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次，他和83岁的母亲并肩战“疫”

因为理解所以支持，两代医生后顾无忧踏上征程

小时候听说母亲去战“疫”，郭全的担心都

会写在脸上。 这次，已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龙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的他，和83岁高龄

的母亲并肩站在了抗疫一线，郭全奋斗在武汉

雷神山医院，而母亲坚守在上海新冠肺炎确诊

患儿定点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月15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30位白衣天使随第四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出征

武汉雷神山医院，郭全就是其中一位。

郭全的母亲叫张灵恩， 退休前在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工作。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

都是诸如 “和蔼可亲的好医生”“宝宝经张医

生诊治很快就好了”等等温暖的留言。

这是位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上世纪70年

代，她参加中国援非医疗队，赴非洲多哥的洛

美医院援助，一去就是两年多，挽救了多名徘

徊在生死边缘的非洲儿童。2003年非典时期，

她是上海市抗非典专家组成员， 奋战在第一

线，获得“上海市抗击非典模范工作者”称号。

今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83岁高龄的张

灵恩， 被聘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小组顾问， 老太太再次 “出

山”，二话不说就站在了抗击疫情一线。

得知儿子要出征雷神山医院， 张灵恩没多

说什么，只是提醒他要注意防护。 儿行千里母担

忧，母亲怎能没有牵挂，只是身为同行 ，母亲比

任何人都懂得此刻家人的支持对儿子意味着什

么。 一对母子，共同抗疫，因为理解，所以支持。

此行，最令郭全牵挂和内疚的是家中妻儿，

最令他感动的也是妻子的理解。

郭全是70后，都说四十不惑，而这个年纪也

意味着夫妻双方都有高龄老人， 家中有年幼的

孩子。 郭全坦言，自己一走，家里的担子全压在

妻子一个人身上，辛苦可想而知。

妻子在给郭全的家书中写道：“作为家属，

你能够参与一线战‘疫’工作，我深感光荣，我会

照顾好一家老小，等待你凯旋。 ”正是妻子的理

解，让他后顾无忧地踏上征程。

如今，郭全在武汉，母亲在上海，身处不同

城市，却并肩战斗在同一个抗疫战场。

郭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很忙，忙得无

法像其他父母那样时刻关注和陪伴他的成长。

可是每次听友人或患者谈到母亲时那种由衷的

赞叹和感激，他又会深深为之感动。 耳濡目染，

他最终也走上了学医之路。他说：希望自己能成

为一位像母亲一样令人称赞的“医生”。这次，他

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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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进去打仗了，女

儿您帮我照顾， 万一我有什

么，她以后就做你的女儿，我

放心……” 这是同济大学附

属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队员、 东方医院心内科

医生李昕给女儿班主任发的

微信。写下这段文字时，她初

至武汉，面对全新环境、新发

病种，一时情难自禁。

2 月 7 日晚八点， 武汉

客厅方舱医院收治第一批患

者， 李昕作为打头阵的第一

班率先进入方舱。“我们手挽

手，比划着‘V’字，开着玩笑

相互鼓劲。 ”那时，大家内心

十分忐忑， 进入方舱后会面

临什么，没有人知道。

晚上 10 点左右，第一批

患者鱼贯而入， 李昕和同事

们严格按照标准询问病史 、

记录指标， 将轻型或普通型

患者收治入院。 忙碌几小时

后， 舱内终于稍稍安静。 不

想， 这静谧却是风雨前的宁

静。 凌晨 2 点 35 分，一位患

者突然呼吸困难， 血氧饱和

度只有 89%，须尽快转诊。

可深更半夜无法转诊 。

李昕小跑着回到病人床前 ，

此时他已无法躺平，肺部 CT

显示其两肺呈毛玻璃影。 所

幸，患者无基础疾病。舱内一

位护士长第一时间找来氧气

瓶，吸上氧后，患者情况有所好

转。 第二天，这位患者转院了。

由于种种原因， 在方舱

医院第一夜状况不断。 也是

那时， 她给女儿班主任发了

那条微信。 “两个小时不到，

涌进 350 位患者， 上千张床

位很快饱和， 当时是有些害

怕的。 ”回想那一夜，李昕很

坦然。他们是白衣战士，却也

是平凡的父母、子女。

“现在想想，稍显夸张了。 ”昨天，当记者拨

通李昕的电话时，她正忙着整理病例数据。 3 月

8 日，她所在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已正式休舱，

团队圆满完成任务，成功实现了患者“零召回”、

医护“零感染”、病人“零死亡”的目标。

回首在方舱医院奋战的 30多天，李昕说，尽

管充满紧张和压力，但更多的则是骄傲与感动。

李昕记得， 有一次她接班时发现一位患者

躺在床上啜泣。 原来这名女患者有一双年迈的

父母， 丈夫在酒店隔离， 读大学的儿子居家隔

离。 儿子不会做饭，她心急如焚。 李昕赶紧向社

区求助， 很快解决了孩子的吃饭问题。 过了几

天，女患者又来求助：“胰岛素快用完了，妈妈的

胰岛素也快没了。 ” 李昕立刻询问舱内各医疗

队，叮嘱药物调度员，最终找来了“救命药”。 拿

到药的那一刻，女患者愣了，当得知妈妈也有药

了时，她失声痛哭。 那一刻，李昕也红了眼眶。

武汉这座城市对于李昕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她说：“我的爷爷曾是武昌铁路医院 （现武昌医

院） 的院长， 奶奶胡佩兰则是医院的妇产科医

生。 ”2013 年，奶奶胡佩兰曾荣获央视“感动中

国”十大人物，“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

是药，给的是情”，这句颁奖词深深印刻在李昕心

中。也正因此，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她第一时

间报了名，“我心里装着那句颁奖词，这是我武汉

战‘疫’的座右铭，也是我从医的座右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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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很多人被一张照片触

动， 照片上，27岁的上海华山医院

麻醉医师魏礼群在对一名危重病

人气管插管时， 病人病情急转直

下，最终病逝。魏礼群瞬间崩溃，泣

不成声，他说：病人身后可是一个

家庭啊！ 站在他身后的同事，护目

镜也已模糊， 隔着隔离病区的玻

璃， 举起一张纸， 写着———“对不

起，他很难过，尽力了！！！ ”

这张照片的故事，发生在半个

多月前。魏礼群是上海华山医院第

四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2月9日

元宵后一天，他随华山医院医疗队

215人队伍出征武汉， 这支队伍整

建制接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

身为麻醉医生，魏礼群在新冠

肺炎患者的救治中承担了一项重

要工作———插管。对一个成熟的麻

醉医生来说，完成插管动作通常只

需要十几秒。 无奈的是，很多危重

患者连这十几秒也等不及。

照片背后的故事就是如此。当

时，一名67岁的危重病人出现炎症

风暴先兆，27岁的魏礼群在对他进

行气管插管时，病人的病情发展得

太快。魏礼群后来说，作为医生，他

不是第一次目睹死亡病例，但在武

汉，此情此景，一个生命在你面前

瞬间消逝，深深的悲伤、挫败感一

股脑儿袭来，“人会一下子崩了”。

那天走出病房，魏礼群忍不住

失声痛哭。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华

山医院第四批医疗队领队李圣青

主任来到他的身边，陪着。认清生死

残酷，依旧抱有对生活的热爱———

如果这是场战争，这是医师前辈可

以教给年轻人的“真实一课”。

之后的2月14日，情人节，魏礼

群在值夜班中度过。第二天他给妻

子写了封信，没有说这件事，但似

乎也说了：“有件事我没跟你说，我

们这次去的是ICU，接收的都是重

症、危重症的病人。 我们奔赴的是

最危险的战场，我还是这个战场里的‘冲锋队员’。 ”

就在2月12日， 华山医院麻醉科罗猛强医生在三

级防护下顺利完成光谷院区ICU第一例气管插管。 当

天大家就根据现状总结出一套插管“光谷方案”。 2月

14日，支援光谷医院的来自全国的各支医疗队及同济

医院本院的麻醉精英， 联合组建了一支服务全院的

“插管冲锋队”，魏礼群正是其中一员。

在魏礼群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的“亲密战友”。

光谷院区麻醉科高峰主任向大家保证：虽然麻醉科60

余名医护人员支援发热门诊及病房，留守的只有6人，

但在任何时间， 麻醉科室值班医生都会与大家并肩战

斗，一个电话即到。 每当准备插管时，杨萍医生总会叮

嘱助手：“推完药，就离我远一些，我这个区域最危险。 ”

“这里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 ”魏礼群在日记里写道。

3月9日， 是华山医疗队支援武汉同济光谷院区满

月的日子。 早晨，魏礼群结束了隔离区6小时的工作，准

备坐班车回酒店。在新一篇日记里，他记录了华山战队

一个月的“战况”：“2月9日奔赴武汉，2月10日开始接收

危重症病人，2月12日进行首例气管插管……2月19日

迎来第一位治疗后病情好转、转出ICU的患者，也就是

在这一天，我们坚守住了阵地，开始反攻。 ”

至今，华山战队接管的武汉同济光谷ICU共收治70

名危重症患者，进行气管插管53例，开展的3例ECMO

（体外膜肺氧合）病情好转后全部脱机，治疗好转出科

的已有8人。

同事们说，这名90后医生不爱哭，他其实很爱笑，

早已收拾心情冲锋在抢救一线。魏礼群在3月9日的最

新来信里写道：光谷一月，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群

哥”还告诉妻子：“有一晚，从医院回住所，居民区里高

喊着‘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大家齐声唱着

国歌，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这里的人民没有被疫情打

败，他们相信国家，相信组织，相信医生，相信最终一

定可以取得胜利。 ”

有一群人，在病毒肆虐之时，他们第
一时间选择了站在病毒和我们之间；

有一群人，当武汉需要支援时，他们
没有任何疑虑，立刻驰援当地，站在防疫
一线，勇敢无畏而又专业执着；

有一群人，当病人失去信心时，他们
想尽方法与死神对抗，并宽慰病人：“相信
我们，也相信你自己。 绝对不要放弃！ ”

他们，是让我们心安的“白衣战士”。

他们也是普通人，但面对病患，他们从来
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奔赴前线时没有
犹豫，因为挽救生命的渴望战胜了一切。

这场疫情，每个普通人都以自己的方
式加入了战斗，在“白衣战士”身边，在他们
身后，有他们的“战友”，也有更多普通人在
支持着他们。他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疫情暴发至今几十天来，暖心的故事
每天都在发生———

“我看不清你们，但要记下你们的名字”

“落日余晖医疗队”珍藏照片讲述“纸条阿姨”朴素心愿

一张陪87岁老年患者看落日的照片，让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刘凯医生“火”了。很多人说，照片上拍摄的是

夕阳，却仿佛让人看到了曙光。

动人的是，这支“落日余晖医疗队”还珍

藏着另一张照片， 这是一位病人在纸上写满

了医疗队队员的名字，刘凯的名字也在其中。

照片是中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党支部副书

记潘文彦护士长拍的。

“长期的住院，与家人的分别，不知自己

命运的迷茫 ， 令不少老人的情绪一度很低

落。”潘文彦与记者说起一位“纸条阿姨”的故

事，“每次当医护人员走进病区， 她总是一个

人闷头在纸头上写写画画。 医护人员与她说

话，她也总默不作声，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

患者情绪低落， 是起初所有医疗队都面

临的难题。 “再先进的治疗，也抵不过患者的

求生欲”，有医生这样说。

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潘文彦常故意来到

“纸条阿姨”身边的床位，与她的“邻居”聊天。

慢慢地，她了解到，“纸条阿姨”90多岁的母亲

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爱人也在其他医院接

受治疗。 一场疫情，打散了不知多少家庭。

治疗不仅在身体上，也在心灵上。中山医

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快速达成共识， 大家每天

进入病房，都会加倍关切老人家的心情，一句

句温柔的“阿姨，您今天好吗”“叔叔，今天感

觉如何”，终于敲开了很多患者的心门。

有一天，“纸条阿姨”终于和潘文彦说话了。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她问。

“从上海来，从上海中山医院来的。 ”

“你们都穿得一模一样，我也不知道你们

谁是谁，你把名字帮我写下来。 ”

潘文彦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令她意外的是，

有一天当她再度走进病房时，“纸条阿姨”拿出了

小本本，里面的一张纸上写满了名字。 “护士长，

我特别想记住你们的样子， 但你们都穿着防护

服，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自己的

本子上记下了每一位治疗过我、护理过我的医护

人员的姓名。 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一群最美丽的

人，等疫情过去，我要对着小本本认一认，我想带

着每一位好好看看武汉的美景。 ”患者说。

原来，就在2月9日，“纸条阿姨”的核酸指标

转阴了，她明白快要出院了，抓紧时间完成“重要

作业”。 她在纸条起首写下这句话：“亲爱的白衣

天使们，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动人的光芒。”

感谢“最美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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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瞬间，暖心的故事在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