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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不一样的情人节
直白最动人的情话
◇本报记者 徐晨

2月14日，情人节。原本应是一个浪漫的日
子，但今年，由于受疫情的影响，情人节显得冷清
和压抑。在疫情之下，市民们度过了一个不一样
的情人节，他们是坚守“宅一起”的情侣，是同在战

“疫”一线的“战友”，是隔空相互支持的“家人”。
疫情是考验，更是检验，他们在这个不一样的情人
节的“情话”，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

““与你温度不变与你温度不变，，才有山海可言才有山海可言””

张华婷的丈夫王磊常年在外地上班，两人很
少能凑在一起过情人节，平时也是聚少离多。这
次疫情，王磊难得可以在家多待一些天陪伴妻子
和孩子。

王磊在家也利用难得的假期，变着花样给妻子、
孩子烧饭做菜。“挺珍惜一家人相处的时光，结婚8
年来，一直在外地工作，错过了很多重要的日子。”这
次情人节，王磊准备了火锅，给老婆买了花，给孩子
买了蛋糕，他说这样的情人节很平淡但是很幸福。

“与你温度不变，才有山海可言。”这是王磊对张
华婷说的情话，王磊动情地说：“疫情已经发生了，但
是疫情让我们学会珍惜和爱，生命只有一次，只有我
们都好好的，才能实现曾经说的那些山盟海誓。等
到疫情过去，春暖花开，哪一天都是情人节。”

自从年三十以来，王磊一家就一直宅在家中，
只有王磊隔几天出门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们
家就践行着爱就‘宅一起’的号召，宅在家里为国
家作贡献。”张华婷笑着说。

““只要村民们都安全只要村民们都安全，，就是最好的节日就是最好的节日””

宣州区养贤乡军塘村三角塘组俞金豹、俞翠
云夫妇，两人当天一早就来到乡村卡点值班。劝
返入村人员，帮助村民运送生活用品，给村民们量
体温……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

三角塘实施封闭式管理后，俞金豹、俞翠云夫
妇主动“请战”，在乡村卡点值班，两人每天坚持按
时在岗、守岗。一开始有村民觉得身边并没有确
诊病例，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乡村卡点。俞金豹
夫妇就给村民们宣传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劝大
家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拉家常。随着村民们对
新冠肺炎的了解，也支持起俞金豹夫妇的工作。

“我是村民组长对村里情况熟悉，工作开展起
来相对容易些。”俞金豹说当初村里要实施封闭式
管理，自己就主动要求在卡点值班，妻子是党员一
直和他坚守在岗位上。

当记者问起情人节这一天两人准备如何过节
的时候，夫妻俩红着脸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只要
村民们都安全，就是最好的节日。能一起为村民
站岗就觉得很幸福。”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作为市人民医院第一批应急队伍中唯一的男
护，张海涛大年初七主动请缨去隔离病房工作。

“90后”的他说：“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冲在前面。”
身体素质好，承压能力强的张海涛具有丰富

的急危重病人护理经验，在隔离病房总是积极主
动承担病人的护理工作。“既然来了第一线，就
要把工作做到最好。”

张海涛的妻子是宣城日报社记者余健，2月6
日，因采访工作需要两人相见在10多米的隔离线
外。因为张海涛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妻子一开始
竟没认出来自己的爱人，相认后，妻子心疼得直掉
眼泪，叮嘱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情人节当天，余健的情人节愿望就是希望疫
情能够早日过去，这样也能早日看到爱人。当天
下午4点多，余健收到了爱人给自己订的一束卡通
花，当自己拿到外卖送过来的礼物时，她给爱人打
了电话。在电话中，俩人没有“甜言蜜语”，有的同
样是互相提醒要做好防护。在他们心里“爱在心
底，一同战‘疫’”。

““在岗履职在岗履职，，携手抗疫携手抗疫””

胡龙是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民警，父母
亲人均在江西省乐安县。妻子毛宇是市公安局飞
彩派出所户籍民警，从警十年来，夫妻俩第一次回
江西老家过年看望家人。

1月26日，身在江西的他们，接到了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的电话，连夜驱车700多公里，历时九个
小时抵达宣城，天一大早，两人不顾旅途劳累，立
即分别投身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胡龙被抽调至高速西路口，协
助检查过往车辆和人员，对外籍车辆进行劝返工
作，有时是小夜班，有时是大夜班，一站就是四个
多小时。每天接触大量外地人员的他们怕影响宝
宝健康，自疫情开始就没见过孩子。胡龙笑侃道：

“家里是旅馆了，我们是同居室友，宝宝是留守儿
童，大概三个人最齐的见面就是电话视频了！”

14日情人节，胡龙下班回家后订了个蛋糕，这
么多天难得陪妻子好好吃一餐晚饭。蛋糕刚吃
完，晚上8点，胡龙就赶去了西高速路口执勤。毛
宇说：“在岗履职，携手抗疫，这个情人节也将成为
我们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战“疫”，我们在最前线
——5位白衣战士剪影

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鏖战，没有硝烟，却凶险异常。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白大褂犹如勇士
的铠甲，他们的血肉之躯为我们抵挡“枪林弹雨”，他们逆流而上守护在我们的前方。

近日，记者连线了宣城的5位一线医护人员，在他们换岗的间隙倾听了他们的故事，了解到他们在
最前线承受着的不为人知的压力，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每一天都在负重前行。

【人物】吴伟，31岁，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住院总
医师。

没能去成武汉，吴伟到现在还“耿耿于怀”。疫
情爆发后，医院征集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的通知一出，
他不顾爱人反对，偷偷交了申请书。但最后他还是

“落选”了。“我知道医院的考虑，任老师（出征武汉的
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任君清）确实比我更有资格。”
吴伟说，即便能想通，心里还是觉得很遗憾，“身为战

士，怎么能不在战场呢？”
不能上前线，就把岗位工作坚守好，繁重的门

诊、住院、会诊……让身为科室住院总医师的吴伟一
周有6个晚上都住在医院。“最多的一天，我和主任
一起接诊了120多位病人，基本上没休息。”爱人晚
上独自在家，常常感到害怕，但她说得最多的还是希
望吴伟保重身体。

当记者提及他工作辛苦时，他说，比起在最一线的
同事，这些也不算什么，“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去武汉”。

【人物】田辉，49岁，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1
月30日进驻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

正月十五那晚，要不是医院后勤人员特地送来
汤圆，田辉甚至不知道当天是元宵节。

从业25年，战过H7N9，斗过H5N1，这次的疫
情一爆发，他就做好了投身战斗的准备，但这种陌生
的疾病还是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力交瘁”。

“我不怕感染，我怕让人失望。”田辉说，隔离病
房是这场“战疫”的核心主战场，近距离接触确诊病
例的危险，每天穿戴层层防护的憋闷，都不如治病救
人的压力让他觉得坐立难安，“我们在这里，代表的
是一种水平，承载的是无数宣城人的期盼，我们辜负
不起。”而缓解这种焦虑的办法，除了不断摸索、学
习、调整、尝试救治方案外，别无他法。

“也只有患者的好转，才能给我们安慰”。2月6

日，在他们以及市人民医院上下的共同努力之下，宣城
第二例、市人民医院首例确诊病例方某痊愈出院，田辉
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新闻，配文：“春天已来，我想赏
梅。”乍一看风轻云淡，细一想又颇觉有些喜不自禁。

方某出院之际连写了两封感谢信。“在这场大灾
难面前，我们是不幸的，但碰到你们，我们又是幸运
的……你们在这非常时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视病
人如亲人……”这些话语温暖了田辉战“疫”以来紧绷
的心弦，也让他愈发理解职业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2月11日，又有2名确诊病例走出市人民医院
的隔离病房，痊愈出院。因为这两位患者的病情比
前次出院的患者重，治疗过程更为艰难，所以他们解
除隔离时，田辉形容“就像是一针兴奋剂消除了满身
疲惫”。

他盼望着剩下的2名患者能早日出院，宣城再没有
确诊病例送进隔离病房，那样他也能“好好睡上一觉”。

身处核心主战场身处核心主战场，，他说他说：“：“只有患者的好转只有患者的好转，，才能给我们安慰才能给我们安慰””

【人物】谭伟，41 岁，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
师。1月30日进驻市公共卫生应急医院发热门诊。

疫情爆发后，市公共卫生应急医院紧急启用，并
被指定为有武汉和湖北等地区流行病学史的发热患
者定点医院。谭伟就在医院启用时进驻到了这里。
他的爱人卜玉霞，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的一名护士，也
主动请战。但医院没有同意，理由是他们家里还有
两个小儿需要照顾，不能让两人都以身犯险。

以身犯险的说法毫不夸张。发热门诊可以说是
“战疫”的第一战壕——潜在风险的识别、慌乱情绪
的疏导，每天都在这里发生。来到这里的病人，可能
从武汉等重点地区归来，也有可能是确诊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检测之前，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被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而谭伟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做筛查。

“那你害怕吗？”记者问，他诚实地答：“说不怕是
假话，但这种时候我们不上谁上？”他说，最危险的就
是咽拭子的采集，病人张口哈气时，气道的呼吸和飞
沫在传播，如果病人被病毒感染，采集的人也很容易
被传染，但这是医生必须面对的风险。

给他力量的，不仅是一身白大褂赋予的职责，还
有医院群策群力、全国上下全力以赴的士气。“我们
身边，没有一个人退缩，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的。”他
说，不说医生、护士，就连腿脚不便的后勤电工师傅
董文胜，也揽下了为一线送餐的活儿，每每想到这
里，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捕捉潜在的风险捕捉潜在的风险，，他说他说：“：“说不怕是假话说不怕是假话，，但这种时候我们不上谁上但这种时候我们不上谁上？”？”

【人物】葛玲，33岁，市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护士。
1月30日进驻市公共卫生应急医院发热观察病房。

进发热观察病房10多天，特别的工作环境已经
给葛玲的脸颊和双手留下了印记：因为长时间佩戴
口罩和防护镜，她的脸上总是有着红红的印痕；因为
每天要反复洗手，并且戴两层手套，她的双手已经干
燥得开裂。即便如此，她还是语带笑意：“幸好我不
是高鼻梁，否则伤得更狠！”

这个有着两个孩子、小女儿不过3岁的年轻妈妈，
没和家人说一声，就报名加入了医院的战“疫”应急小
组。“就像士兵一定要上战场一样，没有什么理由。”

刚进病房时，穿上厚厚的密封防护服，在病房里
一待最少5个小时，葛玲和同事们常常出现缺氧状
态，她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喘不上气了！”

即便是现在，葛玲仍然克服不了层层防护带来
的困难：防护镜总是布满水汽，非常影响她的视线；
戴着两层手套进行护理操作，平时熟悉得不得了的
穿刺，现在总感觉像隔靴搔痒，使不上力。

当然，最难以克服的还是对家人的思念。非一
般的艰辛工作，并没有让葛玲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
悔。她说，在没有父母庇护的这个战场上，她不仅迅
速成长，也找回了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以前总觉
得自己只是个小护士，现在觉得，自己也能担起一点
责任了”。

采访中，她还郑重地拜托记者，希望能帮忙呼吁
关心、善待走进应急医院的这些病人。“他们普遍都
很担心，即使没有感染病毒，走出去后也不被人接
纳，好似来到这里就被打上了疑似的标签。希望所
有人都能平常地对待他们。”

满脸印痕满脸印痕、、双手开裂双手开裂、、时常缺氧时常缺氧，，她说她说：“：“小护士也能担起一点责任小护士也能担起一点责任””

【人物】周青芳，28岁，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
1月30日进驻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

“作为感染科的护士，疫情一爆发，我就和家里
人打了招呼，说我肯定是要上一线的。”这个“90后”
女孩直言，这是她从业以来最辛苦的一次工作：“脸
上、耳朵上都是勒痕，有的甚至破了，大家平时在一
起，都互相调侃说有些小毁容了。”

隔离区不能脱衣服、没法上厕所，因为防护服紧
缺，他们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5-8小时一轮。这也
使得大家进去前都不敢喝水、吃稀食，还全都穿上了
成人纸尿裤，就怕浪费一套防护服。

“没想到这么大还会穿上纸尿裤！”问起使用纸
尿裤的感受，她腼腆了一下：“很不舒服，但干活时就

感觉不到了。”为了尽可能不用到纸尿裤，这个自称
饭量很大的女孩说她每次只敢吃六七分饱，基本不
喝水、不吃含水分高的蔬菜。

隔离区的病房里没有保洁员、护工，除了正常治
疗，护士们还承担了清扫、消毒、处理大小便等活儿。
隔离区病人的心理压力普遍很大，情绪也都很低落，
每一个护士还要充当心理辅导员，想法子开导他们，
焕发他们战胜病毒的信心。说到这里，周青芳自信的
声音传了过来：“和病人唠家常，我最擅长了！”

每天近距离接触确诊病例，危险不言而喻。相
恋半年的男朋友好几次提出，想在她不当班的时候，
找机会去看看她，哪怕只是远远看上一眼，但周青芳每
次都拒绝了。“我是觉得我们防护措施做得很好，很安
全。”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见还好，我怕真见了会哭。”

数次拒绝男友探望数次拒绝男友探望，，她说她说：“：“不见还好不见还好，，我怕真见了会哭我怕真见了会哭””

一周有一周有66个晚上在医院度过个晚上在医院度过，，他说他说：“：“如果有可能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去武汉我还是想去武汉””

◇本报记者 张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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