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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大 医 初 心

随着“七一”即将到来，庆祝
“建党百年”的图标在很多地方被
点亮。看着红彤彤的图标，我时常
不由自主地想起去年在江汉方舱医
院担任院长的日子，仿佛是那段经
历，才让我这名老党员真正学懂弄
通了“万众一心”这个词，并开始
信仰我的“信仰”。

方舱医院是落实“应收尽收”
方针的关键之举，建于武汉疫情最
为严峻之时。江汉方舱医院，是首
批建设的三所方舱医院之一，由武
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而成。在接到
担任江汉方舱医院院长的任务后，
我立即同胡豫院长来到这里了解改
建情况，我们在现场的第一个感受
就是：这里条件极其简陋，实在不
适合建一所医院——整个方舱里面
就是一个大平面，却要开设 1600
张病床；室内的厕所蹲位在只有十
几个，连盥洗的地方都没有；方舱
医院定位于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
者，按照规范，传染病医院必须设
置“三区两通道”，但在这里，医
务人员的工作区和缓冲区，也没
有。可以说，方舱医院是一个新生
事物，面对它，我们都很茫然。但
我们没有推卸任务，我们深知自己
肩上的责任：尽早收治患者，更

快、更好地结束疫情。
方舱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主要来

自从各省市紧急调派的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队及护理队。他们临危不惧逆行
出征，也是为了更快结束疫情。但也
正因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医院甚至
不同的科室，每支队伍的工作习惯都
不一样，因而在工作之初，还有很多
不同的意见或建议。作为院长，我
想，此刻“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应
是首要。于是，我召集全体领队会
议，言简意赅地提出要求：方舱医院
是以天为单位存在，以小时为单位来
工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回头，
定下来的事情只能顺着做，大家的想
法有偏差可以提意见，但是我希望提
意见的同时提出建议，没有建议的意
见就不要提了。在这之后，各支医疗
队都很配合，很支持我的工作，让我
特别感动。

首批方舱医院于2月3日晚上开
建，2 月 5 日晚上就开始接诊病人。
我至今仍然记得开诊的那天晚上，武
汉下着大雨，刮着大风，天气特别
冷，简直可用“凄风苦雨”来形容。
病人从转运车上下来，大都神情茫然
地走进方舱，就像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一样。我知道他们的茫然在于，不了
解究竟什么是方舱医院，在这里能不

能被治好，自己会不会被病情更重的
患者传染而加重病情。说心里话，对
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心里也没底。但
我感动于患者为了不传染家人或其他
人，愿意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方舱医院
接受治疗、隔离。我知道，他们也想
尽早结束疫情，所以选择待在条件如
此简陋的场所里。

当时，个别方舱医院在开舱的第
二天就因为患者发泄情绪而引发了舆
情。但并没有因此诱发群体事件，恰
恰相反，舆情启示我们在方舱医院创
新地开启了一种管理模式——方舱自
治。我们呼吁方舱医院里的党员、教
师、公务员等群体站出来，担任方舱
医院的志愿者，也即“方舱管家”。
他们协助医护人员分发食物及生活物
资，开导心理压力较大的患者，还动
员身体条件允许的患者开展集体活
动，如跳广场舞、参加读书会等等。
所以后来，全国人民都从媒体上看到
了方舱医院的一派祥和。那段时期的
医患关系，也是我见过的最和谐、美
妙的医患关系。

决定开展方舱自治之后，我们在
方舱医院舱里挂起了党旗和国旗。有
一天，我出舱的时候，看到通道里的
两面大大的、鲜艳的旗帜，突然一下
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在国旗下。

我在国旗和党旗下仰视驻足了好
一会儿，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并想起
在方舱医院里经历的一幕幕：为什么
老百姓很茫然，但是国家一动员，他
们会走进方舱；为什么我们医务人员
也很恐惧，但是国家一要求，我们也
进了方舱……这两面旗帜给了我们答
案——国旗下意味着一个家，就是国
家。我们每个公民，在委屈、痛苦、
无助的时候，首先想到要来家里疗
伤，我们相信这个家，所以这是国旗
的含义。而党旗所向就是我们的方
向，是家里的主心骨，所以在方舱里
会有争先恐后站出来的党员志愿者，
他们以成为“方舱管家”为荣。

方舱医院最终以“零死亡、零感
染、零回头”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是
包括医护人员、患者、公安干警等所
有参与方舱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
是万众一心的力量呈现。如果用一句
话来总结我在方舱的这段经历和感
受，我觉得应该是：要相信你的相
信，信仰你的“信仰”，党旗和国旗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象征，而是实实在
在存在，有它们存在，我们现在和未
来的奋斗与前行，都无比坚定，都有
了方向和力量。

（孙晖系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
记、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信仰“信仰”的力量
口述/孙 晖 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

37年的职业生涯，我有17年是同艾滋病
防治打交道的。一路走来，我不仅见证了艾滋
病护理事业的发展，更见证了为这一特殊群体
奉献特别爱的集体逐步壮大。

回想起我院成立艾滋病科之初，大家都在
私下议论，唯恐被安排到艾滋病科。当我看到
一个个艾滋病确诊患者因为得不到专业的治
疗，很无奈地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任由疾病
的发展甚至等死，我想：“作为传染病定点收
治医院，如果专业人员害怕甚至冷漠对待艾滋
病患者，这对社会的影响和人民健康的影响后
果显然不堪设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曾面
对党旗庄严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就不能不正视现实。”经过一番深思熟
虑，2005年6月，我在很多不解的目光中转入
艾滋病领域。

此时，是我成为党员的第2年。我时常回
想起自己入党的那一天，手捧入党志愿书宣
誓，短短几句，却句句入心。

不登泰山，不知山之高；不进艾滋病患者
的病房，不知道那份艰辛。这是一份时常要冒
着职业暴露、感染风险，以及病人恐吓和伤害
的工作，可谓如履薄冰。还要面对社会的歧
视、偏见、家人的不理解等，但我并未退缩。

记得有一次，刚出院两天的患者小梁又冲
回病房，让我们给他打静脉针，我知道他的目
的是要注射毒品，就委婉拒绝了他。谁料他凶
巴巴地从口袋里掏出注射器威胁我说：“你是
怎么对待艾滋病患者的，你也想得艾滋病
吗？”当时我很害怕，但看到其他医生、护士
和病友也很恐惧时，我决定站出来先稳住他。
于是对他说：“我来帮你打针吧。”当时我强忍
着泪水为他打上了一瓶生理盐水，并耐心跟他
说：“其实我知道你毒瘾发作很难受，可是既
然你想治疗，想恢复健康，就必须戒毒，也可
以先用美沙酮替代啊。”过后我大哭了一场，
感觉很后怕。可是擦干眼泪想想，我是党员医
务工作者，应该牢记党和医者的双重初心，做
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多
一些担当。

后来，我又多次做这个病人的思想工作，
他听了我的建议，到美沙酮门诊接受了替代疗
法，并积极配合抗病毒治疗，健康状况有了很
大的好转。在艾滋病科的日子，尽管辛劳，但
我们觉得很值得，因为我们不但救治了患者的
生命，更挽救了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37年的职业生涯中，有三件事让我终生
难忘。

第一件事，是2015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邀请来自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
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我是其
中唯一一位广西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我们，与我
们交谈、交心。虽然过去了五年多，但一切仍历历在目。

在接见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
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我国每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第二件事，是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西在南宁召
开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会，我又一次荣幸地作为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向总
书记汇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艾滋病防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工
作期望。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问了我四个很专业的问题：艾滋病
的流行趋势怎样？现在还有没有因为静脉注射毒品共用注射器针头而感
染艾滋病的患者？现在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如何？艾滋病的“鸡尾酒疗
法”效果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日理万机，却对一个疾病了解得这么专
业，他对基层老百姓的关爱让我终生难忘！

第三件事，就是今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
我再一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广大医务工作者不负党和人民重托，白衣为
甲、逆行出征，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向各位医药卫生
界、教育界委员，以及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慰
问。我很感动。每一次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都让我强烈地感受
到，总书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厚爱！

这深情厚爱，也激励我不断进步。回想一路上走来，我从一个小丫
头成长为科室的业务骨干，如今还成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
员，我个人的成长是跟国家发展和党的壮大同步的。我们也成了国家发
展和党组织壮大的一分子。现在，我们的艾滋病党员防治队伍不断壮
大，从原来只有三名党员到现在的30多名党员。大家还说：“护长，你
是党员，跟着你干就有了主心骨，我们就会很心安。”正是在大家的努
力下，我们的艾滋病科从原来的遮遮掩掩变成了医院的一个亮点，成为
南宁市的特色专科，专科业务、教学、科研更上一层楼，并连续两年荣
获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我个人先后荣获国家级荣誉十几项，
感谢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面对这些沉甸甸的奖励，我知道这
些成绩的取得从来不是我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我们艾滋病科这个团
队、我们传染病医院全体职工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有幸作为
她们的缩影，代表着他们走上了领奖台。

走下褒奖的殿堂，无论多少奖杯证书，多少媒体聚焦，我依然还是
原来那个执着选择到艾滋病科的阿杜，还是那个同事所熟悉的杜大姐，
还是那个患者信任的杜护长，还是那个初心不改的杜丽群。因为我的病
人小马曾和我说过“杜护长，有你在，阳光就在，春天就在，
希望就在”，他的这句话始终温暖着我，激励着我“坚守
自己的初心，为生命站岗”。彻底消除艾滋病危害依
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和我的团队将会坚持
不懈地努力下去，继续为特殊的群体献出特别
的爱。

（杜丽群系全国政协委员，南宁市
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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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万物复苏、百花争
艳的季节。如果把健康比作生命
的春天，那么急诊科就是枯树逢
春、绽放生命的家园。

在现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中，与
传统的临床科室相比，急诊科是一
个新生的临床科室。由于急诊科的
发展历史短，劳动强度大，医疗环
境差，与其他科室相比处于一个劣
势地位，不少急诊科的工作人员想
方设法调离急诊科。

我原来是一名消化科大夫，
在到急诊科轮训时，一个心脏骤
停的病例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那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
自述上腹痛的中年男性患者被送
到我们医院急诊科，患者自认为
患了“胃病”，要求做胃镜检查，
我还在为患者做查体时，患者突
然抽搐一下，头一偏，便失去了
知觉，面色发绀，停了心跳。我
们立马进行心肺复苏，患者终于
得救了，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
这一幕，对我触动很大，我在
想，急诊科是一个能使人起死回
生的地方，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
科室，于是，我对急诊、急救产
生了兴趣，一转眼就在急诊科待
了近30年。

2008 年初，我国南方遭受了
百年一遇的冰雪灾害，湖南郴州
成了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因为冰
灾断电、停水，郴州成了一座孤
城。由于停电，医院门诊被迫关
闭。一波接一波的门诊病人全都
涌向急诊科就诊。我们急诊科的
医护人员冒着天寒地冻的天气、
克服缺水断电的困难，分诊、接
诊、处置急诊病人。为了挤时
间，中午不回家，集体啃干粮，
吃盒饭。没电照明——打手电
筒，点蜡烛看病；呼吸机不能运
转——手捏球囊抢救伤员；没有
病房——借用兄弟科室的病房临
时安置病人。除了正常的急诊急
救工作外，急诊科还要为高速公

路停运而滞留在科里的病人及其家
属提供鸡蛋、饼干、开水等生活用
品，并妥善安置住行。在这样一个
非常时期，急诊科没有推诿一位病
人，没有发生一例投诉纠纷。

我们科室的老主任，一名老党
员，不顾自己身体有恙，与年轻人
一道坚守在第一战场，为我们树立
了光辉榜样。

榜样在前，责任在肩。在这种
非常时期，科室的党员和积极分子
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吃住在
医院，累了，就打个盹；饿了，用
方便面充饥。心中装着的是病人，
体现的是医者仁心，职业的责任与
坚守。

如果把医院比作与病魔鏖战的
战场，那么，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就
是医院的排头兵，就是老百姓生命
的守护神。

2010年 5月1日，郴州市郊区一
位35岁的男性患者因为严重的低钾
血症诱发室颤，一天之内出现两次
心脏骤停。经过积极地抢救，心跳
恢复了，但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出
现了严重的缺氧性脑病，脑复苏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高压氧
治疗是脑复苏的一种有效的办法，
并且越早越好。经讨论需要尽早做
高压氧治疗。为了确保患者在高压
氧舱内安全，我携带呼吸球囊、吸
痰器等抢救设备和急救药品，亲自
陪患者进高压氧舱作高压氧治疗，
如果一旦患者在舱内出现呼吸衰竭
等情况，我就可以在舱内进行抢
救。在舱内的升压过程中，患者的
姐夫不适应高压反应出现了鼻孔出
血，第二天不敢进舱陪护，而我考
虑到患者的安全，仍然继续陪病人
进舱治疗。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
患者康复很快，重新走上了工作岗
位。我们也在临床中体会到，尽早
给予高压氧治疗，对患者的脑复苏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我采用
同样的方法为三个心脏骤停的患者
陪同做高压氧治疗。

有人认为，陪患者进高压氧舱
治疗是其家属的事，一个科室主任
有必要去陪吗？家属没有为患者实
施抢救的基本技能，遇到紧急情况
一筹莫展，而作为一名急诊科的大
夫，具备抢救的能力，在患者需要
我们运用自己技术的时候而不用，
那要在什么时候才用呢？“一切为了
患者”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
要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了使患者尽
早在治疗中获益，同时确保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的安全，这是一名医生
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

2002 年，与郴州市毗邻的一个
地区，有一位年轻女病人因急性重
度有机磷农药中毒导致呼吸衰竭，
当地医院用一台手术室的呼吸机维
持呼吸，家属要求转院到我院治
疗。当时我院的救护车上没有配备
呼吸机，只有靠人工捏皮球的办法
维持病人的呼吸。在转运病人途
中，我给患者捏皮球维持呼吸，双
手疲劳发酸了，就让护士或其年轻
的家属换一下手后又继续捏。历时
近3个多小时，途经120多公里，最
终将病人安全转入到我院急诊科。
下车后，我发现双手起满了水泡。
经过全科同事的努力抢救，病人完
全康复出院。

现在救护车上抢救设备配置先
进，转运呼吸机、除颤仪等装备齐
全，转运危重病人已经是家常便
饭。但在20年前，在没有呼吸机的
情况下，从边远的农村地区转运危
重病人，考量的就是医生的急救技
术和责任担当，需要的是一颗滚烫
的爱心和一双温暖的双手。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击
大江南北，郴州的疫情也非常严
峻。医院需要成立新冠肺炎救治小
组，我是急诊科大夫，又有防控非
典的经历，于是我就向医院党委写
了请战书，主动请缨加入这场战役
中去。医院成立了新冠肺炎专家救
治组，安排我担任组长，负责医院
发热、肺炎病人的排查、会诊、救

治工作。我们医院当时有四个医疗
区，无论何时有发热的患者，一旦
接到排查命令，就必须立马赶到现
场进行会诊甄别。

为了防控的需要，医院需要改建
发热门诊，扩大规模，增加隔离病
房。新建的发热门诊需要补充医护人
员，这个时候我想到自己正在下乡的
儿子。1 月 23 日，我给儿子通了电
话，简单向他说明情况以后，他欣然
同意，于是我就向医务部为他报了
名，要求到发热门诊去工作。

我儿子是一名年轻医生，也是
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无
论是对他职业生涯的成长，还是对
职业操守的培育，都需要接受职业
的磨炼和思想的洗礼。发热门诊的
工作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是一
种历练，我相信对他以后的成长很
有裨益。作为一名父亲，作为一名
急诊老兵，我应该给他加油，给他
鼓劲。于是，在一个中午，我隔着
隔离病房的玻璃窗，写了“加油”
鼓励他，希望他在隔离病房有信
心、有决心战胜疫情。后来，“白衣
作战袍，上阵父子兵”的事迹评为

“中国网事·感动2020”网络感动人
物，我与儿子隔着玻璃勉励加油的
照片并被国内的雕塑家制成雕塑作
品在广州、德国等地巡展，引起了
广泛的反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我们党从 100 年前的几十人发
展至今的 90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执政党，这是人们的选
择，这是历史的必然。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我们每一个党员，应该
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立足本职工作，做好自己的
事，就是对党的忠诚。作为一个医
生，以党的纪律要求自己，认真钻
研业务、用心善待每一位患者，用
自己的技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就是
为党献礼。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坚守急诊家园 绽放生命的春天
徐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