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来没有一个春天让人如此期待，从来没有一种迎接让人如此
热切。4月 6日、4月 12日，我院 10位参加浙江省援武汉医疗队员
胜利凯旋，分两批平安返回嘉兴。
欢迎仪式上，警车开道、铁骑引路，大巴车缓缓驶进嘉兴市行政

中心，干部群众、家属同事列队欢迎，翘首以盼，一面面飘扬的旗帜，
一束束载誉的鲜花，一张张期盼亲人回家的脸庞，迎接白衣战士的
胜利归来。当一位位医疗队员从车上陆续走下时，迎接的干部群众
热烈鼓掌，市领导亲切慰问并献上鲜花。
在欢迎仪式结束后，院党委书记钱钢、院长姚明等全体领导班

子向援鄂白衣战士赠授院旗。一面面由院领导签名，并印有“驰援抗
疫、不辱使命，百年嘉一、骄傲有你”的院旗被郑重交付医疗队员，象
征着“百年嘉一”精神在新时代“嘉一人”手中传承庚续。

去无畏袁嘉医援鄂曰归无恙袁战功赫赫
陶峰、金琴、王荣、黎梦笋、黄娟、姜泽伟，6位白衣战士所在的

浙江首批援武汉医疗队在武汉连续工作 57天，收治患者 293人，累
计治愈出院 252人，是目前我省援鄂医疗队中时间最长、工作量最
大、收治危重症患者最多且出院人数也最多的队伍，荣获省委省政
府授予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先进集体”称号。他们
于 1月 25日（大年初一），挥别家人、同事，奔赴武汉前线，1月 27
日进驻武汉市第四医院，整整鏖战 57天。在这 57天里，努力克服种
种困难，全力救治患者，科学防护，顺利完成任务。在最艰难的时刻，
六位白衣战士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以百年“嘉一”之仁爱，筑起抗疫
最前线的钢铁长城。
莫道春光难揽取，阴霾过后艳阳天。在武汉鏖战 49个日夜、转

战 3个方舱之后，张明、吴薇、沈佩华、虞超勤四位白衣战士，与浙江
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的战友们，以使命担当诠释医者大爱，交出了
一份写满拼搏与汗水的答卷———累计经管新冠肺炎患者 1282人，
累计治愈出院 1067人，并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用医者仁心袁书写最野动人冶战疫故事

作为一名医生，在这场疫情面前，全力以赴救治病人是我应该
做的；而作为党员和支部委员，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始终冲在
最前线，更是我要给同事们作出的表率。

在武汉，让我最为感动的那天是 2月 19日。那天晚上查房，一
对老夫妻在病房中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道：感谢浙江医疗队。
老爷子久久不愿意放开手，我想他是真的发自内心。他说，他最初
以为这次是回不去了，每喘一口气都当成最后一口，每一口气都让
他绝望。而浙江医疗队的到来，让他的病情逐渐好转，每一位浙江
医生亲人般的关怀，每一次查房仔细的询问和亲切的问候都让他
有了坚持的信心。尽管看不见我们的模样，但在他心中，我们都是
最可爱的样子。老爷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生命是如此的坚强，只
要你我都不放弃。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2月 4日那天我心情巨好。因为可
爱的熊叔出院了。第一次见到熊叔是浙江医疗队接管病区的第一
天，他鼻导管吸着氧气，讲话有点吃力，但还不忘感谢我们，竖着大
拇指说：“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给我们送来了温暖，给我们带来了
希望！”熊叔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的心态极好。每次进病房都会主动
跟我们打招呼，“姑娘晚饭吃了吗？怎么还没吃饭啊？人是铁饭是钢，
我们有事会叫你的！没事你赶紧吃饭去吧！”
有一次，我巡视病房老远就听到熊叔的声音：你要相信浙江的

医生护士，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原来熊叔病情好转以后就闲不
住了，当起知心大叔安慰新来的病友呢！
在熊叔出院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说：“我们会想你们的！哦对了，

我们加个微信吧！下次我和张阿姨带你们去看武大的樱花！”就这
样，我成为了熊叔朋友圈里的一员。

起初，凭着职业使命感，我第一时间申请援汉，成为了“逆行
者”。无所谓牺牲几许，无所谓荣光几何，只为了最初的誓言与信
仰———我是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不辞艰辛。一路走来，付出的是

辛劳的汗水，刻下的是青春无悔，收获的是满满的感动和人间大爱。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更是英雄的人民。援鄂期间，

我亲眼见证了武汉人民经历的苦痛，看到他们的艰辛与不易，也被
他们深深地感动着、温暖着。时至今日，与其说我们温暖了武汉人
民，不如说我们被他们温暖了。在这里，有长路辗转，有离合悲欢，有
同心坚守，有共克时艰，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这是值得我铭记的一
段挥洒青春的岁月。

防护服“重甲”压迫，N95嵌入双颊，护目镜蒸汽弥漫，每当我为
病人执行完常规的治疗护理、生活护理之后，汗水黏稠地分布在全
身每一个角落，体能消耗带来的疲惫感令呼吸备受煎熬。但想到我
的每一份努力都能换回一名患者生的希望，我亦心甘情愿履行这份
医者担当。我护理过一对患者夫妻，因性别差异，他们不能住在同一
间房，尽管每日思念彼此，却仍然严守规定，每天只能通过视频见
面，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相约战胜疫情之后去看武大樱花烂
漫。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我坚信我们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坚强、善
良和勇敢，也让我怀着对党和国家毫无保留的信任，斗志昂扬、一往
无前地完成了支援武汉任务。

在武汉抗疫一线，我不仅是护士，也承担了护工和家属的多重
身份，不光光要做好护理工作，更要给予患者生活上的照顾和心理
上的抚慰。有个老奶奶 80多岁了，身体非常虚弱，刚开始我们都担
心她挺不过去，每次喂饭时，都跟她说，能吃就多吃点。我们看着她
住进来，从鼻导管吸氧到上了高流量吸氧机，又看着她慢慢好转，给
了我很大的感触，她的意志力很强，也非常配合治疗，能吃都会多吃
点，再苦的中药，仰仰头也要喝下去。她有个习惯，肚脐眼上要放点
东西，但病情严重时，没有力气说话，每次帮她做好护理，我都会跟
她说：“奶奶你不用说话，留着力气用来呼吸、用来吃饭，你别担心，

我都知道。”然后我会把餐巾纸放在她的肚脐眼上，她就伸个大拇
指。这是我在武汉最大的感动，我懂你，你信任我！

大年初一，我来到了因疫情被封城的武汉，道路上车马萧条，空
空荡荡，而医院内却是人满为患，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
满满的对生的渴望。这 57天里的每一个班我都是穿着闷热的防护
服，带着三层手套，护理着新冠肺炎病人，打针注药、喂饭擦身、翻身
拍背、协助如厕。所有的日常照料、护理操作都由我负责，因为我是
唯一能陪在他们身边的人了。这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奶奶，她每天到深夜总是会喊着肚子饿，我每次值班都会
给她泡一杯米糊，让她安静入睡。她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我离开武
汉的时候，她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也许她不会记得我，但是我会为
她感到高兴，祝福她。

57个工作日，1368个小时，我的记忆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我
参与救治了 100多位病人中，每天听着他们带有武汉口音的普通话
令我最为开心，因为他们又挺过了一天。

2月 9日，早上 6点左右，我接到通知后快速收拾了一个小箱
子，带着妻子的叮咛、父母的思念、儿女的祈盼，动身来到了武
汉———这座有着我曾经同学、朋友的城市。
在支援武汉的 49天里，我所在的队伍主要在方舱医院从事医疗

救治工作———我们是浙江省援鄂医疗队首批开舱队伍。犹记得 2月
16日，我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护送患者外出 CT检查。往日医院内
司空见惯的外出陪同检查，在疫情期间套着层层防护装备下的我们，
着实有了难度。不熟悉外界周围的环境，方舱内外温度差异大，如何
保证患者的安全？作为医疗小组长又是党员的我，保护好病人责无旁
贷。外面的冷风缓解了身穿防护服的闷热感，也催促着我前进的步
伐。好在检查顺利完成，看到影像的那一刻我和病人都非常激动！
转战 3个方舱医院，参与救治 1000余人，“不让轻症转为重

症”，就是我的信念。

2020年注定是让历史铭记的一年，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
国上下为之奔忙，各地医护纷纷奔赴武汉。2月 9日那天，我带着满
腔热血，随浙江第三批医疗队来到武汉。

方舱医院，是我从未了解的一种救治模式，但它确实是“救命之
舱”。在这特殊的时期，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更多的可能。物资
间、清洁区虽已成形却还需要整改，在紧迫的时间里，我们争分夺秒
地完成规划分区。我还清楚地记得，初次收病人时面对一批批迎面
而来的患者时的那种紧迫感，也记得入住方舱的病人每一个或可
爱、或忧愁、或坚毅的目光。

3月 8日，司机师傅为我们送上了一份别样的礼物———让我们
在车上一览了武汉人引以为傲的黄鹤楼以及长江大桥。那巍峨的楼、
宏伟的桥带给我深深的震撼，而司机师傅的暖意拂去了我夜班的疲
惫。踏上归程，只是距离的变化，让人感动的武汉，我还会来见你！

在武汉的 49个日夜，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护士，做我能做的事。
驻地酒店的工作人员们与我们一样，放弃与家人团聚，冒着被感染
的风险与我们共同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

印象最深是一位酒店的小哥哥，他穿着隔离衣、戴着护目镜。虽
然看不清他的模样，但我能辨认出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每当我们
下班回到酒店，他总会在酒店门口都为我们喷雾消毒，外套、拎袋、
鞋子、甚至连鞋底也不放过。他尽职尽责为我们做好保障，无怨无悔
地为这座城市贡献着他的力量。每次跟他说谢谢，他都会说：“你们
最辛苦，谢谢你们。”

此时此刻，我们度过了最黑的夜，迎来了春暖花开，感谢所有全
力抗疫的勇士们。

49天，7个 7天。我辗转 2个区，经历 3个方舱医院，有缘结识
了 1282位武汉人并与之共同战疫，90后的我把所有对于传染病的
第一次都献给了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

记忆轮回中满是怀念，那是第一个方舱正式开舱后的第 10个
小时———我的第一班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着防护服进入方舱工
作，内心也很忐忑。后来保洁阿姨进来，我发现她比我更忐忑。于是，
我顿时明白这一刻要做的是什么。帮助她、安抚她、鼓励她，随着一
层一层的防护服穿戴，阿姨的忐忑减少了，我们共同完成第一次逆
行，而我也更坚定了信念。

战疫时刻，忘不了酒店员工的辛勤付出，放不下司机师傅的日
夜坚守，剪不断公益 T恤牵起的缘分，更割舍不下所有人的坚强！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都是一家人！

前线全力以赴抗疫袁后方千方百计保障

作为本市传染性疾病诊治定点医院，医院自疫情暴发以来全力
做好防控和救治工作，在同样急需大量医疗物资和防护用品的情况
下，千方百计筹措物资，为前线战友做好紧缺物资保障，多次寄运医
疗物资和生活用品供应前线。同时，全面落实对援鄂队员家庭的关
爱，院领导多次上门亲切慰问。除了医院的全方位保障，各级政府领
导的关怀慰问，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鼎力支持，都让在前线鏖战
的“嘉一人”感受到了来自家乡的关怀关爱。

在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刻，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
主动请缨、勇敢逆行，心向阳呵护生命，追春光情暖河山，为全国抗
疫胜利奉献力量，荣耀了白衣，骄傲了“嘉一”。

去时冬寒袁归来春繁袁野嘉一冶援鄂白衣战士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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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以来，在全国人民的齐心抗
疫和医护人员的全力以赴
之下，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然而，国外疫情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外防
输入”已经成为目前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防控疫情的“主
战场”也逐渐转移到了国境口岸。嘉
兴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王振护师、放射科
马家华护师分别于 3月 8日、3月 20日出发前往上海口岸协助开展
入境健康管理工作，并于 4月 6日圆满完成任务撤离，经隔离休整
后，今日（4月 21日）返嘉。
外防输入战场上袁活跃着野嘉一人冶的身影
洗手、摘护目镜；洗手、拉开防护服的拉链、从内侧往外翻卷防护

服；洗手、摘下口罩……这是每天下午都会在浙江驻沪工作组的驻地
酒店里准时上演的一个场景。“考生”是浙江驻沪工作组的工作人员，
“监考官”之一便是王振。

除了对工作人员开展防护用具穿脱培训、考核，王振要做的工作
还有很多。刚到口岸不久，王振就在现场巡访的基础上，协助工作组
制定了包括二次预检、个人防护、工作人员健康监测、驻地管理、应急
事件处置等流程及制度。期间，王振还经历了两次紧急增援事件，有
一次一批 200人左右的乘客交接，接到通知是晚上九点钟，正在参加
会议的他急忙赶到到现场，一直忙碌到凌晨三点才结束工作。
参加指挥部会议，做好会议记录并传达给医疗组成员；24小时

待命，随时去现场增援；工作人员健康监测、记录汇总；每日现场督导
感控情况，手卫生、防护用品穿戴等；与其它部门交流沟通，协调保障
后勤物资；协助医疗物资接收、搬运……早上七点钟起床，工作到凌
晨在这里成为了常事。3月 26日是王振儿子一周岁的生日，也是人
生第一个生日，等到晚上近 10点他才有时间匆匆通过视频看了一眼
儿子，之后继续投入工作。
“口岸的工作内容和环境都与医院里有很大不同，要特别感谢驻沪

医疗队姚强书记、孔文明主任给予的指导，医院护理部刘学英主任以及
护士长张美琪、徐笑月等各位老师给我的远程指导帮助。”王振说。

为家乡把好大门袁让游子感受温暖
作为第二批抽调上海，负责机场境外来浙人员转运医疗保障工

作的医护人员，马家华一落地便迅速投入工作。对所有境外回浙江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旅客转移之后的现场环境消
杀、监督指导运送司机的防护措施……重复繁杂的工作他没叫过一
声苦。
一开始到口岸工作时，旅客较多，每个班次接待旅客三四百人，

工作量非常大。在面对大批不知道是否为感染者的旅客时，说不担
心、不害怕，那都是假话。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旅客们相处的点滴，
让马家华改变了想法———有一班次的旅客，不吃不喝，坐了十几个小
时的飞机，到了浙江的服务点，经过一系列防控流程确认体温没有异
常后，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矿泉水和面包，并且告知之后的流程。
有一位旅客热泪盈眶地说：“还是国内好，还是浙江好，回来了心里踏
实多了。”
“其实我们不只是为浙江把好大门，也是为了让回来的人能够感

受到来自家乡的温暖。”马家华说，“大家的信任让我心有触动，而我本
身具有隔离病房工作的经验，工作逐步上手后，慢慢的也就不怕了。”
在上海口岸，他们严阵以待，不敢有丝毫懈怠，只为守好国门，保

护国内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向好局面，也
是保护嘉兴的每一个
“你我”能够安心的复
工复产、恢复生活秩
序。在外防输入的第
一线，王振和马家华
用辛勤和汗水展示
“嘉一人”的担当与力
量。
欢迎回家！你们

辛苦了！

严防境外输入袁
奋战在国门一线的他们回来啦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