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难关头，热血男儿理应冲在最前面
推迟婚期、第一时间报名驰援武汉，瑞金医院 95 后护士陈家晖———

今年的这个春天， 注定会让这个小

伙子难忘。他叫陈家晖，是瑞金医院的一

名 95 后男护士。 3 月 31 日傍晚，作为上

海第五批返沪医疗队成员， 他和队员们

一起乘坐东航包机平安抵沪。入夜，医疗

队乘坐的大巴一路驶往位于青浦的酒

店，他们要在这里开启为期 14 天的隔离

观察。 大巴刚刚停下，透过玻璃车窗，一

个熟悉的身影冲着陈家晖使劲地挥起了

手———这是他相恋三年的女友。

“那一刻，虽然戴着口罩，但我看到

了她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我真的希望快

点结束隔离、回到我爱的人身边。 ”为了

出征武汉，陈家晖推迟了自己的婚期。

做出“舍小家为大家”的决定，这位

95 后男孩当时是怎么想的？ 接受记者采

访时，他脱口而出一句话：“没想太多，就

觉得自己应该去，必须去。 ”

出征前整理行李 ，“故
意”落下剃须刀

时间拨回 2020年 1月 23日，小年夜。

当陈家晖所在的瑞金医院工作微信

群中弹出征召第一批出征武汉医护人员

的信息时，他正在女友家吃年夜饭。他们

之前已经约定，今年 2 月 2 日结婚。

“看到医院的征召信息，我的第一反

应就是：我要去。 ”那一刻，陈家晖没多

想， 在餐桌上就问女友和她的父母支不

支持他的决定。 女友一家第一时间都表

示支持，可没过几分钟，女友的眼泪就唰

唰地流下来了。

“促使我第一时间报名的，应该是一

种职业本能， 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感。 我是男人嘛，这个活我可以干，理应

冲在前面。 ”陈家晖坦率地说，医院第一

批征招的岗位， 几乎都是和危重症抢救

相关的。 而他是瑞金医院心外监护的护

士，除了能完成普通的护理工作外，还能

配合医生实施抢救、呼吸机、血液透析、

ECMO 等相关工作，“我要是不去， 还真

有点说不过去。 ”

可没想到， 医院第一批出征的名单

上，并没有陈家晖的名字。 陈家晖说，从

1 月 23 日报名到 2 月 9 日出征的那两

个多星期的“待命”，是自己最煎熬的一

段日子。“我的同伴们都一批批去武汉前

线了，我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但一直没

有轮到，我心里有点着急。 ”

2 月 8 日晚上 11 点，陈家晖等来了

期盼已久的 “集结号 ”———第二天 ,他将

作为瑞金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出

征武汉。回家整理行李的时候，陈家晖故

意落下了剃须刀：“难得留一回胡子，等

到回到家再剃。 ”

尽心尽力护理 ， 直到
病患出院

武汉同济医院光谷病区 E3-4 病

区， 是陈家晖和 135 名同事此后 50 天

奋斗的 “战场”。

2 月 10 日 22 点 45 分 ， 距离他们

抵达武汉不到 24 小时， 这个空空荡荡

的病区一下子喧闹了起来。 首批 12 位

医生和 25 位护士 “入舱”， 开始收治病

人， 陈家晖便是其中之一。 当晚， 他所

在的病区陆续来了 28 位重症患者， 紧

接着的第二天， 又来了 20 多位患者。

很快， 病区的 52 张病床就满员了。

他们基本都是统一调度而来的重症病

人， 其中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一半

以上。 陈家晖意识到， 除了配合医生做

好日常诊疗， 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 尽

可能地精心照顾、 呵护这些病人， 是身

为护士的职责所在。

每四小时一轮班， 陈家晖每天上岗

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一起给所有病人

的热水壶里灌满热水。 除了常规的打针、

发药，到了每天的饭点，他还要帮病人打

饭、 喂饭……穿着闷热厚重的防护服，不

停往返于各个病床之间，俯下身倾听病人

的武汉方言， 并尽力完成他们提出的要

求，这成了陈家晖每天的“必修课”。

短短 50 天，陈家晖和同伴们一共参

与救治了 90 名新冠肺炎重症及危重症

患者。

“从我们这个病区走出的每一个

患者 ， 出院前都会获得一张特别的证

书， 是由我们领队胡伟国设计的。” 陈

家晖告诉记者 ， 每当看到一个个曾经

卧床的重症患者拿着证书高高兴兴走

出病区 ， 对自己都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和鼓舞。

入党宣誓那一刻 ，感
觉自己“长大”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

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

义务……”3 月 6 日，瑞金医院第四批援

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在武汉同济医院光

谷病区首次组织了入党宣誓仪式。 24 岁

的陈家晖在前线入党了。当时，他跟着领

队完成宣誓仪式后就赶忙换好隔离服进

病房上班去了， 直到后来才想起来，“竟

然忘了拍一张照片留念”。

但时至今日， 回忆起入党宣誓的那

一刻，陈家晖依旧心潮澎湃。 “内心真的

很激动，感觉自己仿佛突然‘长大’了，从

今往后的人生也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

要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危

难关头要敢于在第一时间站出来， 奉献

自我。 ”

4 月 4 日，清明节，也是陈家晖回沪

集中隔离观察的第五天。 上午 10 点，他

和同伴们站在各自隔离酒店的阳台上，

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

胞默默哀悼。

“在武汉的 50 天，我跟着大伙学会

了很多新技能。 14 天隔离期结束后，如

果组织有需要， 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冲

到抗疫第一线， 践行作为一名预备党员

的庄严承诺。 ”陈家晖说。

面对心理杂音，要习惯“打怪升级”

不想开学，甚至不想出门和人接触怎么破？专家建议大学生———
近期， 不少地区陆续公布了高校开

学日期，被按下“暂停键”的大学校园生

活终于要重启。但是，有些同学因为在家

待久了，变得不想出门，或是因为过度焦

虑和担忧，不想开学，甚至不想走出去与

人接触……

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杨

文圣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年轻人要

像在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积极面对

自己的心理杂音，找到焦虑的源头，有针

对性地一步步解决， 让自身的心理越来

越强大。

学会构建新生活， 减少关
注负面信息，更不要随意“脑补”

不想上学， 或者不想和人接触， 遇

到这些问题， 首先要对这些 “不想” 进

行自我界定和分析。 杨文圣说， 思考一

下 ， 这些 “不想 ” 之间是否有因果关

系？ 比如， 是否因为不想和任何人接触

才不想去学校， 而并非对学习本身失去

兴趣或者因为压力等原因不想去学校。

针对这样的焦虑， 杨文圣建议， 首

先减少自己对相关信息的关注度， “虽

然最近全球抗疫形势严峻， 但是如果始

终关注这些内容， 就会出现负面信息过

载 ， 并导致替代性创伤 ， 如厌倦 、 焦

虑、 抑郁。 抗疫确实很重要， 但生活的

内涵更丰富， 对一些令人焦虑或者担忧

的信息， 关注和思考的同时， 要把握一

个度， 尤其要控制想象， 不要自己随意

‘脑补’。 要把刷手机的时间用在学业以

及兴趣爱好上。”

在他看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 青年

人要坚定对国家的信心， 为所当为， 建

构新生活。 从春节前疫情暴发到如今各

地有序复工复产复市， 随着我国强有力

的抗疫举措，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正逐渐

恢复正常。 杨文圣建议为此担忧的大学

生， 出门时多看看周围人的反应， 就能

正确判断自己的忧虑是否合理。

面对问题要习惯“打怪升
级”，相信自己，相信他人

“生活中， 人们随时随地都可能面

临各种挑战， 也会产生各种心理困扰，

解决各种问题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

杨文圣表示， 面对心理问题同样如此，

应当把克服问题当作游戏世界里的 “打

怪升级”， 当你试图征服自己的问题时，

说明自己已经向更高台阶迈进了。

他说， 有一些年轻人在疫情发生之

前， 就有不想上学等类似的困扰， 而现

在这一情绪更加明显。 这通常可以理解

为一种行为退缩， 即人们在感觉面临一

些自身无法克服的挑战时产生的回避态

度或行为。 杨文圣建议， 不妨趁这个机

会问问自己， 这些无法克服的挑战到底

是什么？ 是挑战太大， 还是对自己战胜

挑战的信心不足？

他直言， 正如尼采所说 “那些不能

致死的， 将使我更加坚强”， 哪怕已经

在家宅了两个多月 ， 哪怕因为疫情导

致学习节奏 、 状态都发生了变化 ， 这

都可以看作是自己面临的挑战的一部

分 ， 也是每个人进一步实现自身价值

的必经之路。

除此以外， 坚定对他人的信心， 在

这种 “非常时期” 同样很重要。 如果感

到眼下的困扰对自身生活已经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比如焦躁不安、 失眠多梦，

并且自己无力解决， 或者是因为避免和

人接触而产生了自闭行为， 此时， 不妨

选择合适的时候向父母或是信任的老

师、 同学、 朋友倾诉自己的烦恼， 这样

除了可以宣泄情绪外， 也在交流中厘清

自己的思维， 让自己更平静、 理性地对

待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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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家晖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