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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令

新华社武汉 2 月 8 日（记者张旭东、
胡喆、侯文坤）2 月 8 日，元宵节。武汉连
续多天阴沉的天空终于透出一丝晴朗。

在中央指导组的推动下，作为武汉
收治新冠肺炎确诊轻症病人的关键举
措，在武汉三镇大地上，一批被誉为“生
命之舱”的方舱医院如雨后春笋般，紧随
着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步伐，抓紧建设
启用。

为更直观地反映武汉方舱医院的建
设进展和筹备情况，记者前往目前最大
的一家方舱医院——“武汉客厅”院区进
行采访报道。

当前武汉防疫正处在关键时刻，切
断传染源刻不容缓！

武汉客厅曾是武汉的文化地标建
筑。眼下，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仅一街之
隔的它，承担了文化传播之外的重
托——救治新冠肺炎病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新增
确诊病例高居不下，有相当多的轻症患
者没有及时入院治疗，他们在社会上流
动、在家庭中居住都将加大家庭和社区
感染压力，给疫情扩散带来很大隐患。

如何让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能够更
好地得到集中收治和统一治疗，如何让
这些患者能够住得进去、住得放心、住得
满意，并得到有效医护治疗，这是当前一
项重要任务。

记者专门联系了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武汉
客厅方舱医院的负责人、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副院长章军建以及北京中日友好医
院援鄂医疗队队长任景怡等专家，和我
们一起走进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实地探
访医院筹备进展，为公众解开心头的疑
惑，解答焦点问题。

在王辰看来，启用大空间、多床位的
方舱医院正是当前疫情防控要采取的重
大公共卫生与医疗举措，尽管方舱医院
的医疗条件并不像正规医院那样完备，
但是能够适应和满足轻症患者的首要需
求：与家人和社区、社会隔离，避免疫病
传播；患者得到医疗照护，特别是能够对
患者进行病情监测，一旦出现病情加重，
可以立即转定点医院作强化治疗，远比
从家里到发热门诊就医要便捷。

记者看到，在武汉客厅广场上，医用
帐篷和医疗车辆鳞次栉比，这些是方舱
医院整体运行的重要医疗保障单元。它

具备门诊、重症监护等功能，承担了当地
新发病例的接收、确认和初诊工作，并随
时做好收治病患的准备。

作为武汉临空经济开发区的重要会
展窗口，武汉客厅建筑规模庞大，占地约
1500 亩，主题展馆共分 ABCD 四个馆，
此次计划将这四个馆都改造成临时接受
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届时可
容纳 2000 人在此同时接受住院治疗。

“这里日常生活所需基本配置齐全，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700 多名医护人员
为患者‘护航’。”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指挥
中心负责人高永哲介绍，为了管理规范，
对患者负责，方舱医院入住也要像正常
住院那样查看患者症状，填写病历等，
“A 馆从昨天晚上开始收治首批 375 名
患者，从昨晚 6 点一直到今天凌晨 3 点
才全部入住完毕。”

在记者到达武汉客厅的下午，正有
200 名从社区收治过来的轻症患者有条
不紊地排队等候检测、然后入住方舱
医院。

章军建院长告诉我们，目前已经投
入使用的 A 馆共 614 张床位，患者可以
在里面正常就医、用餐，并配备了日常生
活所需的基本用品和治疗药物，爱心公
益组织还为广大患者特意捐赠了大批最

新、最热的畅销图书，有专门的病友互助
组织及医护人员 24 小时为大家服务。

我们一行走进正在筹备的 B 馆，在
冬日里比较潮湿、阴冷的武汉，馆内却并
没有太多寒意，为病友预设的床位多为
双层高低床的配置，很像大学军训时的
宿舍。院方特意在每一张病床上都配置
厚铺盖和至少两床棉被，加了电热毯，还
专门准备防寒保暖的军大衣，为空旷场
馆顿时增添了不少暖意。

在医务人员的工作间和治疗准备间，
呼吸机、除颤仪等各式各样的医用设备已
经配齐，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常备的一些
治疗药物也正陆续送来，一面面鲜红的国
旗和党旗交相辉映，“众志成城、同心抗
疫”的励志加油海报分布各处，给期盼着
战胜病毒的人们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入住方舱医院，吃是大家都比较关
心的问题。在这里，除了为每位病友特别
配备的一日三顿营养餐外，院方还专门
设置了爱心食品角，方便面、自热小火锅
等快捷食品一应俱全。

接到建设方舱医院的任务后，多家
武汉的建设单位，还有外地援鄂的医疗
工作队，都火热地投入到方舱医院筹备
中来。千里迢迢赶到武汉支援的北京中
日友好医院心脏科专家任景怡医生是无

数“逆行白衣天使”中的一员，她已经在
抗疫一线工作了多天。

文静的任景怡大夫，一谈到对新冠
肺炎患者的治疗，便立即开启了“职业
模式”向我们清晰讲述对轻症患者的详
细收治及诊疗方案：方舱医院收治的是
轻症患者，医护人员进行巡检，指导进
行口服药、肌肉注射等，并备有一些关
键医疗设备；如果患者好转痊愈经过检
测可以出院，万一病情加重则转至定点
医院。

“现在整体运转平稳有序，我们会密
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情况。同时我们医
护人员也会给予患者很多的沟通交流和
心理上的支持，让患者有信心战胜疫
情。”她说。

针对社会上关注的是否存在交叉感
染的问题，王辰表示，由于是确诊患者，
病原相同，交叉感染这个问题不是突出
问题。入院前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外，还会经过流感抗原筛查，尽最大
可能避免可能的生物安全风险。

王辰表示，患者之间其他一些疾病
的交叉感染其实在任何医院、任何社区
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方舱医院并没有
额外增加这种风险。何况，这里的患者还
加戴了口罩。“作为一种战时的简易措

施，方舱医院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兴建、
大容量集中收治确诊轻症病人。把患者
与家人、单位和社区隔离开来，隔离传染
源，切断传染途径，救治患者，这对于防
疫至关重要。”

方舱医院外，驱车 21 小时从北京星
夜兼程火速赶来的移动生物安全三级
（P3）实验室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很快将
正式投入使用，用于进行感染病毒核酸
检测。

刚刚跟车过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
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来不及休
息，便马上投入到紧张的设备调试和准
备工作当中。他告诉我们，由于新型冠
状病毒的临床表现多样，病毒核酸检测
仍是目前最精准的检测确诊方式。他们
带来的移动 P3 实验室，将承担整个武
汉客厅方舱医院病友的病毒核酸检测
工作，通过荧光定量的 PCR 法可以独
立完成所有住院和出院前的病毒核酸
检测任务。

“这是战时状态。我们希望方舱医院
能够成为承载患者及其家人、社区、社会
健康与安全的方舟。”王辰说，当国家发
生重大疫情的时候，大家应该和国家、社
会一起共抗时疫，共度时艰。

“设立方舱医院是非常时期的关键

举措、意义重大。我相信我们上下一
心、医患一心，一定能取得这场‘战疫’
最终的胜利。”……

昼夜操劳的王辰，仍在现场关切
地询问着每一个细节，为病友们的生
活需要和诊疗需求不停奔走。整整一
个下午的时间，他都在走访、查看各处
的预备病房。

2020 年的武汉，这个特殊元宵节
注定难忘。

立春已过，春意渐浓。不同社区的
患者正陆续入住方舱医院，全国多地
的医疗支援力量汇聚武汉。众多抗疫
人员家庭“小别离”的背后，是全国抗
疫力量的“大团聚”。

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一
位方舱医院的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
了病房里患者休闲、散步，还有人跳
广场舞的视频。有工作人员悄悄告诉
记者，在病房里一些热心的大叔大妈
已开始为家里单身青年张罗起了相
亲，他们约定好，出院之后就要“马上
安排”。

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本应是武汉
最真实的生活味道。

武汉，从未暂停。大家在一起继续
向前，逆风奔跑……

直直击击与与病病毒毒赛赛跑跑的的““生生命命之之舱舱””
走走进进武武汉汉客客厅厅方方舱舱医医院院

▲ 2 月 8 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B 区准备就绪（无人机照片，拼接照片）。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新华社武汉 2 月 8 日电（记者央秀
达珍、李劲峰）结束在武汉新洲区人民医
院重症病房 8 小时的夜班值守，完成交
班手续，卸下防护服，步行走回驻地酒
店，发现早餐中有两个芝麻馅元宵，58
岁的主任医师戴春这才意识到元宵节到
了，“他乡的元宵，战‘疫’的一线，这个元
宵节过得别有意义”。

2 月 8 日，是来自青海省西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戴春参加青海医疗队支
援武汉参加疫情防控的第 12 天。每天
身着厚厚的防护装备，在救治重症患者
中与病魔赛跑，戴春早已没有时间的
概念。

包括戴春在内，青海医疗队共有 60
名队员编入新洲区人民医院，参与重症
患者救治。

“这儿重症病房共有 12 张床位，目

前已有 4 个患者病情好转，转入普通病
房了。”戴春介绍，武汉人性格很直爽，嗓
门也很大，有人病情好点，病房里就会传
出咯咯笑声，“这种笑声很有感染力，很
快就能驱散病房中的焦虑”。

目前，全国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
原本万家团聚的元宵节，他们却奋战在
疫情防控的最前线，用坚守驱散疫情
阴影。

经过 3 天培训，支援武汉的第二批
青海医疗队队员韩金艳，在元宵节当天
带领护士团队进驻“方舱医院”上岗。这
个“方舱医院”由新洲区全民健身中心羽
毛球馆改造而成，最多可以容纳 200 名
确诊患者，这些患者的基础护理工作都
得由韩金艳她们承担。

已有 9 年护龄的韩金艳说，“方舱医
院”的患者都属于轻症感染者，治疗项目

不多，更多是提供心理护理，疏导情
绪，“一次性面对这么多患者，这对我
们也是全新的挑战”。

在新洲的驻地酒店吃完元宵后，
始终坚守在重症病房的青海省第五
人民医院护士朱娅婷和家人视频通
话。千里之外的父母和孩子，每天都
等着她报平安。这次视频中，6 岁半
的女儿特意告诉她，回家后一定要闭
上眼睛，“我给妈妈准备了元宵节礼
物”。

听到这稚嫩的声音，32 岁的朱娅
婷偷偷地拭去笑脸上的泪珠。

每班 4 小时的重症隔离病房护
理，摘下护目镜、N95 口罩，脸上都是
深深的勒痕。朱娅婷说，有时情绪波
动，晚上也睡不着，但第二天醒来，照
样继续工作，“疫情面前没有退路，这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病人一天天好起来，都能给朱娅婷

带来满满的成就感。“很多病人都是戴着
呼吸机进入重症病房，慢慢地他们逐渐
能自己吃饭、喝水，甚至有的还提出来想
喝牛奶、吃水果。”朱娅婷说，这些点滴变
化，对医护人员是莫大鼓舞。

这次参加一线抗“疫”，让朱娅婷拥
有更强大的内心和勇气。“之前一直觉得
护士就是份普通的工作。”她说，经过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后，对自己的岗位、工作
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往后遇到啥困难和
挑战，相信都能勇敢面对”。

“等疫情结束，回家后要给父母一个
拥抱。”朱娅婷说，以前都没有抱过父母，
这个大大拥抱就是要告诉二老，“经历了
疫情防控一线的挑战后，你们的女儿是
最棒的”。

他乡的元宵 ，必胜的战“疫”
三位支援武汉医护工作者的元宵节

今夜，武汉无月。今夜，人心是月。
元宵节，武汉，不计其数的医务工作

者继续奋战在抗疫一线，守卫生命的
防线。

晚上 8 时许，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旁
的一家酒店里 ，谭晓回到了自己的
房间。

谭晓是湖北恩施州民大医院的一
名医生，1 月 23 日，除夕的前一天，她
和同事周玲、刘娇搭乘动车来到武汉，
加 入 金 银 潭 医 院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的
队伍。

元宵节，她值白班。来武汉半月有
余，紧张忙碌的工作，持续高负荷的运
转，已经令她忘记了每天是哪一天。中
午，盒饭里有一份汤圆，她才想起，今天
已经是元宵节了。

下午 5 时 3 0 分许下班后 ，她在
医院里逗留了一会儿 ，和各地来的
“战友”们交流。7 时过，她从医院出发
回酒店 。她本来想着晚上和周玲、刘

娇一起过元宵节，然而等她回到酒店
的时候 ，才发现周玲、刘娇已经上班
去了。

武汉市武昌医院医生汪爱萍 7 日上
夜班，今天早上下班后，她到食堂吃了早
餐，随即回到酒店休息。

晚上 6 时许，汪爱萍拿起手机跟两
岁多的儿子七七视频。由于她身穿睡衣，
七七以为妈妈在家里睡觉，就冲到卧室
里去找。

“妈妈在上班……”孩子爸爸话还没
说完，突然意识到不对，赶紧改口：“妈妈
在外面……”

“我要到外面去找妈妈，我总是找不
到妈妈！”七七娇声说。

“现在外面都是病毒，妈妈在外面打
病毒，等把病毒都打死了，妈妈就回来
了。”孩子爸爸哄他。

“嗯 ！我知道。”七七似懂非懂地
回答。

“妈妈——妈妈——妈妈……”七七

一个劲儿冲着镜头喊。
“哎——哎——哎……”汪爱萍心切

地回应。
除夕到元宵节，半个月时间，每天她

都要过孩子这一关。
武汉协和医院心胸外科医生乔新伟

今天值 24 小时班。这是春节以来他值的
第 6 个 24 小时班。正月初五、初六、初
七，他值了 72 小时班。昨天和今天，他值
48 小时班。

乔新伟所在的科室包括本部、肿瘤
中心、西院三个病区，西院病区被整体
征用，本部和肿瘤中心病区部分医护人
员被抽调进了隔离病房，剩下来的值班
人员很少 ，肿瘤中心病区三个人轮
班倒。

查房、换药、写病历，乔新伟和肿瘤
中心病区 6 个病人一起度过了自己的元
宵节。

他的爱人吴周，是在汉部队医院文
职医生。下午 5 时 30 分许，她开始到隔

离病房值夜班。
两人住在汉口。28 日起，吴周搬

到武昌的一个酒店住。从家里到单位
有 17 公里，交通不便，而且怕回家交
叉感染，她临时过起“单身生活”。

吴周的奶奶 1 月 31 日去世，她心
里很难过，顶着压力坚持在一线。她在
酒店有时候睡不好。但是，娇弱的她很
坚强。

就是这样一群人，坚守在武汉，与
时间赛跑，与疫情竞速。

“看到不少病人病情好转后转到
普通病房去，我们感到很欣慰，比病人
都开心。”谭晓说。

“为了病人，哪怕再大的困难我
们也能克服！”汪爱萍说。

“我相信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一
定能够尽快战胜疫情。武汉加油！我们
都在这里奋战！”乔新伟说。

（记者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 2 月 8 日电

元宵节，做生命最坚强的守卫者
新华社武汉 2 月 8 日电

（记者谭元斌）“今天是元宵
节，虽然我还是要隔离着一
个人过，但我病好出院了，我
的 5 位亲人今天也即将解除
隔离，我很开心。这是最好
的元宵节礼物！”8 日上午，
湖北鹤峰县新冠肺炎患者向
某在电话里说。

正月初一：

她被确诊新冠肺炎

1 月 19 日，在武汉工作
的向某驾车回鹤峰老家，途
经宜昌，顺道去看亲戚。由
于亲戚不在家，她 20 日回到
了鹤峰。

“回家后，我看新闻说新
冠肺炎的情况特别严重，想
着自己是从武汉回来的，虽
然当时没什么症状，以防万
一我还是决定到医院去看
看。”1 月 22 日，向某来到鹤
峰县中心医院，经检查未发
现异常。

1 月 23 日，向某突然有
些咳嗽；当晚，她隐隐感到咳
嗽有加重趋势。

“我 24 日早上起来，觉
得呼吸很累，感觉很不好，我
就又到鹤峰县中心医院去检
查。医生做了各项检查，告
诉我说疑似新冠肺炎，要采
样送到恩施去化验。我当时
就懵了。”向某回忆说。

当天，向某作为疑似病
例被隔离起来，其家人也被
告知隔离。1 月 25 日，化验
有了结果，向某被确诊为新
冠肺炎。

“幸好我回来时，一路都
戴着口罩，回到家了也戴着
口罩，接触的人也少，不然真
不知道要影响多少人……”
向某至今有些后怕。

正月十二：

她被治愈出院

被确诊后，向某躺在病床上，心头满
是担忧和恐惧，整个人被负面情绪困扰。
她说：“我当时不知道这病能不能治好，
特别怕，吃不下东西，一想到这些就忍不
住流泪。”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和悉心帮助
下，向某的心态慢慢变好。每天，医护人

员都穿着笨重的防护服来看
她，安慰她，鼓励她。“那些护
士看起来年纪很小，防护服不
透气，她们憋得脸都紫了，汗
水顺着她们的脸往下淌，我估
计她们的衣服都汗湿了。她
们上班这么不容易，还要安慰
我这个病人，我怎么能拖后腿
呢？我就想，不能消极，要积
极去治疗，积极配合医生，争
取早点儿治好后出院。”

向某回忆，医院里的日
子，身边随时都有医护人员，
时刻关心她，陪她说话，给她
打气。有任何需要，只要告
诉医护人员，大家都竭尽全
力替她办到。

“我特别幸运，虽然在县
医院，但院里严格按照国家
卫健委的治疗标准进行治
疗。我在家乡，医生护士每
天都在精心研究我们的病
情，用最好的药给我治疗，我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
向某说。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
和护理下，向某的病情一天
比一天好。2 月 5 日，她通
过各项检查，出院了。

正月十五：

别样的团聚

“能够重见蓝天、重获健
康，能够再次回家，真的太好
了！”2 月 5 日下午，向某回
到了鹤峰县某乡镇的家里，
虽然只是远远地看了家人一
眼，她心里依然不胜欢喜。

回家后，向某仍处于隔
离状态，一个人住一间房，用
独立的卫生间，所有用品都
与家人的用品隔开。

“考虑到向某出院后还需
要继续隔离观察，她的家人也
需要单独隔离，经过慎重研

究，2 月 6 日我们将他们全家人隔离到
了集镇宾馆里，一人一个房间，饭菜由
工作人员送。”鹤峰县某乡镇负责人说。

向某说，出院后，她的状态一天比
一天好，各项身体机能也在一步步恢
复中。

“今天是元宵节，也是我出院的第
三天，我觉得胃口好多了，整个人身体
状况也好多了，最重要的是如今身心
都轻松了。我打算晚点跟家人通过视
频团聚，让他们知道我很好！”她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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