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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就像一件战袍 穿上了，就要无畏地向前冲
又一批上海医疗队紧急集结 白衣天使待命出征:有一种勇敢，是明知艰险，也决不回头

他们是一对情侣护士，也将在同一天出征湖北。1996年出生的周玲亿和1995年出生的于景海，原本定了2月28日的婚礼。不过，他们即将出征前往湖北。出发前，于景海对女友说，我们一起去湖北，一起回来，回来了我们就结婚！
昨天，一批约500人组成的上海医疗队已经紧急集结，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出征湖北。这些医疗队员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见习记者 陈泳均

出征前，许多医护人员纷纷
来到刚开业的“仁济 TONY 理发
店”，剪短自己的一头青丝，轻装
上阵。为了工作的方便，医疗队
的女护士们自行设计了一种“抗
疫”丸子头发型。她们把里层的
头发全部剃光，只留外面薄薄的
一层头发。平时头发披下来，看
起来与常人无异；工作时把头发
扎到头顶，光秃秃的头皮既方便
戴帽子，又不容易造成污染。

来自肝移植监护室的于景
海护士和消化科的周玲亿护士
是一对“90后”伉俪，他们刚领了
结婚证不久，原本打算在2月28
日举行婚礼。可是，当得知护理

部正在选拔支援武汉的护士时，
他们俩毅然推迟了婚礼，双双报
名奔赴武汉抗击疫情最前线。
他们表示，能够一起参与到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任务
中，并肩作战在武汉火线，这远
比一场婚礼、一次蜜月更值得铭
记一生。

为了做一个美丽的新娘，周
玲亿长发原本已经长到腰部
了。不过，出发前，她做出了一
个重要的决定：剪成齐耳短发。
周玲亿说，长发一方面不方便，
另一方面也很容易造成感染。

不过，在男友于景海眼里，
眼前的她仍然会是一个美丽的

新娘。出发前，他握住女友的手
说，我们一起去，彼此有个照应，
等回来了，我们就结婚。

其实，剪短头发的还不止周
玲亿这样一位准新娘。1993年
出生的陈媚原定于大年初六举
行的婚礼因为疫情取消了，紧接
着她就报名参加了援鄂医疗队，
刚刚烫完的新娘长发也毅然决
然地剪成了干练的短发。

而男医护人员为了方便工
作，则流行剃光头，被大家戏称

“卤蛋头”。这两天气温骤降，刚
理完发的男医生、男护士们一出
门面对吹来的冷风，连声笑称

“有点不适应”。

“彻底战胜疫情，要求零感
染。”刘军说，这是他的使命。

这支出征武汉的156人队
伍的领队，是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刘军。出发前一天的清晨，刘
军接到了任务。那时，他正开着
车，行进在上班途中，路上冷清，
一路通畅。快到医院的时候，手
机响起来了，率队出征。

“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在意
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所谓意
料之外，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又
需要一批志愿团队，意料之中的
是，我是医院的基层干部，这是
我的责任。”刘军说。上午10点
左右，抽了个空，刘军告诉了妻
子，妻子也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医
生，妻子的反应很平静，对他说：

“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大家，家里
有我。”

尽管时间有点仓促，但是
刘军觉得，已经准备好了。“从
疫情开始，我们就始终关注着
武汉前线，第一人民医院已经
派出两批医疗队，他们在那里
日以继夜地奋战，身为同事，都
为他们捏一把汗。自己也早已
请命出战，如今使命终于来了，
能为抗疫做些贡献，我感到非
常光荣，这将是人生中难得的
经历。”

刘军坦言，院方派出的前两
批医疗队非常艰苦，在还未完
全摸清疾病特质的情况下，坚
守在重症病房。而这一批派往
武汉的医疗队员，医护人员都
进行了培训，知识的准备、技术

的准备、思想的准备，都准备好
了。“具体的任务，到达前方后
指挥部门会给我们指示。具体
的工作一定会有差别，但这些
都没有问题，这是职业医生必
须做的事情。”

与前两批小部队赴鄂不
同，这次刘军率领的是一支156
人的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整建
制”出发。对刘军来说，压力自
然大了很多。“从压力来说，156
人相当于一家小医院了，我们
代表着第一人民医院，代表着
上海，寄托着上海人民、武汉人
民的希望，肩负了更多责任，不
容有所闪失。但从另一方面，
整建制出征，在协调、配合、协
同作战、组织管理上，具备先天
的优势。”

采访刘军的时候，听得出他
现在的心情，有一种战前的兴
奋。“不破楼兰誓不还，担子很
重，既光荣，又有压力，但不至于
忐忑，因为疾病对医生而言是寻
常事，我们每天都在和疾病战
斗。”

马上就可以和奋战于前线
的“逆行者”会师了，刘军说，很
牵挂他们，每天都在与他们保持
联系，在那边的同事们，会以最
快的速度传授经验，让后来者快
速进入角色。

“最后，还是要拼专业能力，
当然，还需要勇气和担当。”刘军
说，“这一战，一定会赢。整建制
带去，整建制带回，一个都不能
少。”

有一种勇敢，是明知艰险，也决不回头

仁济医院

本次156人仁济援鄂医疗队由60名医生、90名护士、6名行政管理及工勤人员组
成；队员年龄横跨23-59岁，平均年龄仅为33.5岁，其中党员75人。

风湿免疫科的陈盛医生和
李佳医生早在医院发起倡议书
的时候就第一时间报了名，一直
作为后备队员等待国家的召唤，
在等候期间，风湿科的医生们一
边积极支援院内的隔离病房和

发热门诊，一边维系着科内医疗
工作的正常开展。

“有一种勇敢，是明知艰险，
也决不回头。有一份情谊，是没
见过你，却像老朋友。”李佳医生
在工作之余，创作了一首抗疫公

益歌曲《勇气》，已经请专职音乐
人袁清谱好了曲，本来计划着这
周抽空组织医务人员一起录制
的，现在来不及了。她说，“每一
个时代，总有一种振奋的活法，
才不辜负”。

在这支即将出发的队伍中，还
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人，感动的事。

仁济医院肾脏科此次共派
出了3位医生和4名护士出征武
汉。王琴作为支部书记，自然担
任起这支小分队的领队。她表
示，“肾内科的医护人员在第一
时间就积极报名支援院内发热
门诊和隔离病房的工作，这次出
征武汉，大家也是踊跃报名，经
过权衡，最后组织选派了我们几
位，但其实留守后方的兄弟姐妹
们也一样压力重重，因为他们需

要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分担血
透病人的医疗任务。”

丁立医生是一名新晋奶爸，
儿子才刚满2个月，春节期间他
支援发热门诊后，自我隔离了半
个多月，其间没有抱过小孩，此次
又不问归期的报名支援武汉。他
的爱人纵然有诸多的不舍和牵
挂，还是答应了他的报名请求。

傅小芳是医院感染科办公
室主任，也是此次队伍中年龄最
大的专家。自从疫情发生以来，
她带领队伍，始终坚守在医院防

控工作第一线，负责解答和现场
指导全院医务人员与防护、消毒、
隔离等相关的全部问题，每天连
续工作14-16个小时，在春节期
间也是24小时连轴转，每天仅能
睡1-2小时。其间有至亲家人病
故，她也抽不出半天时间去探望，
甚至还因为工作缺席了追悼会，
至今仍感到十分内疚。此次，她
作为院感专家，与医护人员共同
出征武汉，是为了能在前线给予
最及时和最专业的指导，确保医
疗队的队员们能够平安回家。

剪短了头发你依然最美

“后方就拜托你们啦！”

勇气，让我们义无反顾

怎么去怎么回，一个都不能少

市一医院

“我宣誓：作为援鄂医疗队的一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做好自我防护，竭力救治患者，发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这支队伍由156名医疗队员组成。出征前，在市一医院副院长、本批医疗队领队刘军的带领下集
体进行行前宣誓，据介绍，本批医疗队包括60名医生，90名护士，另有6名管理人员。

刘军（领队）：

整建制出征，打赢这一仗

“我爸妈对武汉的情况不太
清楚，对安全问题有点不放心。”
年仅24岁的小伙子沈宇伟笑着
说，“他们让我不要忘了给他们打
电话。”

沈宇伟是此次医疗队中最年
轻的队员，毕业后到市一医院工
作至今一年半，现为重症监护室
的护士。他是家里的独生子，报
名援鄂医疗队之前，顺利地征得
了父母的同意。

临行前一夜，父母烧了一桌
丰盛的菜，晚上又帮着小沈打包
行李。“过去要当心点，保护好自

己！”沈爸爸的话不多，也极其朴
实，却道出了所有一线战士背后，
家属们的牵挂。

沈爸爸今年已经62岁了，因
病腿脚行走不便。沈宇伟说：“这
次去武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来，可能要一两个月。我主要担
心他们的身体，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们那么长时间。”

这段时期，沈宇伟对武汉疫
情的防控情况非常关注。“疫情爆
发之后，很多人都不能出门，只能
待在家里，很多物资也都运送不
出去。我们医院里的资源也非常

紧缺，口罩、手套都用得很节约，
连酒精棉球也恨不得一个掰成两
个来用。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吧。”

“我想，既然踏入了这个行
业，总有需要我的地方。现在武
汉需要我，我就去武汉！”对于这
次援鄂医疗工作，沈宇伟也做了
充分的准备工作。“我有同学已
经去支援武汉了，我向他打听了
那边医疗防护和生活的经验。
只要防护措施到位，应该没有什
么大问题。”他说，“自己心态要
放平，乐观一点。我相信都会好
起来的！”

儿内科主任医师周小建教
授，中午接到通知的时候，莫名的
一阵激动。用他的话来说，是古
时候战将提枪上马，冲锋陷阵的
感觉。“我们六十年代的人，都知
道一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
现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到了，更待
何时？”

此番随大部队出征，周小建
是儿内科派出的唯一一位专家。
他坦言，儿内科目前人手紧张，很
多医生需要在上海坚守，所以，他
寄托着科室全体成员的厚望。“别
牵挂科室，照顾好自己。”这是同
事们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周小建知道，作为儿童内科
的医生，在武汉前线绝不会闲着，

也一定大有用武之地。“那里需要
儿科医生。比如，有患病的儿童，
儿童的感染可能导致一家人的感
染；还有，患新冠肺炎的产妇，出
生的孩子也可能患有一些内科疾
病……所有疑似病例，都需要一
例一例认真排查。”

1969年出生的周小建，是这
支医疗队里较为年长的。年过五
旬，随军出征，他觉得有一种使命
感，在召唤着他，渐行渐远的年轻
人一样的热血，又回来了。“不仅
是代表我们医院，而且是代表上
海，所以，没有退路，一定要打赢
这场仗。至于担心，毕竟是一种
新型的病毒，我们还没有完全了
解它，还没有找到彻底解决的办

法，担心多少会有一点，但白衣就
像一件战袍，穿上了，就要无畏地
向前冲。”

作为第三批医疗队中的老大
哥，周小建还有一个愿望：一定要
带大家平安归来。他的行囊里有
一台电脑，里面储存了国家发布
的关于新冠肺炎的全部五版的诊
疗方案，他说，要将所有病例分析
全都带上，仔细研究。

如果没有疫情，2020年的这
个早春二月，周小建一定正在进
行着关于儿内科的工作安排和规
划，探讨着学科的发展。

“人生有时候是不由自主的，
但有些事不去做，可能一辈子都
会后悔。”周小建说。

周小建（儿内科专家）：

有些事不去做，可能一辈子都会后悔

沈宇伟（最年轻的队员）：

现在武汉需要我，我就去武汉！

用精湛医技贡献青春力量

市六医院

“我们在一起，等花开疫散。”此次市六医院驰援武汉
的50人医疗队由20位医生、30位护士组成。医生来自急
诊医学科、呼吸内科、心内科、感染科等重点科室，30位护
士中超过七成都是90后。

在第六人民医院，每个行李
箱上都贴着“我们在一起，等花
开疫散”的标语。接到驰援武汉
的任务后，统一的行囊开始准
备，昨天一整夜，市六医院的工
作人员们忙碌地准备着50个箱
子中的物品的安放。

医院里很多人都主动报名
帮忙整理，记者从市六医院获
悉，医院准备的物品清单里既有
冲锋衣、冲锋裤、快干型衣服，也
有应急用品包、雨靴、暖宝宝、蜡
烛。每个行李箱都承载着满满
的责任和牵挂。

我们在一起 等花开疫散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武
汉，在未来回望这段抗疫历程，
将会是一段特殊的‘武汉记
忆’。”市六医院党委副书记、呼
吸内科主任医师范小红的儿子
今年正值中考，她在出发前特地
给儿子做了一顿糖醋排骨，这是
属于“妈妈的味道”，为的是给即
将中考的儿子加油鼓劲，之后一
段时间内，范小红将缺位“母亲”
这一角色，舍小家为大家，投入

到一线艰苦的抗疫战斗中。“努
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团队氛围，争
取一起去一起回来。”

作为一名有27年重症医学
科工作经验的护士长,这次章左
燕带领的护理团队，平均年龄在
30岁左右，90后是主力军。“我有
信心带领好这批年轻人，他们都
是能吃苦、有干劲的好孩子，我
们一定能不辱使命，平安归来
的！”

出发前给儿子准备美餐

90后徐邱婷是六院肾脏内
科护士，今年春节前，她就让老
公把还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带回
江苏老家，自己独自一人在上海
度过。徐邱婷这次主动报名驰
援湖北，早上 8 点半接到电话
后，她没有任何迟疑，立即着手
准备些生活用品。她说道，“支
援武汉，害怕是不害怕的，在本
院也是已经经历过一系列培训，
目前也正在为新冠疑似患者服
务，心里也有些底气。”

“在得知自己即将成为六
院第三批援助武汉医护人员，
内心既激动又紧张，我觉得这

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
自己工作的认可。”身为 1993
年出生的男护士，顾佳辉已在
抢救室工作了四个年头，其间
处理多起突发事件，积累了一
定的救治经验。

“看到电视中各医疗机构支
援武汉的新闻，我试探性地问父
母，如果我去武汉，你们支持
吗？”在得到父母肯定答复后，顾
佳辉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下了。
他表示家人的全力支持也是自
己义无反顾援助武汉的动力，身
为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也是自
己应尽的职责。

90后护士：激动又紧张

昨天，一批约
500人组成的上海
医疗队已经紧急集
结，整装待发。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