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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郭俊峰

4日早上，苏冬菊准时来到武汉第
一医院开始一天的工作，昨晚睡的又
有些晚，眼睛布满了血丝。

进到隔离病房之前，作为第二组
的医疗组长，苏冬菊要结合受援医院
实际撰写诊疗规范、对病区内患者的
影像资料进行判读、监测患者病情并
为其制定个体治疗计划、检查和完善
病例和医嘱等等，把这些准备工作都
做完，换上隔离服进入病房。

苏冬菊是哈医大二院第二批支援
武汉医疗队进驻武汉第一医院的主任
医师，20多年的医疗经历让这个呼吸
科的老医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支援武
汉医疗队的医疗组长。

苏冬菊在抗疫前线承担了大量的
医疗工作，在隔离病房内与患者进行
沟通、病区大查房、组织抢救重患等每
一个重要的环节都有她的身影。16楼

病区二组的危重患、重患比较多，新冠
肺炎患者的年纪偏大，治疗难度高。
苏冬菊亲自为危重患者佩戴无创呼吸
机，为患者制定详细的治疗计划。在
二组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多名重
患摘掉呼吸机，有的已经治愈出院。

苏冬菊熟知病区内患者的疾病详
情、影像学特点，熟悉每一个患者的检
查结果及治疗方案。当查房时，苏冬
菊能毫不迟疑地说出每一位患者的名
字和病情，患者能从这里感受到哈医
大二院医疗队对他们认真负责的态
度，以及对他们的重视及责任。

2月28日，苏冬菊与我省第四批支
援武汉医疗队的10名队员一起面向党
旗庄严宣誓，在抗疫一线入党。

苏冬菊说：“在抗疫一线入党后，
我将更加努力工作，努力保证每一个
患者都能安全出院。”

苏冬菊在入党仪式后难掩激动的
心情。

苏冬菊“老”医生新党员
□文/摄 本报记者 郭俊峰

4 日，是医疗队来到武汉的第 37
天。和往常一样，进出武汉豪生酒店的
大堂门，总会看到肖蓉儿守在大门边，
敦促着每一个进出的人过来监测体温，
进行消毒。

我省支援武汉抗疫医疗队第一批
队员都笑称肖蓉儿是“女门神”。“甭管
你是谁，从我这走，不按程序消毒，不测
量体温，门都没有。”外表柔弱的肖蓉儿
干起工作那是一丝不苟。

作为我省支援武汉抗疫前线第
一批加入党组织的队员，作为一名
感控专职人员，肖蓉儿知道在疫情
没有彻底结束之前，自己身上的担
子还很重，她的工作就是守护整个
医疗队的安全。

肖蓉儿是感控专家，是站在抗疫一
线医护人员身后做守护他们安全的
人。在武汉的每一天，她和感控组的其

他成员都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快速
制定病区和驻地的疫情防控制度，建立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的培训和考核标准，
并在短时间里完成医疗队所有队员的
培训与考核工作。肖蓉儿和感控组的
队员们每天上午都准时到驻地各个房
间监督检查，12个楼层，142个房间，测
量体温，询问情况，记录数值；也会定期
到医院巡视，检查防护用品的储备，病
区的布局流程，细察疫情防控的风险点
和薄弱环节。

肖蓉儿说：“这些每天看起来单调、
重复、细枝末节的工作，其实才是决定
疫情防控的关键所在。当那些医护人
员冲在前线的时候，我们就是后方的守
门员，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求其
他，只要每一个白衣战士都能健健康康
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就是我们感控
人最大的安慰。”

肖蓉儿在我省第七批支援武汉医
疗队队员驻地进行感控培训。

肖蓉儿 驻地感控“守护神”

□文/摄 王永丽 本报记者 徐晓海

“请院领导放心，我坚决响应号召，
虽远在百里之外，血液分泌内科门诊明
日必正常开诊，我本人也坚决服从安
排！”这是鹤岗市人民医院医生朱振国
大年初一在单位微信群里说的一段话。

大年初一，正在方正陪父母过年的
朱振国看到单位群里发布返岗的消息，
他便坐不住了，向父母说明情况后，匆
忙订好了车票，收拾好行囊迅速返程。

“宝贝，爸爸要回单位‘打怪兽’，过
两天回来给你买你最爱的芭比娃娃，想
我的时候就发视频，我相信你一定会乖
乖听话的！”临行前朱振国拉着 7岁女
儿的小手温柔地说道。然而，这也成了
他对女儿说过最不算数的一句话。

37岁的朱振国，是鹤岗市人民医
院血液内分泌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
平时工作中，总是任劳任怨，发挥传帮
带作用。返岗后，朱振国主动请战支援

武汉，组织上综合考虑后，把他留在本
院的发热门诊。

每天他都要穿上不透气的隔离服，
一穿就是10多个小时，不敢喝水，还要
偷偷的穿上纸尿裤。因为他患有前列
腺增生，伴有尿频尿急症状。每次下班
已是深夜，他的身体都犹如散架子一
般。每当想到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年幼
的孩子，他都感觉心酸。也正是如此，
他将对家人的思念和亏欠全部化作前
行的动力。

在朱振国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共接
诊了 300余例患者，留观疑似病例 10
例，确诊 1例患者，并妥善完成相关检
查和转院。

2月28日，朱振国激动的举起右拳
向着鲜红的党旗宣誓。他表示，“中国
共产党预备党员”的身份是对他最大的
褒奖和鼓励，这也将是他担当奉献的又
一个开始。

朱振国即将投入新一轮工作。

朱振国“无情”医生的真情担当
□文/摄 吕艳茹 马勇

本报记者 李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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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7日，在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会议室
内，党旗高扬，誓言铿锵，身处抗疫第一线
的向中华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34岁的向中华是黑河市第二人民
医院医务科副主任，也是最先奔赴防疫

“战场”的“白衣战士”。大年除夕，疫情
带来的恐慌随着回家团聚的人流在全
国蔓延，向中华一直守在医院，生怕错
过了上级传来的指令，更担心急诊、发
热门诊会迎来疑似病人。他和妻子、儿
子在视频中完成了“阖家团聚”。大年
初二，全院医务人员放弃春节休假全员
上岗，向中华回家休整了几个小时又迅
速归队。

防控战役中，面对亲人朋友同事的

关心，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年
轻，累点儿没事儿。”可是疫情汹汹，身
兼全院医疗管理的向中华责任重大。
春节前夕，他就在办公室支起了行军
床，备足了泡面、饼干、矿泉水。市、区
两级政府以及两级卫健委的防控工作
会议在紧锣密鼓地召开，院里贯彻落
实的方案、措施、制度相继出台，一份
份文件网路传来，一桩桩工作迅速展
开。与内科专家探讨制定各类制度、书
写防控方案并下发、上报；把全院医生排
成一线、二线梯队启动发热门诊，环节流
程不容丝毫马虎；组织诊疗方案的更新
和培训；汇总整理接诊数据，每日上报，
时时更新；防护物资储备、发放、消耗，做
到心中有数时时报备，保障前线医护人
员防护到位；每日督导各个岗位执行制
度是否严格、操作流程是否合理……向
中华像转个不停的陀螺，连歇息的时
间都没有。

向中华在值守中。

向中华“我年轻，累点儿没事儿”

□文/摄 杨军 本报记者 刘晓云

近日，双鸭山市人民医院刘畅和
其他两名同事面对鲜艳的党旗庄严
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刘畅
是神经内一科护士，“90后”的她是第
一批进驻传染科的护理队伍负责人，
后成为专门护理确诊病例的责任护
士。

腊月二十九，接到紧急通知的
她，带领 19名护理精英，在院领导的
全力支持下，各个部门全力配合下，
从无到有，克服重重困难，仅仅 1 天
筹备，“发热门诊”便正式开诊。

从进入发热门诊那一刻起，她就
不停地统筹、分诊、布局，屡次让她休
息，她都笑着说：“我好着哪！”强行把
她拉去值班室休息，她还是会偷偷跑
出来，继续工作。

初三一大早，接班的护士长来
了，她猛然醒神已经四天了，在偌大

的发热门诊运动步数竟显示 6 万多
步。脱下被汗水打湿的防护服时她
竟然发现，鞋，脱不下来了！原来长
时间工作，不停地走路，导致下肢血
液回流差，脚瘀血肿胀成了“馒头”！

全市通报的首例确诊病例，作为
首诊护士，为了减少其他工作人员与
患者接触而被感染的风险，她带领两
名护理精英组成“三人专护小组”，一
对一负责确诊患者护理工作。

她服从安排，勇挑重担，从护理
负责人转化成专护，她又冲到了第一
线！24小时无缝隙延续护理，真正将
优质护理服务，做到极致；24 小时不
眠不休，只为与病毒争分夺秒！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选择
入党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选择了奉
献。我用入党表达上一线的愿望，用
实际行动表达毫不退缩的决心。”刘
畅说。

刘畅在跟同事表示一切很好。

刘畅 冲上一线的“先锋官”

□文/摄 仇建 本报记者 吴利红

“在防控一线，我加入中国共产
党，感觉肩上责任更重，使命感更
强。”正在哈尔滨机场忙着给旅客复
测体温的消防护卫部急救中心医生
郭嘉欣说道。

郭嘉欣快步走时，右脚有点瘸，呈
“外八字”状。“右脚受伤一个多月了，医
生让我去复查，一直也顾不上，等疫情
过去了再说吧。”郭嘉欣说。

今年29岁的郭嘉欣在哈尔滨机场
急救中心工作了三年，平日里在急救中
心坐诊、处理旅客求助。郭嘉欣的丈夫
也是一名医生。当疫情来袭时，郭嘉欣
与丈夫双双投入到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家中的两岁女儿无人照看，只能交
给年近七旬的奶奶照料。郭嘉欣的父
亲身患重疾，生活无法自理，母亲也身
体不好。大年三十晚上，奔波于单位和
家庭的她，不慎受伤，被诊断为右脚小

趾骨折。
医生建议，郭嘉欣为骨折的脚趾打

上石膏，郭嘉欣知道脚趾打上石膏拄拐
就无法再走路，也无法投入到疫情防控
一线。面对春运保障和防疫工作的严
峻形势，郭嘉欣受伤后的第二天坐着
轮椅出现在疫情防控一线上。“脚趾
受了伤，我还有双手呐，可以做许多
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坐诊解决旅客
的难题，还可以坐在轮椅上为旅客测
体温。”郭嘉欣坚定地说。坐在轮椅
上的郭嘉欣，平均一天为多名旅客近
距离复测体温。

2月 15日，郭嘉欣站在党旗下庄
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的追
求，今后我一定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让刚刚宣读过的入党誓言，成为激励
我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动力。”郭嘉欣
表示。

郭嘉欣庄严宣誓。

郭嘉欣 坐着轮椅为旅客测温
□文/摄 许薇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2 月 26
日，在神州北极漠河，把守最北疫情
防控大门第一关的“守门卫士”杨
磊，在工作岗位上参加了简短而庄
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杨磊是大兴安岭漠河市交通运
输局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响后，他迅速返岗，主
动请战，第一时间带领工作组奔赴
京漠公路疫情防控检查站岗卡一
线工作，牢牢把住漠河城区“第一
道门”。

“您好，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途
经哪些城市？”“给您测下体温，感谢
您的配合。”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个进
出城的车辆和人员，这样的话语，杨
磊每天要重复无数遍。“我们岗卡是
京漠公路进入漠河的第一关，我们

必须严格把关，守护身后这座城！”
杨磊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

坚持 24 小时值守，带领队员在零下
30 度的严寒下进行车辆排查，拦停
所有过往车辆，对车辆、人员进行检
查、消毒、体温检测并做好现场处置
工作，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测”，
认真做好记录及劝返工作，实现防
疫管控全覆盖，为全市人民筑牢战

“疫”第一道“防火墙”。
日常执法工作的同时，杨磊还

为大家做好后勤保障，为检查站岗
卡拉照明电线、去市里拉取暖烧
材、用 50 斤的大桶装水运到岗卡保
障用水……同事看他每日连轴转，
都劝他回家休息一下，他总是委婉
地拒绝：“交通防控是全市的第一道
屏障，岗位需要我就不能放松片刻，
这也是申请入党时的誓言！”

杨磊在工作岗位上参加了入党
宣誓仪式。

杨磊 战“疫”中的誓言

□文/摄 本报记者 贾红路

“谁都想回家过一个好年，但我是
医务人员，疫情来了我不能退缩。”除
夕之夜，鸡西市鸡冠区医院护士长芦
艳秋在安顿好年迈的父母后，第一时
间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面对病毒，避险是第一本能；而冲
到第一线，是职业精神的召唤。疫情
发生以来，芦艳秋坚持奋战在抗疫一
线，哪里有需要就义无反顾的冲向哪
里。因在抗疫前线表现突出，今年 2
月，芦艳秋被正式确定为疫情防控期
间火线入党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1975年出生的芦艳秋在护理岗位
上工作20余载，有着丰富的临床护理经
验。在进驻鸡西虹竹宾馆隔离点后，芦
艳秋与同事三人一组，为隔离人员近距
离开展医疗服务。这些工作看似琐碎
却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次进行全面
消毒操作，宾馆里4层楼里的每一个房

间，每一处角落，都必须严格按规定操
作一丝不苟。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芦
艳秋还要对被隔离者的体温、身体情况
和心理情绪进行了解、观察、疏导和记
录。经常是一天24小时连续运作，芦艳
秋和她的团队一起，既是医师，后勤服
务员，信息联络员，又是思想指导员，更
是大家信赖的家人。汗水化成了护目
镜上的水汽，防护服带来种种不便，依
然没有阻挡她们前进的脚步。

在隔离点里工作，她自己也成了
被隔离的一员，家里人惦念她，送来了
洗漱用品却无法靠近，只能电话联系
后，悄悄将物品放到路边，远远的看着
她走过来，又走回去。

作为鸡西市防疫一线队伍中的普
通一员，芦艳秋说：“抗击疫情工作虽然
艰苦，但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医务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艰难时刻
挺过去，必会迎来繁花盛开的春天!”

芦艳秋在给电梯消毒。

芦艳秋“疫情来了我不能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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