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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门急诊总护士长戴爱兰返沪后一点也不轻松。她与一同归来的战友们在青浦的一家酒店隔离，对于援鄂期
间研发的两个专利装置，正在抓紧写课题报告和论文。上周日出仓，周二要再次进仓，为了这场疫情最后的胜利，上海市肺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学科的90后护士闵思文没有丝毫犹豫！

她们和所有白衣战士一起，期待着所有数字变为零的那一天。

她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上周日出仓，周二再次进仓，
为了这场疫情最后的胜利，她没有丝毫犹
豫！当再次离开四岁的儿子时，90后的闵
思文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那一刻眼泪
夺眶而出。

3月24日，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学科的90后护士闵思文，第二次
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下简称市
公卫中心）的A3重症病房支援新冠患者
救治。她和所有白衣战士一起，在等待所
有数字清零的那一天。

特殊的微笑，来自“优质病人”
2月27日，闵思文第一次进入市公卫

中心应急病房，闵思文负责护理的是A3
病区的14床一位78岁的吴姓老爷爷。老
吴是一位气管切开接呼吸机的新冠肺炎
病人，相对于其他上ECOM的病人来说还
算是“危重症患者中的轻症”，用闵思文的
话说算是“优质病人”。

其实，“优质病人”是开玩笑的话，老
吴病情一点都不轻，需要 24 小时监护。
老吴还有听力障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闵思文只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手势交流，去
揣摩他想表达的意思。后来与老吴家人
沟通后，家人寄来了助听器，在第一次帮
老吴带上助听器跟他打招呼时，居然在老
吴的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尽管很快消失，
但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多么珍贵的微
笑。”闵思文说。

渐渐地，闵思文越来越能理解老吴的
想法了。“老吴只要听到老伴的微信语音，
就会眼睛放光。”闵思文知道，老吴想念着
老伴，于是她用病房里的工作手机，联系
上了他的老伴，并为他录下了视频。“在看
视频的时候，老爷爷的眼眶是有泪的。”

随着心情的稳定，老吴积极配合着治
疗，而他的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特殊的同事,彼此关心备感温暖
有一段时间，老吴自己都不能翻身。

光靠闵思文一个人，她根本没办法翻动病
情危重的老人，这需要和病房的另外一位
队员一起协力。“到了公卫，特别理解合作
的意义。”

闵思文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和不
同医院的护士一起奋斗，在病房每个危重
患者由两个护士照料，一切护理都要由护
士完成。“A3病区的护士都是来自上海的
各个医院，大家互相帮助，齐心协力。”

在进入应急病房工作前，队友间会彼
此互相检查一下对方的防护工作。有一
次，闵思文的面罩和口罩之间留有一道小
小缝隙，被队友发现了，立即让她重新去
做防护工作。小小的细节，却是彼此的关
心，让闵思文感觉很温暖。

自从投入这场战斗后，闵思文就有了
很多珍贵的记忆。2月28日，是她与室友
的生日。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回到宿
舍，室友还没回来，心想着向党组织靠齐，
闵思文就边写入党申请书边等室友回
来。室友回来后，两人互道一声生日快
乐，本以为生日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竟
然还有惊喜，公卫的老师为她们一人准备
了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还有来自各家医
院的兄弟姐妹，一起给她们送上生日祝
福。多么有意义又特别的生日，闵思文觉
得这辈子无法忘记。

特殊的离别，时刻准备下一场战斗
2月27日进仓，3月8日出仓；3月24

日，在结束14天隔离后的第三天，闵思文
再次进入市公卫中心应急病房工作。

“刚出仓时，科室在报名下一批支援
公卫中心工作的医护人员，我当时就报名
了！有需要我就上！”闵思文说，为了这场
战疫的最后胜利，所有的人都一样，时刻
准备着下一场的战斗。

从出仓到再次进仓，其实中间仅有
两天时间。“分开近一个月，最想的是 4
岁的儿子，但是回家后，却只有半天的
时间可以陪他。”昨天一早，闵思文离开
家的时候，儿子一直在大声哭闹。“我只
能狠狠心关上门，转身就离开了。不敢
说再见，不敢回头，因为一回头，就会舍
不得离开。”其实昨天晚上儿子发热了，
但是闵思文的丈夫没敢告诉她，一直到
视频时，她才知道，但这个时候她不会
退缩。

闵思文说，在所有人的努力下，大家
都在等待所有数字都变成零的那一天，而
作为白衣战士，他们都会坚持到最后。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我们做到了148个人去武
汉，除了两个副领队外，其余146个人悉
数平安归来。”与此前在武汉时相比，上海
市第四人民医院门急诊总护士长戴爱兰
的状态明显轻快了许多。

在武汉奋战的50多天的日日夜夜，她
一日没闲着，当“神秘来访者”为各种感染
漏洞打补丁，为一米九的高个子医护人员
的防护服“补缺口”，做固定休息室的预案
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这两天，与一同归来的战友们在青浦
的一家酒店隔离，戴爱兰同样没闲着。援
鄂的这段日子，竟然还有意外收获，她研
发了两个专利装置，正在抓紧写课题报告
和论文。

一辈子不忘“谢谢上海人民！”
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
当地医院人手不足。上海医疗队的

队员们抵达医院后，承接了院感、临床的
很多工作。

离别前，上海医疗队的队员们在附近
社区的篮球场集合，排练返沪的离别仪
式。住在附近的居民见状从窗台上纷纷
探出头来，遥遥呼喊，“谢谢你们！谢谢上
海人民！”

平日里，戴爱兰的泪点有点高，这一
刻她热泪盈眶。“真的，一辈子不会忘记那
一幕。”

戴爱兰是护理界为数不多的专科护
士，这次援鄂，不仅收获了许多战友情，还
意外捣鼓出了两个院感方面的专利（分别
是手术剪支架和全密闭污物袋）。

戴爱兰回忆说，12年前，当大家还在
庆祝512国际护士节的时候，汶川地震消
息传来，她第一时间报名奔赴前线。12年
后，一场疫情让全国许许多多的医务人员
集结武汉。戴爱兰仍旧毫不犹豫请战。

她说，“因为觉得那是一种无法名状的
使命感、责任感。我只是感到，坚守岗位做
好本职工作，是一个护士应尽的本分。”

一遍遍踩点 为全院“打补丁”
作为一个参与过抗击非典、汶川地震

援助的老护士来说，报名驰援武汉仿佛就

是本能，不用考虑什么，去，就是了。1月
28日，戴爱兰随队出征武汉，本打算以专
业技能，在那里“大施拳脚”，在重症监护
室里与病魔一较高下。到达武汉后，根据
病区分工需要，最终她作为一名感控人
员，保障医务人员“出入平安”。

刚到武汉，当地医院拿出13间休息
室，分配给上海医疗队。上海医疗队中有
来自40个单位的148名医务人员，于是提
出：“各单位自行协议调配休息室。”“自己
调配？这行吗……”戴爱兰当时心里就

“咯噔”一下，“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
不科学分配，人员不固定，将来找个人也
找不到……”

想到这些，她全无睡意，半夜爬起来
撕下一页笔记本，对照着手机上的148人
大名单，捣鼓起来。第二天在开工前，戴
爱兰提出：“咱们这些医护人员中，不少是
会直接参与病患诊治与护理的密切接触
者，这样分配休息室不符合感控要求。”

“那你有什么建议？”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当时
问道，她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了前一天晚上
熬夜赶出来的“方案”。13个休息室分别
对应固定的医护人员，减少交叉感染的风
险。一番解释交流后，陈尔真笑着对她
说：“呵，你真牛！”

怎么穿脱防护服？万一操作过程中
护目镜掉了怎么办？防护服破了怎么
办？她都做了预案并开展培训。

她还和工作伙伴实地踩点了各个科
室和ICU楼层，发现院感中的每一个漏洞。

一位身高1米9的男医生，因为个头
太高，即便穿上最大号的防护服，下巴的
部位也露出一大块。若是一般缝隙，用封
箱带还能临时解决问题，但现在暴露的地
方太大。为此，工作时，这位男医生只能
保持“低头认错”的姿势。

戴爱兰发现后急坏了，一遍遍尝试不
同方法，最后她找来外科口罩，先把该医
生的下巴兜住，再用胶带固定好。虽然看
上去像是隔离服上打了一个“补丁”，但效
果却达到了。等穿戴完毕，这位男医生看
着自己滑稽的样子立刻笑了，她立马假装
严肃地说道，“有什么好笑的，这叫因地制
宜！”“是，戴老师最厉害了，有你在，我们
绝对安全。”

离开4岁幼子 含泪不敢回头
出仓再进仓

“尽本分而已”研发两个专利
休整不休息

闵思文负责护理一位78岁的吴姓老爷爷。 戴爱兰帮一位身高1米9的医生穿防护服。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