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上海的一家医院 ， 这里的

医生 、 护士 ， 都是最平凡的人 ， 可

就是这些平凡的人 ， 成为了这场抗

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战役中

的战士。 他们像朝阳， 给生命希望的

曙光。

如果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暴发， 上海 90 后姑娘诸玫琳也许还

要过很多年才会去武汉旅游或出差，

也许 “金银潭” 的名字都不会被她所

知， 却没料想， 她的一次主动请缨，

命运就让她和她的上海同事 ， 做了

武汉 “守护者”， 更别提这一守， 就

像一颗螺丝钉旋进木桩子一般 ， 从

大年初一牢牢扎根在 “金银潭”， 直

到现在。

1 月 23 日是小年夜 ， 临近下班

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接

到上海市卫健委 《关于组派医疗队援

助湖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的通知》， 需要医院组建护理人

员分 3 批共 9 人驰援湖北抗击疫情。

收到通知后 ， 医院第一时间在全院

发出号召 ， 很多党员同志和年轻同

志纷纷主动请缨 。 诸玫琳护师也是

其中一员。

短短 20 多分钟， 医院的 9 人医

疗团队便在护理部主任卢根娣的严格

遴选下完成集结！ 和诸玫琳一起被选

上的还有黄凤、 程鑫、 董春玲、 朱佩

敏 、 武文文 、 王芳 、 谷红杰和林凡

菊。 她们将作为上海援鄂医疗队的一

份子， 做好随时出发前往湖北支援的

准备。

院领导问诸玫琳： “报名， 你爸

妈知道吗？”

诸玫琳说： “我是共产党员、 我

是重症监护室护士、 我年轻， 我就是

天选之子。 我爸妈都支持的！” 朴素

的一番话， 让在场人闻之落泪。

1 月 24 日 ， 正值吃年夜饭的时

候， 诸玫琳的手机响了， 是曙光医院

医务处的领导打来的， 让她 2 小时后

到虹桥机场集合准备驰援武汉。 和她

同去的另两位曙光医院同事是黄凤和

程鑫。

挂了电话， 诸玫琳看了一眼父母

还有满桌正在吃的饭菜， 没有说话，

转身进房间， 把头天就准备好的行李

箱的拉链拉上， 又拿了件厚实的外套

穿上。

“爸妈， 今晚我就去武汉。” 她

低着头， 不敢看父母。

父母点点头 ， 半晌说道 ： “去

吧， 自己多保重， 每天报平安。”

拉着行李箱， 踏出了家门， 诸玫

琳感觉似乎是要去到另一半地球。

2 小时后， 由 136 名医护人员组

成的上海第一批医疗支援队， 从虹桥

机场出发了， 他们前去的是疫情最为

严重、 收治患者最集中的武汉金银潭

医院。

收治可怕的烈性传染病的医院为

啥取名叫 “金银潭”？ 一个大潭子里，

装满了金银， 多珍贵多贵重呀， 明明

是个难得的褒义词 。 诸玫琳这么想

着， 飞机起飞了。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零时刚过 ，

医疗队员们到达武汉， 住宿安顿在金

银潭医院附近的宾馆。 当天下午， 大

家接受了新冠病毒相关的理论培训。

时刻待命准备出征武汉的第二批

队员之一董春玲， 从山东老家回到了

上海。 她在除夕前两天刚到山东， 准

备和父母、 妹妹一起过年的。 想着需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她又急急地

同家人告别。

1 月 26 日中午 ， 诸玫琳 、 黄凤

和程鑫进行了防护操作培训， 由于被

安排到的是中班， 培训之后直接就来

到医院交接上岗， 她们三人负责接管

金银潭医院北三楼重症病房。

中班护士每个人负责 6-8 张床

位， 绝大多数是病情较重的患者， 生

活不能自理， 大部分严重低氧， 需要

使用有创呼吸机的无创模式来帮助患

者维持呼吸。 护士的职责比较多， 除

了要给患者静脉补液 、 推针 、 测血

糖、 呼吸机导管护理外， 由于病区内

没有护工， 因此生活护理也均由护士

完成。

在上海， 即将第三批驰援武汉的

林凡菊， 向中共曙光医院党委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 申请书里有这么一句

话： “一直想入党， 但怕自己不够优

秀； 也怕自己回不来， 再也没有机会

入党。”

1 月 27 日 ， 黄凤写道 ： “从昨

天中午 12： 30 培训， 培训后直接去

医院 ， 交接 ， 上班 ， 整整 16 小时 。

全身防护服的状态下， 到今天凌晨 1

点多与夜班护士交完班， 我们算是完

成了今天的工作。 为了避免增加污染

几率， 也为了节约防护装备， 整个工

作期间我们没有喝水 ， 吃饭 ， 上厕

所 。 里层工作服湿了干 ， 干了湿 ，

N95 口罩脱下来里面全是水 。 冲洗

后， 大约 2 点 40 分从医院回到住处。

到了住处后再次做好个人消毒隔离 。

现在时间是凌晨 5 点 ， 我们准备休息

了。 虽然工作确实很艰苦， 听闻昨天、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 李克强总理来到

了医院， 看望我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我们更有信心了 ， 这场仗 ， 我们一定

能赢！”

而在上海， 面对不知何时将来的召

唤， 曙光医院第二批危重患者救治医疗

队的成员董春玲、 朱佩敏、 武文文， 正

为随时出征做着紧张而周密的准备， 医

院领导及行政部门、 各科室负责人纷纷

调配物资、 细细叮嘱， 各种医疗物资装

了好几个大箱子。 考虑到防护物资并不

充足且穿脱花费大量时间， 将会有连续

6-12 小时在防护服里。 不吃不喝可以

克服 ， 但是如何解决上洗手间的问题

呢？ 她们便自行购置了成人纸尿裤装在

行李箱里。 如此， 穿在隔离服里面， 就

没有顾虑了。

她们三人把长长秀发， 剪成了板寸

头。 理发师在得知她们的身份后， 硬是

没有收钱。 看到她们理完发、 还笑嘻嘻

地摆出必胜姿势的照片， 同事们没见过

她们留短发， 更别提板寸头了， 一时感

叹不已。

1 月 28 日 。 “今日我们是责任护

士， 每人负责 4 位危重患者，7：20 到病

房，做好个人防护后进病房，16：30 交好

班离开病房， 其间因考虑到物资紧张，

且穿脱隔离衣容易造成污染， 9 小时没

有离开过病区 ， 3 位同志均未进食喝

水 ， 使用了纸尿裤 。 下班后 ， 我们仔

细做好个人消毒隔离 ， 避免传播 。 10

分钟快速吃饭后 ， 19： 30 参加了援鄂

医疗队全体党员第一次会议 。 ” 身在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黄凤继续在日记里

写道 。

在上海， 董春玲、 朱佩敏、 武文文

接到了通知， 随即跟随第二批共 148 名

上海医疗队告别亲友、 出发了， 他们去

往的是武汉市第三医院。

1 月 29 日 ， 大年初五 ， 是迎财神

的日子， 而抗疫战士们最迫切的心愿是

迎健康。

“今天我们是早班责任护士， 每人

负责 4-6 位危重患者， 排班已变更为 6

小时模式， 工作流程及模式已基本适应

和掌握 。 物资与第二批队员已安全交

接， 感谢院领导及战友， 强有力的保障

让我们工作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金银潭医院病房工作一开始， 武汉

患者们不了解情况， 对这批来自上海的

医疗队员尚有一些怀疑。 通过几天的相

处和医护们的悉心照料， 她们各自负责

的患者， 竟然能通过层层厚重的防护装

备认出她们， 也逐步坦露了心声， 有了

希望。

黄凤继续写道： “我们鼓励他们积

极配合， 落实重病人的各项护理， 看着

病人病情有了起色， 我们就觉得自己来

得很值得。”

队友们之间也互相帮助， 在忙完自

己工作后， 积极协助处理别的危重病人

的突发事件， 她们从平日里的同事情谊

逐渐升华成为了 “战友、 生死之交”。

黄凤还写下了这么一件事情。 “由

于长时间佩戴口罩， 隔壁病房的护士，

具体是上海哪家医院的不清楚， 在工作

中因缺氧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 我为

她按摩内关穴， 合谷穴， 她的不适感有

所减轻， 但继续工作 30 分钟后， 又感

不适。 这个时候临下班接班还有 2 个多

小时， 但身体已经不允许她继续工作下

去， 万一在病房晕厥， 就需要按暴露处

理。 我顶下了同事负责的病人， 让同事

赶紧离开病房。 虽然一个人负责 8 个重

症病人确实有些忙， 但在这个特殊的时

期， 我们都是 ‘战友’， 战友安全， 就

是我的安全。”

“今天我还是早班责任护士， 排班

已变更为 6 小时模式， 我还是负责昨天

的那个房间， 和病人熟悉一些了， 在工

作之余， 和病人聊聊天。 有一位病人是

金银潭医院的医生， 他爱人是本院的护

士 ， 不幸也被感染了 ， 他手上的留置

针， 还是爱人为他打的。 这个医生， 话

不多， 但是人很和善， 我忙不过来的时

候， 他会从床上起来自己换盐水； 看我

手上戴了两层手套， 撕胶布不好撕， 他

会帮我全部撕好。

另一个床位上的阿姨问我 ： ‘妹

妹 ， 我会好吗 ？ 我家里还有 93 岁的

老母亲呢 。 ’ 还把手机上她妈妈的照

片给我看 ， 我安慰她说 ： ‘每天用这

么多药呢 ， 会好的 ， 等你能离开这台

机器， 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的工

作 ： 偶尔在治愈 ， 常常在帮助 ， 总是

在安慰。”

程鑫在日记里记下的两个小故事，

平凡的叙述如平静的海面， 而海面下涌

动着的是人间温情。

1 月 31 日 ， 程鑫休息 ， 她花了较

长时间和女儿视频。 女儿快四岁了。

“妈妈， 英雄， 加油！ 妈妈， 我有

点想你。” 女儿奶声奶气地说道， 紧接

着又问： “妈妈， 你做武汉人了吗？ 不

做上海人了吗？”

程鑫回答道： “妈妈在武汉这里有

很多病人要照顾， 等病人病都好了， 妈

妈就回上海。”

8 编辑/杨翼然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二笔会

“战地”日记（报告文学）

█许丽莉

视频时， 女儿时不时地摸摸手机

上程鑫的影像， 又时不时对着摄像头

亲她， 还时不时对着手机做拥抱的动

作。 程鑫也在手机这头做着亲吻和拥

抱的动作。

“有那么一刻好像抱在了一起。

我多想真的紧紧搂住她那肉乎乎的小

身子， 把她抱在我怀里。” 屏幕咫尺，

人却在千里之外。

2 月 1 日 ， 黄凤是责任护士班 ，

患者所有护理工作都需要责任护士完

成， 可以说既是护士， 也是护工， 还

是家属， 亦是 “心理咨询师”。

31 岁的患者有个 4 岁女儿 ， 每

每想起女儿都是红着眼睛 ， 情绪

低落 。

“我也有个女儿 ， 13 岁 ， 你的

孩子四岁， 正是天真可爱的时候， 我

们家这位青春期， 像个小刺猬”。 为

了纾解患者的情绪， 黄凤和她聊起了

家常， “等疫情好了， 你可以带孩子

去我们上海迪士尼， 我可以给你写份

攻略， 取完票先玩……”

黄凤在日记里写道 ： “这个时

候， 我们不是护士和患者， 而完全是

两个宝妈、 闺蜜， 聊着育儿经验， 出

游攻略……患者能暂时忘了病痛， 多

一些微笑和期盼。”

2 月 2 日， 金银潭医院的她们仨

应该休息， 可是病房里有个 13 床病

人， 做 ECMO， 护士长抽调人手去做

专人护理， 她们三个就又去上班了。

外围班， 黄凤做主班， 程鑫做治

疗班。

治疗班的工作也不轻松， 早上先

要把病人第一批补液加好， 插好输液

器从传送窗送进去。 带着手套， 关输

液器水止比平时困难多了， 经常会把

橡胶手套夹在滑轮里， 抽出来时手套

就破洞了。 冲好盐水， 还有早上的推

针和雾化。 然后第二批、 第三批的盐

水不断添加， 中间需不间断听着对讲

机， 如果里面的护士缺什么东西， 需

及时送进去。 忙好已是中午了。 再把

病人的饭和中午吃的药送到传送窗。

等主班把医嘱理好后， 和主班一起对

医嘱。 对好医嘱后， 贴第二天的补液

瓶贴……到下班时， 又是 8 个小时没

吃东西了。 她们开玩笑说， 脂肪肝要

被治好了。

“我和程鑫晚上 21： 30 回到住

处， 看到保温袋里面诸玫琳给我们打

了两份饭放在保温袋， 外面还拿件棉

衣包着 ， 怕冷了 。 12 小时高度精神

集中下来， 我和程鑫感觉没胃口， 但

现在吃饭也是一件任务， 不吃东西就

没有体力坚持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互

相监督着完成。 诸玫琳凌晨 1： 00 返

回了住处。” 黄凤在日记里写道。

同时， 在武汉市第三医院的第二

批队友董春玲、 朱佩敏、 武文文， 终

于在微信朋友圈露脸了。 她们全副武

装站在医院做的背景墙前拍了照， 背

景墙上写着 “沪鄂情心连心同舟济战

疫情”。 简短的报平安和祝福， 浓缩

了太多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 “我

没告诉我父母， 不是怕他们不支持我

去武汉 ， 是怕他们知道后太过担心 。”

董春玲写道。

2 月 4 日。 “今天是立春， 昨天我

上了夜八八班， 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

上八点 。 上班的时候 ， 在病房忙碌不

停， 每天都有人转入， 有人转出， 也有

人不治……病房里的气氛有点凝重 。”

程鑫写道 。 工作的压力 ， 除了体力上

的， 还有心理上的。

凶疫随风祸， 人间渡厄忙。 白医更

胜雪， 众志盼春棠。 就如在寒冬时节渴

盼春日海棠一般， 正焦灼在抗击新冠病

毒肺炎中的人们， 是如此渴盼疫情的早

日平复。

“早上吃了早饭， 发现外面的阳光

好灿烂， 就戴着口罩出去酒店附近转一

转。 春天的风很轻柔， 阳光照在身上暖

暖的， 酒店旁边有很多树， 小鸟在树林

间飞来飞去， 发出悦耳的鸣叫声。 路边

的花开得正艳， 阳光洒在花间， 落下斑

驳的影子， 一切都是温暖而美好的。”

2 月 5 日， 董春玲写道： “防护用

品脱下， 脸也破了， 手也破了。 贴上了

创可贴。 等回上海， 我要和丽莉一起去

看最美丽的花， 吃最好吃的肉。”

2 月 6 日 ， 黄凤上 12 小时的班 ，

早八点到晚八点； 诸玫琳是早上八点到

中午 12 点 。 平时形影不离的三个人 ，

只剩下程鑫一个在酒店。 她写道： “房

间里有点安静。 虽然我们六个人都在武

汉， 却没有见过一次。 在这里， 认识了

很多新朋友。 洗衣服的叶大哥说， 衣服

洗好可能会有点染色、 缩水， 但是每一

件衣服， 都是高温消毒的， 让我们放心

穿； 运物资的志愿者， 只要打个电话就

会来酒店帮忙运送各种急需的医疗物

资。 从我们住处到三院， 来回要两个小

时， 志愿者却分文不收。 每个武汉人都

那么友善， 经常感谢我们远道来支援，

感叹我们工作的辛苦， 夸赞我们是巾帼

英雄。 其实， 我们何谓英雄， 只是换了

一个地方工作。”

2 月 8 日， 这个元宵注定不平凡 。

董春玲更新了微信朋友圈： “已来武汉

半月， 平安。 过了一个特别的元宵节，

白日有医院领导同事、 长辈朋友送上的

关心和祝福， 夜晚有当空明月， 凌晨一

点走在回酒店的路上， 心情平和。 感恩

远方的家人、 同事， 有你们， 我们才更

有力量和信心。”

2 月 14 日情人节 。 朱佩敏的日记

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虽然收治的是危重症患者， 但部分

患者还是有意识的， 只是自理能力比较

差。 有一位老奶奶， 长期卧床， 吃喝拉

撒都在床上 ， 再加上这次新冠肺炎 ，

无疑让她生理和心理承受巨大的压力。

开始对护理工作是抗拒的 ， 态度也不

友善 。 这一日她把大便拉在了床上 ，

朱佩敏发现后 ， 立即帮她打水擦身更

换衣服。

“妹妹， 你从哪里来的？” 老奶奶

问朱佩敏。

“我是从上海来的。”

听闻此， 老奶奶很激动地说，“谢

谢，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自家

的孩子也没有帮我这样做过， 上海小

妹妹，谢谢你！ ”

“这是应该的， 不管在哪里， 这

都是我的本职工作。 别担心， 您会好

起来的。”

“我心疼你们啊！太心疼了。”老奶

奶说着低下了头，拉住朱佩敏的手。

朱佩敏写道：“这是我在情人节听

到的最感人的话。 我为那些抗疫第一

线的同仁们骄傲， 为正在与疫情作斗

争的病患们祈祷， 为我们能生活在这

样的国家而自豪！ ”

2月15日，第一批上海市援鄂医疗

队全体党员第一次会议在武汉金银潭

医院举行。在党员们的誓词中，抗疫前

线临时党总支正式建立， 黄凤担任了

临时第六党支部书记。在党旗下，党员

们备受鼓舞， 并为所有患者写了一封

信，鼓励祝愿他们早日康复，同时写信

向每一位坚持在岗位上工作的最美

“坚守者”致以感恩。

“在工作中，我深刻意识到，疫情

阻击战，也是心理战，医务人员唯有保

持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 才能为他人

提供最好的帮助。因此，我组织援鄂医

疗队第六党支部的党员们召开了支部

会议， 带领大家学习救助人员心理自

我调整方法， 引导党员们深入思考和

畅谈如何践行初心使命， 在抗疫工作

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黄凤在日记里

写道。

在武汉三院的武文文发了一段小

视频，武汉下雪了。“大雪纷飞，挡不住

我们前行的路，上班喽。 ”她配了这么

一段文字。

2月18日，是朱佩敏到武汉三院工

作的第20天， 这一年是她从事护理工

作的第20年。到达武汉三院的时候，她

以为自己可以冷静面对这次的疫情，

但真正在那里工作， 却又感受到了不

一样的情怀。

“到武汉三院上的第一个班是夜

班，凌晨四点到八点。由于不熟悉工作

环境和流程，武汉当地的护士带着我

们一起工作，没想到第一个带我的老

师是个97年的‘弟弟’，防护服上写着

他的名字，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同事们

给他起的外号———龙哥。 从护目镜中

看到的是双稚嫩而有神的眼睛，但看

到他二话不说娴熟地为一位阿婆擦

洗身体 ， 我觉得我们来武汉很值

得———武汉的同仁们已经坚持了很

久 ，希望我们能并肩作战 ，一起打赢

这场战‘疫’。 ”

2月22日，武汉三院因氧气供应设

备的问题， 重症监护室由原来的11楼

骨科病房，搬到了一楼急诊处，近30张

病床，分散在了抢救室、观察室以及烧

伤皮肤处理室，这三个诊室相隔较远，

因此给各个病房的护理协同工作带来

诸多不便。

那天， 董春玲所在的组内还有一

名“战友”因身体不适暂不能上岗，四

人战队秒变三人战队， 造成了人手更

加紧缺， 但三名队员毅然接下重症监

护的工作，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把当

班工作安全顺利的完成。 “那晚下夜

班，风雨交加，随身没带伞，也没有班

车回酒店。于是三人决定走回去，她们

用垃圾袋做成防雨服， 走在风雨中的

武汉街头， 一路上有说有笑， 并肩前

行———这风雨不就正如当下肆虐的疫

情吗？作为一名白衣战士，纵使风雨再

大，困难再多，只要齐心协力，共战病

魔，定能胜利。 ”

2月23日。 不知不觉中，去武汉金

银潭的三人已“满月”，她们的生活和

工作依旧， 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感觉从

初来两点一线的扁平， 到现在越来越

立体起来。

程鑫写道：“脱下一层层穿好防护

服，推开缓冲区的门，来到熟悉的病房，

初春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洒在走廊上，有

点刺眼，也仿佛刺破了多日的阴霾。 随

着阳光到来的还有病房里的生机和活

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更多病人的

病情已经明显好转，吃好晚饭，他们陆

陆续续来到走廊上活动， 平时安静的

走廊上顿时有了小公园的感觉。 ”

“65床是一名厨师， 因为工作需

要， 去过华南海鲜市场，1月22日被确

诊，一周前转到金银潭北三楼。他前些

天核酸检测是阴性， 等第二天再复查

一下，如果还是阴性就可以出院了。他

大概是整个病房心情最好的病人，听，

他正放声高歌， 唱的是那首耳熟能详

的《我和我的祖国》。歌声方歇，一位老

爷爷从病房走出来了， 选个空旷的地

方， 打起了太极拳。 虽然没有伴奏音

乐， 一招一式还很有范儿……眼前的

画面太美好， 看着看着， 我的眼眶湿

了， 于是赶紧抬起头， 不能让眼泪流

出， 这也是一个月来医疗队里几乎每

个人都学到的新技能。 ”

3月2日，武文文写道：“听说，武大

的早樱开了，朋友们发来樱花的图片，

好美。 他们对我说，加油！ 等到疫情散

去，可以去武大赏樱。这几天几乎每天都

有开心事。 病区里好几位患者病情趋稳

向好， 这样的消息是我们每天工作最大

的动力。 ”

“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到武汉雷

神山医院已经半个月， 副主任医师宋秀

明和护理部卢根娣主任来看望我们。 虽

然下雨，但我们的心情无比的晴朗。卢老

师像妈妈一样跟我们相拥， 我们也卸下

了所有的掩饰和盔甲， 肆无忌惮地在她

肩头笑着、 哭着……他们还带来了来自

曙光大家庭的物资，吃的用的好几箱，我

们太温暖太幸福了。 ”

临行前她们剃的板寸头， 也在春风

里生长迅速，二月二那天，她们象征性地

自己剪了几根冒出来的长毛， 图个好彩

头。 “现在的样子，挺好看的，回去再找

Tony老师整一整，哈哈，肯定很帅气。 由

于队里有人员补充， 今天终于可以轮休

了。 今天是来武汉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一

个休息日，今晚不用上班。 不多说了，我

们先去梦里赏樱花漫天飞舞， 登黄鹤楼

看大江东去。 ”

3月5日，朱佩敏生日，托志愿者帮忙

买来了生日蛋糕。“不敢吹蜡烛，怕飞沫；

不敢把奶油抹脸上，怕洗不干净。但不妨

碍会用一生去牢记这个生日。 ”

3月6日。 “19楼8病区， 今天正式关

闭！”一条广播回荡在武汉三院。经过38天

和武汉三院同道并肩作战，上海医疗队已

救治300多名病人，治愈出院150多例。

近些日子， 平均每天接受其他医院

转来的重病人约在5名，出院人数大于入

院人数，病床逐渐空了出来。为集中医疗

救治力量，上海医疗队决定：合并病区！

两个重症病区合并成了一个重症病区，

继续保留重症监护室。床位数从141张减

到85张，其中重症病房50张，重症监护室

35张床位。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考

察疫情防控工作。

在金银潭医院的黄凤写道：“今日上

午8-12点班，安静的病房突然传来一阵

激动的欢呼，一看是12床阿姨举着手机，

脸上洋溢着难掩的兴奋 ，‘习总书记来

啦，来武汉啦！ ’我也抽空赶紧看了看新

闻，作为援鄂医疗队中的一员，我无比自

豪，倍受鼓舞！ 不知什么时候，泪水划过

了脸庞。今天是我们援鄂的第46天，疫情

防控阻击战已经到了决胜关头， 我们一

定坚守岗位，坚决打赢！ 疫情不散，我们

不退！ ”

武汉三院的董春玲写道：“方舱医院

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全部休舱了。我也

觉得备受鼓舞，无比自豪！ ”

3月17日， 金银潭的诸玫琳记录着：

“金银潭和火神山、雷神山，会驻守到最

后，送最后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其他

医院的全国各地援鄂队员们完成各自使

命后，近日将陆续撤离。 ”

3月18日，驻守方舱医院的上海援鄂

医疗队撤离。 这是第一批回沪的上海医

疗队，当晚，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到虹桥

机场迎接英雄们凯旋。

3月19日，驰援武汉三院的护士们得

到通知将于22日回沪。 “我们回上海后，

直接去隔离了，不能回医院。 ”董春玲写

道：“今天，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为零、新

增疑似病例为零、现有疑似病例为零。我

国首次实现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

病例零报告。 ”

3月22日下午，上海第二/三批驰援武

汉三院的148名医疗队员， 在队长陈尔真

的带领下，整整齐齐出现在了上海虹桥机

场。 他们在武汉战场历经55个日夜，终得

凯旋。截至3月19日零点，他们累计收治患

者332人，累计收治（危）重患者237人。 累

计治愈出院总人数278人 。 总治愈率 ：

83.73%。其中治愈（危）重患者154人，（危）

重症患者治愈率达65%。高治愈率的背后

是高风险，但他们始终拼尽全力。

“从武汉三院到武汉天河机场的路

上， 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欢送致谢的

武汉市民，警察骑着摩托开道、汽车停下

鸣笛，看着市民们挥舞小国旗、高呼欢送

恩人，我们在车上，泪水也就止不住地流

了一路。这么些天，和这个城市一起经历

生死，感情已经非常深了。 ”董春玲流泪

记下了这一幕。

“海上儿女壮志逆行，荆楚人民铭感

于心。”这是武汉市民送给上海医疗队的

临别赠言。樱花和白玉兰一样，此刻正骄

傲怒放着，往年人们抬头欣赏她们的美，

今年她们昂首欣赏人间大爱。

金银潭医院的援鄂医疗队员们依然

在攻坚， 剩下的均是危重症并有各类慢

性病史的患者，救护难度是最高的，但是

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位。

诸玫琳终于明白了 “金银潭” 的意

思， 医者在这个大潭子里与烈性传染病

博弈拉锯，拯救回来的一条条生命，便是

世上最珍贵最贵重的。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实验技师、 上海市作协会员。 本文

刊发时有删节， 全文可见于文汇 App）

▲沪上20余位美术家互相

配合、集体创作，共同完成巨幅

公益主题作品《召唤》。作品体现

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 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

彰显了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舍

己救人的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