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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心愿
“愿大家身体健康 、平

平安安，顺利返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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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心愿
“希望疫情能够尽快

结束 ，生活能够尽快回归
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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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千上万的战疫
身影中， 有这么一群巾
帼英雄： 她们来自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顶梁柱”
的央企、国企，来自统筹
施策的政府职能部门 ，
来自公共事业一线基层
……在防控“战疫”与复
工“战役”两手抓的大考
中，勇敢、坚毅、担当、奉
献，是她们的真实写照。

今天起 ，羊城晚报

融媒体推出 《春
天里最美的她———巾帼
面孔》，在羊城派 、金羊
网等以专题栏目的形
式集中推出 ， 通过文
字 、影像 、音频 、视频 ，
分享她们的故事 ，聆听
她们的感受。 也欢迎央
企粤企与我们携手同
行， 展示众志成城 、同
心战疫的坚强信心。

（赵燕华 陈泽云）扫码上羊城派
看更多相关报道

节日心愿

“早日结束战斗，早日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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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 ， 草长
莺飞。

然而 ， 岁末年初的一
场疫情 ， 让这个春天与往
年有些许不同。

乍暖还寒的时节里 ，
那些最美的逆行身影中 ，
有一群柔肩能负千钧 、巾
帼不让须眉的 “白衣玫瑰 ”
———她们 ， 是女儿 ， 是妻
子，是母亲 ；她们 ，是医生 ，
是护士 ， 更是战士 ， 是英
雄。

截至 3 月 7 日 ， 广东
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2483
名队员中 ， 有 1478 人是
女性 ， 占比 59.62% 。 其
中 ，在荆州的 581 名队员
中 ， 女 性 313 人 ， 占 比
53.87%； 在武汉的 1897
人中 ，女性 1162 人 ，占比
61.25%。

她们 ， 用生命守护生
命，用希望守护希望；

她们 ，以仁心仁术 ，在
这个春天闪耀光芒；

她们 ，正拼尽全力 ，为
抗疫一线贡献广东力量。

今天是 3 月 8 日国际
妇女节 。 在这个特别的节
日里 ， 我们采访了奋战在
抗疫最前线的“60 后”“70
后 ” “80 后 ” “90 后 ” 和
“00 后 ”女性 ，倾听她们的
故事 ，致敬了不起的 “她 ”
力量！

·丰西西·

把“ICU联合查房”
经验带到武汉

从非典到新冠
“遇到了就上”

鏖战荆州洪湖
从ICU到“小汤山”

患儿的“代理妈妈”
与“知心姐姐”

在最前线践行
20岁的社会担当

战战战战战
疫疫疫疫疫

节日心愿
“希望疫情早一点结束 ，我能回家

看看爸妈 。 妈妈在朋友圈发的美食实
在太诱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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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心愿
“所有病人都顺利出院 ，大家都

身体健康，疫情快点过去。 ”

“护理女将”成守珍： “护理精英”章文婷：

力力力力力
量量量量量

“让患者重拾信心早日康
复。 ”3月7日上午12时许，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
任成守珍走进武汉协和医院
西院6楼东病区查房， 并给每
一名患者送上爱心小卡片。 这
一天，是她出发前往武汉一线
抗疫“满月”的日子。

三次请缨终赴荆楚
“我是医院护理部主任，

新冠肺炎属于呼吸疾病，呼吸
重症护理又是我的专业，我有
经验，没有理由不来。 ”成守珍
是广东医疗队里为数不多的
“60后”之一。 从业39年，她是
我国护理界“响当当”的护理
专家。

年近六旬的她， 疫情初期
时便请缨参战；但按照医院部
署，成守珍要全力组织全院护
士进行疫情防控培训，还要组
建前线医疗队和四个护理梯
队。 直到第三次请战，她才获
批驰援武汉。

2月7日，成守珍带领131名
队员奔赴荆楚，“临危受命”担
任中山一院医疗总队临时党总
支书记。 有同事说“年纪大了，
不如让年轻人去”，而她只是轻
描淡写道：“这是一种责任担
当，应该冲在前线。 ”

分享最成熟的经验
3月7日，在武汉协和医院

西院6楼东病区， 成守珍走到
一名昏迷患者的床前，拍了拍
她的肩膀进行唤醒治疗。 中山
一院医疗队员在该病区搭建
起一个“高级生命支持单元”，
目的是“强化生命支持，从死
神手里抢人！ ”

在广州， 成守珍组织的每
月一次“ICU联合查房”已经坚
持了20年。 医生和护士分享讨
论疑难复杂、 危重罕见护理病
例，交流新知识、新技术。 而在
武汉， 成守珍与中山一院主任
护师李智英、黄天雯、彭淑辉等
组成的护理团队， 中山一院医
疗队长朱庆棠、 中山一院副主

任医师罗益锋等延续传统，联
合查房。“因为每个ICU病区有
不同特点， 当中个人经验也较
局限，通过这种联合查房，会把
ICU最成熟或者最有经验的东
西拿出来分享。 ”成守珍说。

救治护理更有温度
成守珍几乎每次进入病

房后，都坚持到病床前和患者
亲切交流。 在观察患者病情变
化的同时， 用心体会患者的心
理状态和生活需求， 帮助他们
解除顾虑，积极配合治疗。

成守珍说：“通过抚触患者
的手臂、轻轻拍拍患者的肩膀，
说一句鼓励的话， 他们都倍感
亲切。 ”

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刚
来病房时， 由于反复发热、身
体虚弱、心理压力巨大，他常
常没有胃口进食。 为保证营养
摄入达标，尽快提高患者免疫
力， 护士们一勺一勺喂他吃
饭，并鼓励他积极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

“你给我找到她（喂过饭的
护士）没有？ 谢谢你们这些医护
人员的努力，把我从死亡线上拉
回来。 ”躺在病房的李先生向查
房的护士竖起大拇指。

“这是我们医护工作者应
该做的。 ”成守珍答道。

她说，躺在病床上的病人，
是有情感的人， 医护人员不仅
要重视救治， 也要关注他们的
心理状态。“我们一直强调有深
度、有温度的救治和护理。 ”

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等传
染病，让许多人恐惧，却有人与
它们搏斗了27年。 她就是广州
市第八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广
州市八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邓
西龙，大家称她为“钢铁女侠”。
1月30日，广州首例新冠肺炎患
者治愈出院， 旁边一路护送这
名女患者走出隔离病区的，正
是邓西龙。

战疫任务重于“抗非”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邓西龙没有想太多就接
下了广州市八院隔离病区ICU
的重担。

这不是她的第一次战疫。
2003年“非典”，已离开感染科
的邓西龙选择重返救治一线。
“没有什么准备 ， 遇到了就
上。 ”身处其时全省“非典”病
例最多的医院，她最忙的时候
一天要救治30多个患者。

17年后， 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邓西龙承担了比“非典”时
更为艰巨的任务， 负责管理隔
离病房的ICU，感染风险与救治
难度并存。 她还是科室负责人，
手下有数十号医生、 护士，“我
的团队不能有人感染”；同时要
考虑一线人员的体力状态，不
能让他们过度劳累，“要保证患
者有人照顾”。

从住院总医师到 ICU主
任，邓西龙的角色变了，不变
的是面对突发疫情的态度 。

“关于要不要上， 这些想法不
会有。 ”

带头创建传染病 ICU
� � � � 穿着密闭防护服连续奋
战，在邓西龙工作的重症科是
常态。 广州市八院以传染病防
治为特色， 每年都会接收、排
查各种病例。

2008年， 广州市八院成立
了以救治传染病重症患者为主
的重症医学科 (ICU)，她是首位
科室负责人。 从学习抢救技术
起步，到病房配置、规章建立、
队伍建设，积石成山。 ICU在她
的带领下，逐渐走上正轨，如今
已成为全省传染病防控和救治
的示范单位。

在此过程中， 她摸索出救
治重症病人的核心是“三分治
疗， 七分护理”。 医生判断病
情， 决定治疗方案， 之后的担
子压在护理身上，“要看好我
们的病人。 ”邓西龙把ICU音译
为“I� SEE� YOU”， 即每时每
刻关注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自1月17日广州市八院接

收首例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以来，
邓西龙就进入了战疫状态，工作
时待在隔离病房， 休息也不能
回家，住在隔离酒店。

“根本停不下来。 ”她满脑
子想的都是病人， 下班以后，
看到微信里发来的患者信息，
又会想下一步要怎么改善治疗
方案，“应该很多医生都是这
样的”。

“喜欢才会干这一行”，因
为热爱， 邓西龙才选择当医
生。 从1993年大学毕业，她就
进入广州市八院， 在这里坚守
了27年。 这次抗击疫情，邓西
龙基本全天“泡”在医院，而最
让她开心的就是， 看着病房慢
慢空下来， 患者一个接一个治
愈出院。

作为广东支援荆州医疗队中的
“80后”女医生，王馨珂进入病房是挽
救生命的“白衣卫士”，回到驻地和丈
夫是共赴一线的“战疫伉俪”，打开视
频是牵挂女儿的普通母亲。

王馨珂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的一名消化内科医生。 疫情发生后，她
一直在抗疫第一线， 从广州的发热门
诊到支援荆州， 从洪湖市人民医院的
重症监护病房到板房医院， 她始终全
力以赴，践行一名医生的职责与使命。

医生伉俪传为佳话
“我们听说南方医院有对夫妻，两

口子都来支援我们洪湖了， 蛮让人感
动。 ”广东医疗队驻地一名工作人员说。

王馨珂和丈夫白煜佳， 是广东支
援荆州医疗队中唯一一对夫妻。 两人
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本硕博连读
的同学， 也都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的医生， 如今更是共赴一线的“战
友”。 2月10日，夫妻俩一同作为广东第
二批支援荆州医疗队队员奔赴荆楚，
又在11日一早赶赴洪湖，投入工作。

“在一起反而更放心些。 ”王馨珂
说。来到洪湖之后，虽然夫妻两人在同
一家酒店住宿、同一家医院奋战，却不
住同一个房间，上班班次也不同。工作
上，只有在他们俩一个上晚班、一个次
日早上查房的时候才会碰到。“走，下
班啦”是他们难得的交流。

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身处战疫最前线，面对重症患者，

王馨珂说自己并不害怕， 在广州时她
就在发热门诊工作了。这次驰援荆楚，
也是她主动请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由她负责
的三个危重症病人情况稳定， 成功转
院到荆州治疗。 如今，王馨珂也已从洪

湖市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转到洪湖
“小汤山”板房医院工作，开始接管轻
症患者。

王馨珂说：“我只是成千上万的抗
疫医务人员中的一员， 尽了自己的微
薄之力，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厉
害，只能算是‘所学有所用’，承担了自
己该承担的责任。 ”

牵挂女儿期盼凯旋
到前线时出发得匆忙， 王馨珂夫

妇并没有和自己三岁的女儿说要出远
门，还跟平时一样，就说爸爸妈妈要去
工作， 将孩子交由爷爷奶奶照顾。 现
在， 夫妻二人只能抽空和家人通过视
频联系，缓解思念之情。

这次支援荆州， 王馨珂得到了家
里人的支持。 家人只是叮嘱她要注意
防护，要锻炼身体。 和家人聊天时，她
也尽量详细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
态，“告诉他们我有听他们的话， 都按
照他们说的做了”，让父母放心。

一天忙碌下来，在酒店一个人时，
她也总想起女儿， 想着什么时候能够
陪她一起玩会儿。“我给她报了很多兴
趣班，都还没能去上，游泳、积木、美术
……现在我最希望的， 就是早点结束
这场‘战斗’，早点回去和孩子一块儿
玩耍。 ”

2000年出生的刘家怡， 是惠州市惠
城区中医院的一名护士。 从2月9日她随
广东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武汉， 至今已
近一个月。 作为医疗队里最年轻的队员，
这个勇敢而坚韧的女孩奋战在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用她所学的知识和临床技术，
守护队友安全、呵护患者健康。

从最初的不安焦虑，到如今的沉着应
对，刘家怡说：“其实我不是孩子了。 20岁
已经成年了，该有社会责任感了。 ”

毫不犹豫报名请战
2月9日凌晨，正在值夜班的刘家怡，

看到医院微信群里发出了征集医疗队员
支援武汉的信息， 略有困意的她突然精
神起来：“展现使命感的时候来了。 ”她毫
不犹豫报名“请战”。 早上8时许，最终名
单出来，3人入选，她是其中之一。

“我爸妈很支持，但有点担心，一直嘱
咐我做好防护。 ”刘家怡说，由于当天上午
就要出发，时间仓促，妈妈帮忙收拾行李，
自己简单洗漱一下便立马前往广州与大
部队集合。

当晚8时30分许，飞机抵达武汉。这是
她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本打算今年夏
天和同学一起来玩的， 旅游攻略都做好
了，没想到提前来了。 ”刘家怡说，而此行，
从抵达那一刻起，她就已经上了战场。

守护方舱无懈可击
3天培训后，刘家怡正式“上岗”。 2月

14日，她被派往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担任
院感监督员，主要职责是指导“战友”们
正确穿脱防护服， 为他们守好避免感染
风险这道重要防线。“方舱”内的工作人
员都要经过她这一“关”。

“压力挺大，毕竟这项工作事关战友
安全。 ”刘家怡说，她每天都会反复熟练
流程，每个环节操作都背得滚瓜烂熟，每

次操作都严格遵循规范。
3月3日起， 她开始在方舱医院做护

理工作。“以前面对的是同事，现在面对
的是患者，但本质没差别，我都要尽全力
守护他们的安全。 ”

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轻症患者，虽
无惊心动魄的“生死一线”，可同样要求

“无懈可击”。 刘家怡不仅要为患者提供
一站式服务：测量生命体征、发放药品、
送饭、消毒等，还要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
变化， 及时做好心理疏导。 每一次“入
舱”，意味着要连续工作6个小时，加上前
后穿脱防护服的时间，她至少有8小时不
能停下来好好休息。

因患者笑容而欣喜
刘家怡也见证了方舱医院悄然发生

的改变。 她所在的客厅方舱医院有一个公
示栏， 患者核酸检测或CT结果都会在那
里公布。 每当结果贴出，不少患者便上前
围观。 有的会很紧张，可如果得知自己检
测结果是阴性时，就非常开心。“像是考试
得了100分，他们的笑容非常有感染力，我
也会很开心。 ”刘家怡说。

每天，父母都会和刘家怡视频，叮嘱
她做好防护。“其实我也不是孩子了，20
岁已经长大了、成年了，该有社会责任感
了。 这里需要医护人员， 我们就过来支
援。 我每天做的这些事，都是我的工作。 ”
刘家怡说。

三年前，年仅21岁的章文婷从湖北咸宁
来到了广州， 成为广州市妇儿中心感染科
的一名护士。如今，女孩已迅速成长，更加果
敢坚强。 疫情发生后，她进入最危险的隔
离病区工作， 用耐心与爱心给予患儿“妈
妈”般的呵护。

对传染病“见怪不怪”
广州市妇儿中心感染科的病人，多

数是流感、手足口、登革热、猩红热等疾
病的患儿。 高峰期时，科室51张床位都住
满了。 喂奶、换尿片、打针、喂药，这些对
于年轻的章文婷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作
为一名感染科的护士， 她对传染病已见
怪不怪。 在感染科经常要接触传染病人，
风险较大，章文婷说：“只要防护做得好，
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

就在她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一场大考
骤然来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1月19日， 广州市妇儿中心组织全院
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 打响了该院抗
击疫情的“第一枪”。

1月22日，医院启动新冠肺炎应急预
案。 也就是这一天，儿童院区收治了第一
例新冠肺炎患儿。

2月10日，工作细心负责的章文婷进
入隔离病房工作， 每天身着层层防护直
面病毒，忙前忙后为患儿治疗和护理。

深夜照护隔离患儿
隔离病房里， 患儿最小的仅两个月

大，最大的15岁。 他们虽都是非重症，但
护理难度却未因此降低。 其中， 最小患
儿———一名两个月大、 从潮州转院过来
的女宝宝， 也是迄今为止全省年龄最小

的确诊病例。 因其家人均确诊，孩子来时
无人陪伴。 护士抱起她时，看到孩子妈妈
在襁褓中留下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

“我在这里给你们磕头了，一定要救救我
的孩子，她才两个月15天，她都没有好好
地看看这个世界。 ”

章文婷说，见到这样一张纸条，隔离
区的护士无不深深动容。 她们纷纷请缨，
当上了宝宝的“代理妈妈”。

“孩子入院后，除了疾病本身带来的
不适，还因为离开了妈妈，晚上哭闹得厉
害。 我们轮流抱她、哄她，（穿着防护服 ）
抱一会就汗流浃背了。戴着N95口罩的我
们要坐在椅子上张开嘴喘一会儿气，才
能有足够体力继续照顾孩子。 最累的时
候是上大夜班，从零点到早上8点，要时
刻打起精神，有点儿难熬……”章文婷笑
着说，“经过十多天治疗， 孩子奶量从每
顿五六十毫升增加到100毫升左右，肺部
CT检查也显示情况好转， 我们都松了一
口气，感到特别高兴。 ”

对于大一点的孩子， 章文婷还得当
“知心姐姐”。“有的孩子处于青春期，有一
点叛逆，在隔离病房里与父母分开，常常会
出现一些心理情绪问题， 所以我们还要当
‘知心姐姐’，陪他们说话、看书、学习。 ”

如今， 年轻的章文婷和同事们依然
奋斗在一线，她们期待着疫情结束后，走
出隔离区，尽情感受羊城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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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融媒体今起推出《春天里最美的她———巾帼面孔》

“白衣卫士”王馨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