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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白莹

俞芃

崔敏

２０２０年春天，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护士崔敏积极向领导请缨， 要求去武
汉支援。 “作为首都医务工作者， 在
重大疫情面前， 我义不容辞， 责无旁
贷 ！” 她写在请战书里的话语异常坚
定。 服从领导安排， 虽然最终没去成
武汉， 但她成为了宣武医院第五批支
援小汤山定点医院的医疗队员。

背起早就收拾好的行囊， ２０２０年3
月15日， 她与来自首都医疗战线的医
务工作者一起进驻小汤山医院。 兵贵
神速， 当天到达驻地之后， 没有休整，
大家放下行李立即投入工作。 崔敏和
队友们负责1-6病区 。 “所有医护人
员分工合作， 各司其职， 布局整理病
房。 统计设备、 设施、 医疗用品数量，
规划使用。 设计制定工作流程、 拟定
病房前期安排， 准备接收有症状需要
筛查人员。” 崔敏告诉记者， 这里从一
无所有， 到具备一整套完整的医疗护
理体系的传染病房， 仅用了两天。

启用小汤山医院， 主要用于境外
来 (返) 京人员中需筛查人员、 疑似病
例及轻型 、 普通型确诊患者治疗 。
２０２０年3月17日， 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机
场转送过来的旅客。 在护士长的统一
安排下， 崔敏负责对旅客进行核酸检
测 、 静脉采血 。 并对他们进行宣教 、
环境介绍， 解决困难， 为入住旅客协
调解决生活用品。

“整个医院一天最多时， 入住量

达到了390多人， 我们1-6护理组一晚
上最多收治 27人 ， 其实满床就是 27
张。” 崔敏的工作异常忙碌。 根据疫情
防控的要求， 做好解释、 安抚患者的
情绪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嗓子说干
了、 说哑了也是常事儿。 “穿着隔离
服， 戴着口罩和满屏带雾气的护目镜，
呼吸也会受到影响， 有时会感到胸闷
憋气。 长时间不能饮水也使嗓子干燥
难忍， 说话也费力。” 纵使这样， 她仍
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各种问题。 她
说： “患者本身内心就很脆弱， 要给
予最大的心理安抚， 给他们信心。”

“虽然工作时有点累， 但当返京
人员对我们的服务表示感谢的时候 ，
我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 崔敏
说。 有一位阿姨， 前后给她做了6次核
酸采集， 结果均是阴性， 但是胸部CT
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 一次次核酸检
测， 阿姨都很配合， 她说： “谢谢你
们了， 你们太辛苦了。 每天穿着厚厚
的防护服来给我治疗， 我一定配合你
们。” 能得到患者的理解， 心里很是安
慰， 崔敏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采集核酸时， 患者咽反射刺激的
咳嗽， 还有气溶胶， 对于一线医护人
员来说， 是风险很高的操作。 “我一
直在琢磨怎样才能降低这种风险， 又
能提高准确率， 就想设计一套新型防
护装置。” 崔敏把想法跟宣武医院神经
内科护士长常红说了， 在常红的远程

指导下，他们设计了一种具备防护功能
的咽拭子采集装置和防护装置。 “申请
的专利已经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
批和授权，希望这套装置能尽早投入使
用，为医护工作者提供更多的防护。”提
起此事，崔敏话语里充满了自豪。

每天两点一线的工作与生活原本
是压抑的， 喜欢画画的她， 利用休息
时间， 用手中仅有的几支普通的签字
笔和一卷卫生纸， 记录了自己在小汤
山医院的点点滴滴。 她说， 想借用这
幅手卷 ， 画出 “山河无恙 ， 人间皆
安”。 她还在防护服上画上鲜艳醒目的
花朵， 玉兰、 梅花、 牡丹……护士们
穿上了 “最美” 防护服， 病区也增添
了一份轻松和欢乐。

从２０２０年3月15日出发到4月28日
小汤山清零， 崔敏坚守了45天。 “经

历了感动，经历了成长。 ”她说。 回到原
本的工作岗位后，在日常护理患者的同
时， 她和几位从抗疫一线回来的同事，
一起为其他同事传授核酸采集经验 ，
还负责神经内科患者住院的疑似排查
和出院患者的必查核酸， 直到同事们
都能熟练而又准确的进行采集工作。

２０２１年， 疫情进入常态化， 崔敏
正在参与负责神经内科本院职工每月
一次的核酸采集工作， 还有日常工作
环境的物表消毒擦拭 。 “疫情不止 ，
我们抗疫不息。” 崔敏坚定地表示。

“疫情不止，我们抗疫不息”

崔敏， 女， 42岁， 宣武医院神经
内科， 护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抗击新冠肺炎 “最美逆行者”。

小档案：

俞芃， 女， 47岁， 中共党员， 北
京市回民医院脑病一科 （重症监护室）
& A级一病房主任， 副主任医师 ， 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小档案：

“寒冬已逝 ， 相信春天就在眼
前。” 这是俞芃写2021年工作手账本上
的一句话。 记得2020年1月初， 当举国
上下为即将到来的春节而沉浸在欢乐
中的时候，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正悄然
来袭， 打乱了所有的安排。 俞芃参与
过2003年非典的医护工作， 凭着职业
的敏感性， 她退掉了原本出游的车票，
开始不厌其烦地在科室交班会上强调
“戴口罩 、 勤洗手 、 做好个人防护 ”，
强调工作人员在病区正确佩戴口罩 ，
严格探视管理、 加强进入病区人员的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2020年1月下旬， 俞芃所在的北京
市回民医院被指定为西城区新冠肺炎
定点救治医院。 “我作为第一批进入
隔离病房工作的团队队长， 开始了紧
张的筹备工作———立即转移原有病房
患者、 将普通病房改造成符合传染病
防控要求的隔离病房、 组建进入隔离
病房工作的人员团队、 开展全体人员
的院感防控培训、 建立隔离病房工作
制度和流程、 制定新冠肺炎救治方案、
申报防护物资和设备需求……” 俞芃
告诉记者， 这所有一切都是在短短一
周的春节假期内完成的， 她实在无暇
陪伴家人。

记得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来院的
时候， 俞芃带领团队按照既定的制度
开展救治工作， 并根据工作需要不断
调整完善相关流程， 给予了患者及时

有效的治疗和安抚， 得到了患者的认
可。 在救治新冠患者的过程中， 她不
仅带领团队成员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
治疗方案， 坚持 “一患一策”， 同时还
特别关注患者饮食和心理， 设计了药
膳食疗处方， 并及时请心理医师对患
者进行心理干预， 在治疗后期开展中
医外治疗法， 带领患者做 “八段锦”、
呼吸康复操等等。

在她和同事们共同努力下， 22名
新冠肺炎感染者康复出院。 在隔离病
区救治的初期， 很多患者从不理解不
接受到被医护人员深深感动。 其中有
一位50多岁的患者， 刚来的时候情绪
烦躁， 无法配合治疗。 随着治疗的推
进和与医护人员交流的逐渐深入， 改
变了他对疾病的认知， 增强了治愈疾
病的信心， 同时也越来越了解和尊重
医护人员 。 伴随着病情的逐渐好转 ，
临近出院的时候， 他还给全体医护人
员读了自己写的与疾病斗争的诗歌 ，
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因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突
出表现， 俞芃被党中央、 国务院、 中
央军委联合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称号， 这个荣誉不仅属于
她个人， 也属于回民医院新冠肺炎定
点救治医院团队的每一名医务人员。

2020年3月底， 随着疫情的有效控
制北京市回民医院顺利完成了定点医
院的救治任务， 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并没有停止， 俞芃又带领医务人员
迅速组建了西城区第一个核酸检测团
队， 高效完成了境内高风险地区人员
返京、 境外人员进京返京、 新发地局
部疫情等小规模疫情或疑似散发病例
的核酸检测以及重要会议活动疫情防
控保障的核酸检测工作。

2020年8月8日是俞芃和先生结婚
20周年纪念日， 但为了让更多的医护
人员熟练掌握疫情防控工作与流程 ，
她主动放弃了带孩子重走蜜月旅程的
计划， 随西城区卫生健康委精准扶贫
喀喇沁旗帮扶医疗专家团队， 到内蒙
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开展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对口帮扶支援工作。

“记得当时，我爱人带着孩子驱车
将近400公里到内蒙古与我相聚时，我
都蒙了。 ”俞芃说，虽没有美酒鲜花，却
过了一个别样的纪念日。当看到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时， 她为能参与
到这个伟大的攻坚战并做出自己的贡

献而自豪。
进入2021年，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成为开年防疫的工作重点， 俞芃作为
区属医院救治专家组成员， 又积极投
入到疫苗接种现场医疗救治保障工作
中， 全程参与了新冠肺炎从治到防的
全过程，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医者的誓
言———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

一年来疫情防控的脚步不曾停歇，
带着对职业的热爱和尊重，带着领导的
信任、同事的支持、家人的理解，俞芃用
共产党员的坚守和担当，在救死扶伤的
路上继续前行。她说，疫情下爱的坚守，
让我们迎来了一方晴空……

疫情下爱的坚守，迎来了一方晴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