医者使命”走向

抗疫最前线。

舍小家、顾大家，与万千白衣天使一道筑牢了守护人民

健康的防护线。因为平凡，所以不凡。因为坚守，所以美丽。因

为无畏，所以感动。向白衣天使致敬！    牛晓 综合办公室

宝高医第三批赴鄂医疗队队长王丽娜，你好！

逆风而行守护家——宝高医冯艳

军嫂情怀  医者使命

他是党员、军人、医生——我院第一位进入方舱医院医生

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你抗击病毒，我们守护你

等疫情结束后 妈妈第一个想见的 就是你！

吉智星是我院血透室第一个男护士。医院先

后发布动员通知，他只要一看到消息都积极报

名，护士长问吉智星：“你想清楚了吗？”吉智

星说: 我做好准备了，我真的特别愿意参加支援

活动。

出征那天护士长站在车下为吉智星竖了一个

大拇指。驱车 12 个小时到达武汉市红十字会医

院，1 月 22 日整体转为传染病医院，距离华南海

鲜批发市场，直线距离 1.5 公里。

吉智星和我院同去的另外 2 名队员，被分到

重症监护区，每天 4个小时 1个班，护理 5名重症

患者。吉智星的印象中 1床的叔叔带着微创呼吸

机，说话困难，但每次为他做任何事情，不管是穿

刺，还是提热水。他总会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让吉

智星印象最深的一幕是，2床的阿姨，一位 60 多

岁的危重症患者，阿姨的爱人、女儿，每天都会给

她发鼓励信息，但这几天，阿姨进入了浅昏迷状

态，已经无法回复家人的信息。我一定努力，我一

定尽最大努力护理好患者，这个想法在吉智星心

中深深扎下了根。

重症监护区的患者，大多都要戴呼吸机，只要撤

掉面罩，血氧饱和度会迅速掉到70%以下。而病区的

氧压不足每1-2个小时就要换一次氧气瓶。深夜，不

管几点下

班，只要打

个电话司

机师傅总

会立刻到

岗。在这场

抗疫战争

中，没有人

是旁观者，

医 生、护

士、患 者、

家属、基层

公务人员

……都是

战士！
牛晓 综合

办公室

没有旁观者，每一个人都是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