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勾勒暖心瞬间，“治愈系”处方不停更“小笼包遇上热干面 ， 一条江系上两座

城。” 这些天， 一张画着上海小笼包与武汉热

干面顺利 “会师” 的战 “疫” 漫画在沪汉两地

的医护朋友圈刷屏， “求连载” “求更新” 的

留言无数。 而在武汉雷神山医院， 不少身穿隔

离服的 “大白” 们身上， 也都画着 Q 版小笼

包， 并附有 “小笼包加油” “单身小笼包求蒸

笼” 等话语。

原来， 在上海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中，

有一位 90 后 “灵魂画手” ———来自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外科护士邹芳草。 在前线负责院

感防控的她 ， 每天第一个进舱 、 最后一个出

舱， 期间需要跟组检查每位医护人员的防护隔

离装备， 保证大家安全进入， 干净撤出。

一线工作辛苦 ， 邹芳草有特别的解压方

法。 隔离病房内四处可见的白， 记录本上密密

麻麻的病例文字记录， 都成了她创作的天地和

灵感， “我想通过线条的勾勒、 色彩的变化记

录下雷神山病房里真实生动的每一幕， 为战友

们换一种心情， 让病患心头多一抹亮色。”

出征临行前一晚， 邹芳草带上了画图工具

与平板电脑。 24 岁的她当时就决定了， 在前

线既要当战士， 也要用画笔开出 “治愈系” 处

方， 记录下抗疫一线的暖心瞬间。 于是， 她的

第一张画便是市一医院 156 人医疗队抵达武汉

雷神山医院的 “出征照”。

半个多月来， 邹芳草坚持每天不停更， 这

两天， 忙碌之余还在筹备一件 “礼物”， 为所

有女队员画一张集体照， “希望用我的特长，

为这个特殊的妇女节留下一份特别的回忆”。

前线救治病患的战场上， 邹芳草时常收获

感动。 每次作画前， 她都会在脑海中不断回放

一天中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或镜头。 有一次， 邹

芳草看到医生为患者调节呼吸机参数， 边调节边

询问， 事无巨细。 “我想， 最后的成功与胜利，

应该是建立在这份细致上的吧。” 回到酒店驻地，

邹芳草便创作了一幅漫画， 背景上的心电图好似

一颗爱心， 这是医生对患者最深的爱。

充满趣味的图文也给患者枯燥的住院生活带

来暖意。 “印象最深的一次， 一位 60 多岁的阿

姨边竖大拇指， 边向我们敬了个军礼。” 那一刻，

这位医疗队中最年轻的 “小朋友” 感动极了。

在上海支援湖北的各支医疗队中， 90 后医

护占比不少。 “也许有人觉得我们娇气， 事实上

并非如此。” 邹芳草说， 为了这次出征， 姐妹们

每天素面朝天， 脸颊上留下深深的压痕也全然不

在乎。

“我和老刘说， 原来 90 后这么能吃苦， 连

我们自己也没想到。” 邹芳草口中的 “老刘” 是

市一医院脊柱外科护士刘莹婷。 同为 90 后， 两

人是无话不聊的好闺蜜。 “我也想去的， 结果没

选上。” 话虽这么说， 留守上海的刘莹婷也没闲

着， 支援市一医院南部发热门诊， 一待就是两星

期。 “除了中饭和晚饭， 其他时间基本都在隔离

病房。” 感到很累的时候， 她也会通过手机和邹

芳草开开玩笑， 吐吐槽。

两位小伙伴也时常聊到， 疫情结束后， 最想

做什么。 邹芳草脱口而出： “自然是 ‘奶茶、 火

锅、 唱歌’ 一条龙走起。” 顿了顿， 她又想起了

什么， “不过我得先隔离， 要是老刘你有良心的

话， 就给我送点吃的喝的。”

70后“日记医生”
坐标： 武汉金银潭医院
讲述人：查琼芳（上海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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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三八妇女节那么快就到了，想想离开家有一

个多月了吧。 ”53 岁的松江区中心医院主管护师王叶琴，

在前线医疗队中算得上是妈妈级的人物。 就在 3 月 6 日

上午， 她所在的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正式关闭了

一个重症病区。尽管病人数正逐渐减少，身为院感组一员

的王叶琴仍不敢掉以轻心，依旧忙着四处“查漏”，为所有

进入病房的医护人员检查防护装备。

“前线的工作一天比一天顺，今晚，大家还会组织一

场简单的妇女节联谊活动。 ”说到过节，王叶琴的话语略

带轻松，回想起一个月前的执意出征，她觉得当初的选择

无比正确。

“孩子已经成家，孙子也有了，也没啥后顾之忧了。离

退休还有两年，我就想在告别岗位之前多发挥些余热。”1

月 28 日，王叶琴随上海第三批医疗队进驻武汉市第三医

院光谷院区， 领队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副院长陈尔真，曾经历 SARS、禽流感等多次公共卫生战

役的重症急救医学专家。

按照统一部署，王叶琴与另外 7 名队员组成院感组，

既是医院踩点的先头部队，也是队员们的“守门人”。到达

武汉第一天， 院感组便为全队 148 名队员进行穿脱防护

服的培训。一遍遍讲解、一次次演示、一个个检查，谁穿不

到位就重新来过，直到每个人都能熟练穿脱。“想上战场，

先过我这一关。 ”心里默念着这句话，王叶琴和组员们守

在清洁区门口， 一站就是一天，“所有人员进出病房前都

要里里外外检查一遍，防护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一

天下来，百余次的把关少不了。

院感组的 8 名队员中有 6 位女队员， 她们拿出女性

特有的严谨和细致，处处较真。负责 ICU 病区院感防控的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门急诊总护士长戴爱兰， 曾和窗帘

“过不去”。 原来，过去作为保护患者隐私的隔断，在疫情

期间却可能成为病毒的栖身之所。 最终，窗帘被组员们塞

进了医疗废弃物的专用塑料袋里，这个隐患算是排除了。

与王叶琴同队的柴丽莉是上海市第五康复医院副院

长， 也是松江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 细心的她发现，1

米 9 大高个的男护士即使穿上最大号的防护服， 下巴也

会露出一大块。 有什么办法堵住“漏洞”？ 大家集思广益，

最终找来外科口罩，先把下巴兜住，再用封箱带固定好。

虽然看上去像是打了个“补丁”，却保证了防护效果。

渐渐地，这份“上海标准”被武汉当地的医护同道们

学习借鉴。 时间长了， 当地同行每次见到她们都要道一

句，“你们是上海来的老师？ 谢谢！ ”

在另一片战区， 武汉雷神山医院有位与王叶琴年龄

相仿的护士“奶奶”。作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护理部主任，

55 岁的卢根娣从小汤山到雷神山，都如同一味“行走的安慰剂”。 尽

管当年的“小卢”变成了“老卢”，她却一心想着：“我要去和我的孩子

们在一起。 ”到隔离病房照护患者，年轻的护士拦着她：“我们毕竟比

您小 20 岁，您别进去。 ”“我肯定要进去。 ”卢根娣很坚定，“看到我不

怕，她们就更不会怕。 ”

这份淡定背后，是几十年来的专业积累。 从医院到住处，从进出

隔离病区到出入宾馆房间，细之又细的防护规矩，卢根娣一一成文。

到雷神山的最初几天，她一直在疯狂写流程，“要保护好孩子们，春暖

花开时，一起去一起回来。 ”

王叶琴同样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最近几天，和家人视频时，2

岁的孙子总会冲着她撒娇：“奶奶……抱抱……”

“回去之后，最想抱抱孙子。”王叶琴说，待到疫魔击退之日，便是

阳光明媚团圆之时，到那时，举杯共饮，共话家常，何其幸福。

60后护士“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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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 不知有多少人是每天看着这名上海

女医生写的“战地日记”起床的。这位医生就是查琼芳，她

写的“查琼芳援鄂日记”，让我们有机会直击武汉抗疫一

线。

“写日记？哈哈，上一次写日记还是在中学时代，后来

学医太忙了，根本没空写日记。”查琼芳说，没想到自己的

日记成为“新闻眼”。

去年大年夜， 查琼芳随上海医疗队出征， 是上海最

早派出的一批医疗队队员。 到今天， 她已在武汉金银潭

医院奋战 43 天， 她写的日记也更新到第 42 篇。 临出发

前， 仁济医院院方交代查琼芳， 有时间的话、 最好每天

给上海方面作些 “汇报”。 没想到她这一写， 竟然成就

了日记体汇报。

查琼芳的日记里，记录着最早战“疫”者们的艰辛：1

月 31 日，援鄂第七天，我们三个医生值夜班，凌晨 2 点

多，一名 50 多岁的女性出现了血压下降，我们赶紧处理，

所幸病人最终好转。 为防再有情况发生，我戴着口罩，穿

着厚重的棉大衣，坐靠在办公椅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

验戴着口罩睡觉，在安静的环境下，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

己的每一次心跳和呼吸。每一次喘气我都需要费力，我想

到那些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他们该有多痛苦啊。

查琼芳的日记里， 记录着病魔的无情： 凌晨 6 点不

到，我从疲惫中苏醒，刚准备写交班记录，5 床病人的情

况恶化了，我尽最大所能救她，能用的抢救药物都用了，

她在清晨 7:30 还是走了。 当我打电话通知她爱人时，一

个大男人在电话中哭了，他要求能否见妻子最后一面，并

且留下她的手机做个留念。这时任何话都很无力，再说下

去我的泪水也快止不住了，只能匆匆挂上电话。

查琼芳的日记里，也记录着生命的无私：有患者去世

后，经家属办理了遗体捐献，这些普通人只希望通过自己

的身体让医生找到攻克病魔的方法。全国第一例、第二例

新冠肺炎遗体解剖正是在金银潭医院完成的， 两名逝者

生前均在由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所在的病区抢

救，逝者的“大爱”是对医护全力奋战的一种感恩回馈。

查琼芳的日记里，还有更多记录着温情时刻：2 月 13

日，酒店大堂，一位陆军女队员在钢琴前弹起了《致爱丽

丝》，在抗疫前线大家依然热爱着生活；2 月 14 日，病区

里的一对老夫妻拿着苹果让上海医疗队员拍了一张合

照，这是他们的情人节纪念……

“这场战‘疫’里，有太多难忘时刻，第一天大巴车开

进金银潭大道，我们才知道，哦，我们来的是金银潭———

这次疫情的中心地带。当天培训，张定宇院长（注：金银潭

医院院长）跑上来就自嘲，‘你们看看我的腿’，后来我们才从知道他

是渐冻症患者，妻子还感染了新冠肺炎，在我们来之前，他已带领大

家撑了一个月，令人钦佩。还有我们的郑队（注：上海首批医疗队领队

郑军华），他发过誓，要带大家平安回家，我们明白这话的压力。”查琼

芳感慨，感觉曙光就在眼前了，以前“人等床”，现在“床等人”了。

眼下，武汉的最新“战况”是：很多方舱关了，病区关了。 查琼芳

说，他们这群身处金银潭医院的伙伴做好了准备，奋战到最后一刻。

因为这里是传染病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将收治在这里。

1998 年入党，今年是查琼芳入党第 22 个年头；1993 年进入医学

院，今年是查琼芳踏入医学大门第 27 个年头。 她说，不论是作为医

生，还是作为党员，都决定了她将为了生命，义无反顾。 “这里是我战

斗过的地方，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和很多坚守在此的白衣天使们

一样，她盼望着战“疫”胜利那天的来临，想看到一个重新按下“播放

键”的武汉，想在这里好好吃一顿。

她们成为这个时代最美丽的天使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李晨琰

从 60后到 90后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 “疫” 中， 有
这样一群人： 她们是远隔千里却心心念
念的 “母亲”， 是时刻被担心却说着放
心的 “妻子”， 是还没长大、 让父母放
心不下的 “女儿” ……但是， 当有人需
要保护的时候， 她们立刻化身为战士，

勇敢地冲锋在前。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女性。

一个多月来，上海先后派出 1600 余
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驰援武汉，其中女
性医护人员有 1000 多人。火线上的抗疫
前方，生与死的战斗时刻都在打响，向着
汹涌病毒迎面而上的战士中，有她们。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想要看
清一个人的面容很不容易———一模一样
的防护服、 口罩、 护目镜， 若不留意她

们背后的名字 ， 甚至不知道眼前的这个
人是他还是她。

而今 ，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上海医疗队 “女神”。

今天是 “三八 ” 国际妇女节 ， 眼下
这个 “女神节 ”， “战地玫瑰 ” 分外香 。

昨天， 记者与分属 60、 70、 80、 90 后的
四位女神展开了一场隔屏对话 ， 听她们

讲述自己和姐妹们的抗疫故事 ， 聆听她
们的疫后心愿， 以此致敬这群坚守一线、

勇敢向前的 “铿锵玫瑰” 们。

今年的三月因疫情而变得不同 ， 但
因为有她们 ， 这个春天依旧充满美好和
希望。

担当 、 坚韧 、 乐观 、 善良 ， 这 ， 就
是新时代共和国女性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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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见到了很多现实里的“大英雄”“小个子，竟有这么大能量！”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副院长、 华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总

指挥马昕说的，正是倪丽。 她是 80 后，工作 12

年，正是最年富力强时。

眼下， 倪丽正随华山医疗队奋战在武汉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唯一的 ICU（重症监护室），面对的是整座医院

最危重的新冠患者。马昕直呼她“小超人”，首例

床旁 CRRT?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就是她们完

成的。

2 月 16 日，她连续工作了 24 小时，不眠不

休。 隔离服有时间显示， 超时后就没防护功能

了，必须从病房出来换一套。 她就每 4-6 小时

出来，换身衣服又进去。 这天，ICU 收了三位重

病患者，都急需做血透。

“所谓特殊血液净化，就是通过体外循环方

式清除体内潴留的水分、 代谢产物和炎症因子

等， 为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治疗提供内环境的稳

定。 这是危重症患者最基本的生命支持平台之

一，为抢救赢得时间与身体上的保证。”倪丽说，

这也是自汶川地震后， 凡遇到大灾大疫都有血

透团队出现在救治一线的原因。

也因此， 当今年 1 月听到关于疫情的新闻

报道后， 在老家过年的倪丽第一时间改签最近

一班的火车回到上海。年初四，她就投入华山医

院肾脏科病房工作。 “我都没抢到年初二值班，

同事们都太积极了。 ”倪丽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英雄梦， 这也是她此次第一时间报名驰援武汉

的原因。 而且，在这次战“疫”里，她如愿见识了

很多现实里的“大英雄”。

血液透析是尿毒症患者生命所系， 医院的

血透室就是患者除了家以外最熟悉的地方。 倪

丽说，她的导师———华山医院肾脏科副主任、血透

中心负责人陈靖教授就是她眼中的“英雄”。

陈靖目前正奋战在华山医院血透室。 战“疫”

打响后，她领衔团队在短短三天里，将一系列防控

新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拉开全面阻击新冠病毒入

侵血透室的新战役。

还有一名“女英雄”，正是这次华山医院第四

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李圣青。 “她这个领队，就

是带领我们大家冲锋的。 从第一例气管插管到后

来所有危险的操作，都是她冲在最前面，她说的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来！ ”倪丽说，这是她第一

次来武汉，记忆太深刻。从初来时、在短短 24 小时

就从无到有建起 ICU、迎接危重病人大量涌入，到

目睹病重的同胞还来不及施救就离世了， 再到如

今重症危重病人开始好转甚至出院，病房从“人等

床”变成“床等人”……所有医护人员都感觉到两

个字———“生机”。

“我们来这里，就是想竭尽我们所学所能，奋

力延长每一个生命。 ”倪丽面对患者是医生，但在

家里，她是妻子，是妈妈，也是父母眼中永远的女

儿。到武汉后，她每晚要跟母亲视频“直播”自己吃

饭。“看着我把所有饭菜吃完，她就放心了，她认为

吃得下，就说明我还健康，不然她一晚上睡不着。”

问倪丽疫情结束最想做什么， 她的答案出乎

意料，她说：最想回去上班。 “我们交流下来，大家

都是这样想的———上那种正常的班，尽管很累，但

大家都感觉，那些日子就是本应珍惜、平淡而美好

的生活。 ”倪丽相信，这样的日子快回来了。

坐标：武汉三院光谷院区
讲述人： 王叶琴 （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松江区中心医院主管护师）

疫后心愿：回去之后，最想抱抱孙子

90后“灵魂画手”
坐标：武汉雷神山医院
讲述人：邹芳草（上海第八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市一医院外科护士）

疫后心愿：“奶茶、火锅、唱歌”走起

80后“ICU小超人”
坐标：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讲述人：倪丽（华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华山医院肾脏病科医生）

疫后心愿：回去正常上班

近距离

▲ 90 后护士邹芳草和她创作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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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70 后“日记医生”查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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