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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雄谱”：春潮，涌动在医患之间
9 位在战“疫”一线的上海医疗队成员，留下了这个春天“最美战士”的英雄群像

我们会记住这个春天的———新冠肺炎疫魔来袭， 开启一场
动人心魄的生命“大考”。 未知病毒带来的是什么？ 是一场战争！

生与死、恐惧与勇敢、风险与无畏……所有这些“战地”元素，都
作为一种场景“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疫情就是命令。 生命在感召，白衣披战袍，我们的同乡上战
场了！ 过去一个多月来，上海先后派出 9 个批次、1640 名医疗队
员驰援武汉。 我们可能认识的“白大褂”和“美小护”，成了如今隔
屏才能相见的战士。

正在“央视新闻”推出的“我的同乡英雄”系列人物盘点，让
一批战“疫”勇士有机会走到聚光灯下。 首篇《待沪上花开，人间
皆安，英雄可缓缓归矣》，聚焦的正是上海驰援湖北的多批医疗
队队员：周新、王瑞兰、李圣青、陈巍、王振伟、卓恺明、高彩萍、奚
欢、李依———翻开这本“上海英雄谱”，看到他们活跃在战“疫”一
线的身影，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股暖流涌动。

为什么称他们为英雄？ 因为他们的行为，为一句诗———“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写下了鲜活的时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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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新
战非典“老兵”再度冲到抗疫第一线
“周新， 他可是我们的医院之星

啊！ ”“每次在新闻里看到周医生，都很

激动。他说话实在、思路清晰、临床基本

功扎实！”“当年出征非典战‘疫’的呼吸

科老兵，这次又冲到前线去了”……在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很多医生和病患

都惦记着身在 800 公里之外、在武汉抗

疫一线的周新医生。

今年，周新 66 岁了，他是首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里年龄最大的“兵”。他是市

一医院呼吸科学科带头人，国内知名的

呼吸科专家，从 SARS 到 H7N9，曾多次

出入医疗界的“战场”，和病魔较量，战

斗经验丰富。

周新所在的这支上海医疗队，是全

国最早驰援武汉的医疗队。 一到武汉，

其他队员还在酒店休整，周新就与医疗

队领队、市一医院副院长郑军华，瑞金

医院北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德昌 “冲”

到即将进驻的武汉金银潭医院踩点。

“他不只是敬业，每次遇到突发公

共安全事件时，他总是冲在第一线。”市

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张旻记得，市一医院

发出支援湖北召集令后，周新第一时间

报了名。当时考虑到周新是上海市的重

要专家，还考虑到年纪关系，科室里的

同事都觉得他留在上海更好，但他很坚

决，一肩挑起医疗组组长的重任。

初至金银潭医院，新环境、新病种，

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周新总是亲手

为患者进行高风险的气管插管操作。与

周新同在一个医疗队的队员、上海市浦

东新区公利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许磊

告诉记者，给患者插管，医生可能要直

面患者唾液、 飞沫与可喷溅分泌物，十

分危险，周新挡在了所有人前面。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医生对病人，

始终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要站在

病患和家属的角度上多想想。 ”在前线

忙碌间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周新对

战“疫”成功很有信心：“等到平安凯旋，

我们再补上那顿来不及吃的团圆饭。 ”

王瑞兰
“最美女医师”也是战场“拼命三娘”

和周新同在一个医院共事多年，王

瑞兰医生出征时是大年初四，作为第二

批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她被派往

另一个战场———武汉市第三医院。

王瑞兰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

危重病科主任，沪上重症医学领域专家。

上前线后，她被分入武汉三院 ICU（重症

监护室）医疗组。小组有 12名成员，她担

任副组长，也是组里唯一的女医生。

这一个月来，王瑞兰很忙。 她忙成

什么样？ 看这条微博就知道了。

武汉三院本院呼吸内科医生黄波

2 月 10 日发的这条微博写道 ：“前几

天，都 13 时 40 分了，李庆云教授、王瑞

兰教授还顾不上吃饭，仍在给我们做医

疗指导。我给他们把早已冷却的盒饭热

了又热，多次强劝他们吃饭，他们才坐

下来扒了几口饭。 最让我感动的是，由

于时间紧迫，饭还没吃到一半的李庆云

教授一边急匆匆赶去开会，一边还不忘

回头‘命令’已连夜奋战的王瑞兰教授

吃完饭必须马上去休息一下！ ”

在武汉三院，市一医院急诊危重病

科护士沈燕与王瑞兰并肩作战。 “王主

任将在上海事事亲力亲为的习惯带来

了武汉，不愿放过一个细节，也将越来

越多的经验融入了武汉病房。”有一次，

在医院设施仍不很完善的条件下，王瑞

兰决定为一位氧饱和度始终低下的患

者施行俯卧位通气治疗。物品及患者准

备完毕后，在王瑞兰的指挥下，三位医

生加三位护士，稳妥地把患者翻到了俯

卧位通气的体位，当看到氧饱和度那一

栏出现 95 时，大家相视而笑，完全忘了

厚重防护服里的衣衫已全部湿透。

去年，王瑞兰荣获“第二届中国最

美女医师”称号。在同事们眼中，王瑞兰

身上不止有医生的专业，还有家人的温

情；而家人眼中的王瑞兰，敢闯敢拼，爱

啃“硬骨头”。 最初得知她将驰援武汉，

家人并不感到意外，反而非常淡定，“这

种事，她肯定会冲在前面的。 ”

李圣青
“硬核”女帅在 ICU战场打最硬的仗
在历经 19 天、 整整 456 个小时的

抢救后， 一名 50 岁的危重症新冠肺炎

患者终于拔管了！ 这堪称奇迹的一幕，

发生在 2 月 28 日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ICU（重症监护室）。 把这位患者从死神

手里拉回来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位英姿

飒爽的上海女医生，她叫李圣青，是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

“这就是我们的李医生啊，她曾经

当过军医，虽然现在脱下了军装，但行

事风格依然有着浓烈的军人气质 ，果

敢、坚毅。”“李主任是个极其自律、干脆

的人，我们都把她的自律、干脆归因于

她的军人气质。”在华山医院，同事们说

到李圣青，都由衷感到骄傲。

今年元宵节，接到国家再次发出的

驰援武汉征召令，90 分钟内，华山医院

一支 219 人的队伍集结完毕。李圣青就

是这支“华山战队”的领队。 第二天，这

支队伍抵达后整建制接管同济医院光

谷院区 ICU———专门收治光谷院区其

他 16 个重症病区转过去的最危重新冠

肺炎患者。虽然经历过 SARS救治，在此

行去武汉时已做好打硬仗准备， 但到了

那里后，她还是认为“这是最硬的仗”！

在 ICU里， 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惊心

动魄抢救的场景。 但就是在光谷院区

ICU，李圣青创造了数项“首例”纪录———

首例气管插管，首例 ECMO置入术，首例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术 （IABP）， 首例

ECMO撤机，首例气管插管拔管……

“硬核”女帅，战果累累。 曾和李圣

青在同一个党支部的华山医院血液科

医生陈勤奋记得，以前在科室里开展工

作，每次领到任务，当院领导问起“有什

么困难吗”，李圣青总是很铿锵地回答：

困难就是用来克服的，保证完成任务！

眼下，武汉战场上，与死神抢病人

的战斗还在继续，在回答后方“累不累”

的关切时，李圣青的回答依然铿锵：“保

证完成任务！ ”

陈 巍
援藏没吃安眠药，在武汉第一周吃了
“友军相聚，口罩天团。 ”2 月 26 日

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陈巍在朋友圈发了

一条微信，附上一组合影照片。原来，他

与上海医疗队的周新、王瑞兰等几位战

友在“战场”相遇了，上海同事们看了以

后，纷纷称此为“最美合照”。

陈巍曾于 2016 年至 2017 年援藏，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援助医疗。 这次，

他又是二话没说，在家待命。

“我们呼吸科医生对这个病毒的传

染性、致死性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明

知有风险，依然义无反顾！ ” 瑞金医院

呼吸科党支部书记周敏眼里的陈巍，平

时话不多，但总是冲在前头把事干了。

2月 8日，元宵夜，调令来了；2 月 9

日中午，瑞金医院 136人医疗队出征，75

后的陈巍是其中一员。 当晚，瑞金医院

医疗队进驻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整

建制接手一个重症病区，50 张床位。 医

疗队接到通知，当晚就要收治病人！

让陈巍印象深刻的是 2 月 10 日深

夜 11 点，大批量病人涌入。 “此前他们

散落在医院大门之外，终于这里有床位

了，他们坚持着走进来，但不少人走到

床边就直接倒下了。 ”

陈巍看着这一幕告诉自己： 这是

“硬活”！ 这一夜，他和战友们一直忙到

第二天早上 6 点， 总共收治了 28 名重

症患者， 等所有应急状态都一一处理

好，病人暂时安稳了，天亮了。

到武汉第一周， 陈巍的睡眠不好，

在西藏都没有吃安眠药的他，在这里要

吃安眠药， 强迫自己睡两三个小时，保

证白天工作的状态。 所幸，这种情况在

第二、三周改变了，因为病人好转了，有

的出院了，有的转去了方舱。

“医生 ，等我康复了 ，我要到上海

来看你们。 ”有患者这样对陈巍说。 令

陈巍特别开心的是， 这些天病区有几

天新收病人为零。 “我们相信，胜利很

快就要来了。 ”

王振伟
传统针灸在前线迎来“升级版”

3月 1日， 武汉雷神山医院门口，接

过出院证明，69岁的王阿姨松了口气。

七天前， 她因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入驻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七病区， 在

这里遇到的是上海国家中医医疗队 。

队里的王振伟医生， 让她印象特别深。

因为他不仅每天查房时对王阿姨嘘寒

问暖， 还主动带她做 “六字诀功法”，

“早晚练一练， 呼吸通畅了， 我的心情

也变好了。”

王振伟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也是上海市首

批进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中

医专家。在援助市公卫中心的任务结束

后，他又选择出征武汉。“我是呼吸科医

生，专业对口，现在国家需要我，我义不

容辞！ ”

离家前， 面对儿子泪眼婆娑的小

脸，他安抚说：“爸爸要去帮助更多需要

我的患者，你也是个小男子汉了，一定

会支持爸爸的，对吗？ ”

王振伟所在的医疗队进驻雷神山

医院后，根据患者轻重缓急，把针灸、功

法、敷贴等外治法综合运用于新冠患者

的治疗之中，根据病人不同特点，制定

了“一人一方”的诊疗方案。

针灸是中医治疗里的常规手段，但

在雷神山医院，在负压病房内，医生穿

着防护服、带着几层手套，给病人打针

灸时不仅没有手感， 定位穴位也有困

难。 为此，队员们群策群力，终于，在岳

阳医院大后方的全力帮助下，医生们完

成了一项“新发明”：在针的外面再套一

个管子，做成“管针”对病人进行治疗。

这样，对准病人的穴位后，医生就很容

易把针打进去，既方便又准确。

现在，在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七病

区，常常响起这样的声音：“医生，我该

喝药了吧？ ”“医生，什么时候给我做针

灸？”王振伟说：“这说明，中西医结合治

疗手段是有效的，因为它确实能缓解病

情，病人们才会抢着要我们治疗。 ”

卓恺明
“倾听者”为两个群体当好心灵卫士
2 月 21 日， 上海市紧急向武汉派

出一支 50 人的心理医疗队, 卓恺明就

是其中一员。

这支派往武汉的心理医疗队，承担

着特殊任务： 一是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可

能出现的情绪问题，提供专业指导、帮助

他们释放心理压力；同时，这支队伍还要

为处于高压、高负荷工作环境下的战“疫”

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

抵达武汉后， 这支 50 人队伍被分

成 10 个小分队，入驻不同的医院。卓恺

明被分到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在这

里，他看到了前几批上海支援湖北的医

疗战友，还有被精心照顾的病人们。

“当人在精神压力太大的时候，情绪

会出现崩溃。我在这里，每天的工作是做

一名‘倾听者’，让医护人员和病人宣泄

压力，重燃斗志。 ”卓恺明说。

令卓恺明欣喜的是，随着出院的病

人越来越多，医护人员的压力也有所缓

解，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出征，是践行我的誓言。 ”卓恺明

报名参加医疗队时，正在和妈妈共进晚

餐。他的妈妈退休前也是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的精神科大夫。 他怕妈妈担心，

一直到吃完饭才把消息告诉她。 没想

到，母亲非常支持，她说：“儿子，你是医

生，就该去武汉，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

也是党员的责任。”听到妈妈的话，卓恺

明备受鼓舞，两代精神卫生人有同一个

信念———医者，当以救治病人为重。

这两天，不少亲朋好友是看了新闻，

才知道卓恺明出征武汉的消息， 这其中

就包括她的姑妈。 “恺明，加油，保重。 ”

“我们为你骄傲。”姑妈发来这样的信息。

“济世初心利万民，悬壶本为泽苍生。”微

信朋友圈里，昔日同学也为他加油。

曾经， 卓恺明为出征的 “英雄”点

赞，今天，“英雄”被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的鼓劲和祝福包裹。他说，疫情过去后，

“想在武汉赏樱，还想带点新藕回家，给

家人煨一锅排骨汤。 ”

高彩萍
“文艺委员”想方设法带着患者“玩”

“一身洁白，看不出曲线，看不出流

畅，可这是 2020 年最美的时装。一双眼

睛，两副镜架，见不到眼睑的单双，可这

透过来最美的目光……”在武汉客厅方

舱医院， 扩音喇叭将高彩萍优雅的声

音，带至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高彩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暨中国国际应急医

疗队 （上海 ）队员 ，东方医院南院 ICU

护士。 “在方舱医院， 我像一个文艺委

员。 ”高彩萍笑言，除了日常护理工作，

每天她和护理组同事们都在思考一个

问题：如何带这里的患者们一起“玩”。

广场舞、呼吸操、阅读角……在她的组

织下，精彩纷呈的活动在武汉客厅方舱

医院 B 厅有条不紊地开展。 不少医生

和她开玩笑：“现在， 病人比我们还忙，

没空找我们了，也不焦虑了。 ”

从事护理工作多年，高彩萍经验丰

富。 在医院举办文体活动，这件事看起

来和护理不沾边，但她知道，这对帮助

病人康复很有用。 组里的护士都很年

轻，为了让大家保持良好的心态。 高彩

萍常常组织“诸葛亮会”：一起动脑筋、

吐心声。

有一次晚班，护理团队与患者一拍

即合，准备组织一个合唱团。“有门槛儿

的，得考试！这几天，我们已经成功拉了

四个志愿者群 ，100 余名患者全部入

群。”说起患者，高彩萍的语气中满是喜

悦，“我们群里有博士、教授、企业家，等

到大家出舱了，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

都曾是‘战友’。 ”

与高彩萍共事不到五年，东方医院

急危重症护理部主管护师顾钦赟说起

她来啧啧称赞。尽管每天的时间都被工

作排满，但高彩萍从不在队友面前显露

疲态。 直到一次顾钦赟推开房门，才不

小心发现，“高老师满脸泪水”。原来，高

彩萍刚和家里两个孩子视频过，看着 1

岁半的小女儿已能乖巧吃饭，她不禁泪

湿眼眶。

不过，只要开始工作，高彩萍又会

满血复活。“方舱内医患关系非常好，只

有和谐、美好与感动。 我们一定会奋战

到最后一位患者出舱那天。 ”

奚 欢
“战地生日”许愿疫情过后再游武汉
“看着他们吃得下， 睡得好， 病情

在好转， 真的很开心！” 奚欢是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肝内科护士， 昨天

上午接到记者电话时， 她正在收拾上

班行囊， 特地往包里塞了上海送来的

特产： 蝴蝶酥、 曲奇饼干， 还有龙华

寺的大礼包……这些， 她都准备拿到

医院去分给患者。

2 月 7 日下午，一架东航飞机停在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停机坪 ， 目的

地———武汉。 远处，一个人凝重地望着

飞机 ，他叫狄海国，是东航的一名发动

机工程师。 他要送别的正是自己的妻

子———奚欢，虽然并非呼吸科出身，但这

次看着身边同事奔赴前线， 听闻医疗队

人手紧缺，她主动报了名。 狄海国提前

赶到机坪，看到妻子，他奔跑过去就说

了一句话———“你放心，家里有我。 ”

“家人尤其是爱人的支持，是我冲

锋的最大动力。”奚欢说，在武汉的工作

节奏很快，她跟随中山医院医疗队整建

制接手武大东院的两个重症病区。

“我们刚接手工作的前期，在护士

长潘文彦老师的带领下，将全国各地捐

赠过来的水果、牛奶等分发给患者。 患

者们特别感动，说原来他们没有被大家

忘记。 还有病人说，已经好久没有吃水

果了，真的好甜。”奚欢记得，那一刻，在

场的医务人员都感动了。

这里还有一名患者，由于亲属相继

过世，心情极度低落，生活物资没人补

给。医疗队知道后，马上安排人员采购物

资，送到患者这里，每个班次都有轮值医

护人员给予关心鼓励。

2 月 12 日，到武汉第五天，奚欢过

了个难忘的生日。她所在的医疗队领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送

上生日卡片。那天，在与两个儿子的视频

通话中，她说：“妈妈很快就会回家。 ”一

句话说得很多医疗队队员落泪了。

大家匆匆吃了蛋糕，就立刻动身赶

赴医院隔离病房上班。漫长的一夜即将

开始，而黎明总在黑夜后。 奚欢说，这是

她第一次来武汉， 希望等疫情过后再来

一次，来看看重新焕发动力的武汉，来看

看李白诗中的黄鹤楼，来吃碗热干面。

李 依
23岁护理“老兵”一心要为家乡尽力
在武汉战“疫”一线的“护理军团”

中，有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人

出征时还是一个孩子。

2 月 19 日， 上海仁济医院医疗队

出征现场，队员的脸庞令人难忘———太

年轻了！这支 156 人的队伍平均年龄仅

33.5 岁，90 后占绝大多数。

1997 年出生的李依是其中最小

的。虽然 23 岁就上“战场”，可李依还算

是这次抗疫战线上的“老兵”。就在 1 月

武汉爆发疫情后，当仁济医院护理部召

集人手支援发热门诊、 隔离病房时，李

依第一时间请战。她于小年夜那天进入

了隔离病区， 从春节开始到出征武汉，

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没休息过一天。

外人眼中她还是一个小妹妹，这一

股子冲劲实则来自对家乡的深深情感。

“我老家就在湖北汉川，我本科毕

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在武汉

读了整整四年的书，如今，我的同学、老

师们就战斗在武汉的同济医院、协和医

院，你让我怎么坐得住？ ”李依说。

“从前，我一直觉得我妈就是铁石

心肠的人， 从小到大一切从严要求我。

但这次来武汉，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老

妈。 ”李依说，报名之初，妈妈毫不犹豫

地支持她，鼓励自己竭尽全力。但每天，

妈妈一定要跟她视频连线一次，不然就

会等到很晚。“我后来才知道，妈妈每天

隔离在家，就紧盯新闻，尤其是与雷神

山相关的，就想多了解一些我的情况。”

李依说，有时与妈妈通话，听筒那边有

静默与哽咽，她知道妈妈在落泪。

李依目前正随仁济医院医疗队奋

战在雷神山医院。 每天，她认真细心地

照顾着这里的每一个病患，同时，牵挂

着父母，牵挂着昔日的恩师与同窗。

“我的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在武汉

的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工作，从疫情出

现以来，他们一直在战斗，他们才是最

勇敢、最坚强的战士。”李依说，如今，同

学间会时常发消息问候、 相互鼓舞，大

家已经约定：一起加油，一起战斗，一起

迎接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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