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房里的紧张与压力

3月2日是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肝病

消化科副主任李建明第五次更新自己的

武汉日记，停顿两天没有写，是因为这两

天实在太忙碌，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宾馆，

已是筋疲力尽。2月28日同在武汉协和西

院支援的广西一名护士因心脏骤停被抢

救，使李建明和队员们心情压抑，经过两

天时间才稍稍平复。

与李建明连线时，他刚下班回来。这

十几天在武汉协和西院的工作，李建明总

结为“紧张、压力大，像打仗一样”。从第一

次“进舱”到现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重症

患者救治的紧张节奏。

李建明现在在武汉协和西院的5楼病

区工作，其他队员们分布在不同的楼层。

五楼的病区实行四班倒工作制。医护人员

舱内和外围工作交替进行。所谓“进舱”，

就是进入患者的病房区域，了解患者情

况，进行相应的医疗活动。外围工作人员

则用手机和对讲机与舱内人员沟通，并负

责下医嘱、记录病程、上报各种数据表格、

与各部门电话协调和沟通。

李建明所在的病区有 50 张病床，都

是住得满满的。危重病人住院时间长，有

出院的又马上有转送过来的。前几天，92

岁的老爷爷出院了，大家都特别高兴，而

癌症晚期的 39 岁男子病逝，又让医护人

员们失落沮丧，患者的情况，是医护人员

情绪的晴雨表。面对病区 24 小时高强度

工作压力，看不见的病毒、患者的焦虑不

安、危重病情的快速变化、返回驻地各自

在房间的孤独，都是医护人员要面对的

巨大压力。

2月25日一早，内蒙古医疗队坐上专

用公交车来到武汉协和西院，按流程引导

进入这座有800多张病床、全是重症患者

的住院楼。李建明记得，当队员们第一次

走进医办室时，正在进行疑难病例讨论的

医生们一起鼓起了掌。在这里支援的黑龙

江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们说：“终于把你们

盼来了，我们在这已经坚守一个月了，你

们来得太及时了！”

李建明其实早已投入到抗击新冠疫

情的战斗中，他所在的医院是呼和浩特市

新冠肺炎疑似和留观患者收治定点医院，

大年初一，李建明就进入隔离病区工作了

20天，除了收治病人，还承担转送病人的

工作，呼和浩特市好几名确诊病例都是他

转送到定点医院的。刚刚结束隔离病区工

作尚在宾馆隔离轮休的李建明，紧急收到

驰援武汉的任务。他没有任何犹豫，迅速

做好了赴前线准备。作为家里的独子，李

建明没有将自己去武汉的事情告诉父母。

前线中的前线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老年重症医

学科的蒙古族医生苏鲁德夫再来武汉，则

有着特殊的情怀。2017年他考取了武汉大

学医学部的在职博士，按计划应该今年毕

业，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学业打断。在微

信朋友圈里，苏鲁德夫看到武汉的师兄弟

们一直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当他所

在的医院发出倡议后，苏鲁德夫毫不犹豫

地报名了。他说：“武汉培养了我，我也应

该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技能回报这座英雄

的城市。”

苏鲁德夫在4楼的病区工作，这里有

36 张病床，患者年龄从 20 多岁到 80 多岁

不等。每天，他从宾馆坐车往返，加上穿脱

防护服，一个班下来要十几个小时，套着

厚厚的防护服，工作的艰辛不用描述，一

句“每个医护人员都是真正的战士”就能

概括。患者的理解和配合，是医护人员最

欣慰的事情。

苏鲁德夫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病

区，有位老奶奶让他印象深刻。这位老人

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疾病，再

加上肺部感染，病情比较危重。但每次去

查房时，她都要对医生说：“我比昨天感觉

好一些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从老远的

地方来到武汉，帮助我们！”老人的乐观感

染着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大家都相信，

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疫情！

记者了解到，新增和现有病例连续数

日回落后，武汉各大医院终于度过了最艰

难的时刻。眼下，如何降低重症患者死亡

率，成为了重症定点收治医院首要任务。

武汉协和医院是重症患者的定点收治医

院之一，被称为“前线中的前线”。

武汉协和医院目前驻扎着来自黑龙

江、北京、广东、湖南、甘肃、广西、内蒙古

等十几支医疗队1000多名医护人员及本

院医护人员。各医疗队分区负责开展救

治。目前，通过各省市医疗队及当地医护

人员的携手努力，武汉协和医院重症患者

的病情整体向好，治愈率不断提高，出院

患者不断增加。在广西、内蒙古的医疗队

支援之后，武汉协和西院的医务力量得到

补充，目前已经建立了排班轮休制度。

与患者相约看樱花

3月2日，武汉下着小雨。在这趟去往

医院的大巴车上，只有呼和浩特市第二

医院 ICU 护士牛晶一个人。静，格外的

静。耳边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透过车窗好

像呼吸到了泥土的芳香气息。在这春寒

料峭、乍暖还寒时，一场雨使武汉变得更

加静谧。一个人伴随着摇摇晃晃的大巴

车，赏着窗外朦胧的细雨，此时此景别有

一番韵味。

45分钟后到达了医院，下车时司机师

傅与她挥手道别，一直到她转弯走向医务

人员通道时，司机师傅才发动车辆离开医

院。牛晶说：“我们守候别人的同时，也有

很多人在默默地守候着我们。这些司机师

傅们24小时不间断往返于酒店与医院之

间——不管载1人还是10人。”在武汉，总

有平凡的人们打动着医护人员，温暖着异

乡的“逆行者。

当天，牛晶在做护理时遇到了一对老

夫妻，老爷爷 88 岁，老奶奶 83 岁。老奶奶

病情比较重，意识有点模糊，不知道自己

在哪里，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刚

刚做治疗时，牛晶发现老奶奶的手指甲有

些长，就顺手取了一个指甲刀为老奶奶剪

指甲。床旁的老爷爷告诉她，老奶奶以前

不是这样的，她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可

以照顾自己的。

就在这时，老奶奶突然用力地摇手，

牛晶赶紧收起指甲刀，在老奶奶眼前晃一

晃，告诉她不要紧张，只是帮她剪一剪指

甲。老奶奶却说话了，这次不是糊涂话，而

是说“谢谢，谢谢，你们真好，真好。”老爷

爷说：“你看，老婆子心里明白，她不糊

涂。”

老爷爷说他来自汉口，等他们出院

了，等疫情过去了，要牛晶去汉口看看，那

里也很好的。牛晶问：“汉口有樱花吗，我

想看樱花。”老爷爷说：“有的，有的，有很

多。”牛晶连忙说：“好啊，等疫情过后，那

我们汉口见。”

牛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愿穿越2

月的病痛和悲欢离合，在樱花盛开的3月，

所有美好如约而至。想想看，我们穿过这

个冬天的梦魇，约在春天见面，那是多么

美好的画面！”

春暖花开盼凯旋

2月21日一早，我区24家医院的173

人组成的内蒙古第八批驰援湖北医疗队，

由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候明星副院

长带队，奔向武汉。13时20分，飞机降落在

空荡荡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这座昔日繁

忙的机场，今日如此萧条，大家心情都很

沉重，但每一个救援队员都在心里憋足了

劲。

在候机厅，身着红色冲锋衣的内蒙古

医疗队与刚刚抵达的身着黄绿色冲锋衣

的甘肃医疗队相遇。两队人马互相挥手，

举拳示意，大家倍感鼓舞。全国的医务战

士在武汉集结，驰援手足，这就是中国力

量！

十几天时间过去了，内蒙古医疗队与

全国各地的同行们并肩作战，与疫情殊死

一搏。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也被亲人们牵

挂着，也有自己的挚爱。但在这里，他们放

下了恐惧，放下了担忧，扛起了责任，扛起

了担当。他们每个人都是生命的守护者，

用自己的专业和爱心帮助患者闯过凶险

的关卡，抵达希望和健康彼岸。阴霾终将

散开，疫情终会过去，这些白衣战士一定

会平安回家。待到春暖花开，等待我们的

英雄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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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武汉救治危重症患者！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查 娜

2月21日，内蒙古第八批驰援湖北医疗队173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进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

（以下简称武汉协和西院），参与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十几天过去了，他们在前线怎么样？3月2日，记者连线第八批驰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内蒙古医护人员在重症救治这个“前线中的前线”工作与生活的点滴。

李建明和其他医护人员在病房中忙碌李建明和其他医护人员在病房中忙碌

牛晶下班坐着公交车回宾馆牛晶下班坐着公交车回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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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苏鲁德夫工作中的苏鲁德夫（（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