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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 月 23 日电（记者黎昌政、廖君）
他们是这场疫情防控战的逆行者。疫情面前，他们
的选择令人动容。

一场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战役正在进行。许
多打动人心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涌现。

“铁娘子”落泪：回到医院内心才平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严
丽，从医 22 年。因为行事果敢、性格爽直坚毅，她
是急诊科医护团队眼里的“铁娘子”。武汉发现新
型肺炎后病人骤增。急诊科下夜班后，严丽还要去
支援发热门诊，白天黑夜连轴转。

“说不怕是假话，但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
到春暖花开。”严丽说，“面对新疾病，不能掉以轻
心，更不能失去信心。”

穿上隔离服，坐在一个地方，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坐诊 10 到 12 个小时，是坐发热门诊的常态。
“呼吸也会受影响，时常感觉胸闷呼吸困难，说话
明显费力。写病例也会变慢。”

1 月 5 日，严丽发现自己发烧了。“当时最害
怕的不是自己发烧，第一反应是我去过哪里，有没
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危害。”严丽说，“非典”时，她还
年轻，老师们怎么说，她就怎么执行。如今，她成了
那个“说”的人。

所幸严丽患上的并非新型肺炎。退烧后第三
天，严丽返回工作岗位。“病人太多，医生很紧缺。
我多休息一天，同事们就要多承担一些，而他们已
快到身体极限了。”

三个月前，为了兑现对丈夫和孩子的承诺，严
丽提交了休假申请，获得医院批准。疫情严峻，但
考虑她是肿瘤患者，开过 4 次刀，长时间连轴转没
有休息，科室建议她按原计划正常休假。

20 日，严丽带着丈夫和孩子来到机场。临近
登机时她却改变主意，决定重回医院，与同事们一
起继续抗击新型肺炎，“去机场的路上心就慌慌
的，回到医院内心才平静。”

“孩子不理解，抱着我哭，说我从来就没有兑
现过承诺。”严丽说，“不是觉得自己高尚，只觉得
一线医护人员紧缺，自己一辈子没当过逃兵。这一
次也不能离开。”

备注：同济医院第二批志愿报名一下就报满
了。“我是一个有 25 年工作经历和 15 年党龄的党
员，如有需要，我申请加入医院的各项新型肺炎治
疗活动，不计报酬，无论生死！”有医生写下这样的
申请书！

呼吸科女医生：不告知丈夫写下

请战书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需要，本

来处处都是战场！”在一封抗击新型肺炎的请战
书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女
医生张旃副教授这样写道。

本次新型肺炎疫情以来，她一开始就奋战
在一线，并随手记录下所行所思。

“周日夜班……要兼顾发热门诊和二楼留
观室。凌晨 5 点到上午 10 点 45 分，一共 24 个
医疗电话。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体力也
是极大的消耗。”

张旃所在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II 科，在本
次疫情暴发前已治愈出院了两批近 10 个病人。
根据她的记录，这些病人来的时候基本都有呼
吸困难的症状。经精心诊治，大都 10 到 14 天明
显好转出院。此时，专家已高度警惕，要求患者
出院后居家隔离。

“周二上班，我戴上了 N95 口罩查房。我一
般不戴 N95，因为戴上后呼吸没那么顺畅。周
二白天感到身体疲乏无力，但无其他症状……”

繁重工作之余，张旃不忘结合临床思考。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死亡几千万人。多年后
总结，固然有病毒本身原因，更多是当年过于恐
慌，病人拥至医院。呼吸道变异病毒不是第一次
侵袭人类，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恐慌没有必要。”

1 月 18 日，随着疫情全面发展，作为科室
党支部书记的张旃，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
写下请战书。

“我申请长驻留观室，对病人进一步分检，
这样可减轻其他医生负担，病人也可获得延续
性治疗，留观室床位也可以流动起来。”

写下请战书之时，张旃注明，此事没有告知
自己的丈夫——同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工作、
担任神经外 I 科副主任的李明昌教授。

备注：人民医院已组建起 3 组共 350 余名
医护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治梯队。全院人员放弃
春节休假，专家团队和应急救治梯队人员春节
期间随时待命。

隔离病房里的“拄拐大夫”：把

对女儿挂念压在心底

饶歆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
生，在重症监护室工作 9 年，负责重症隔离病房
的工作。

数天前，他的脚崴了一直没有好，7 天前他
来到重症隔离病房工作。在被问起为什么不休
息时，他说：“这么紧要的时刻，怎么能休息呢，
岗位上要有人啊！”

在他看来，隔离病房工作与普通重症监护
室的工作无异，但防护服加大了工作难度。比
如，对一个体重 75 公斤的病人翻身，平时需要
3-4 人，在这里则需要 2 倍人力；对患者穿刺插

管，视野严重受限，没有高超技术无法完成……
脚崴了一瘸一拐，他就柱上拐杖上岗。他单

脚受伤，同事们却称他为“双拐医生”。
原来，为了防止将病毒带出重症隔离病房，

病房里所有物品都不可以带出。为了方便，他在
隔离病房里放了一根拐杖，上班时用。隔离病房
外也放了一根，下班后用。

饶歆有一个 7 岁的女儿。进入隔离病房工
作后，他好多天见不到女儿，工作间隙经常想女
儿。但他知道，虽然严密防护，但病毒传播途径
并不清楚，他怕自己成为“传染源”。“爱她就少
见她。”饶歆说。

备注：医务人员主动请缨参战，只有两三天
时间，各种设施完全配备到位，中南医院托管的
发热定点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 22 日晚 10 点正
式开诊。中南医院近百名专家到该院坐诊，当晚
接诊百余位发热患者。夜渐深沉，人们睡去，而
医务人员的战斗仍在进行……

“最美面罩姐姐”：现在是一秒

也不能停

疫情发生以来，病例数在持续增加。最近几
天，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发热门诊每天门诊
量在 500 人左右，高峰时达 800 人。发热门诊经
过两次扩充，面积已扩大到原来的五倍。

就诊人数剧增，医院也增派医护人员。有些
患者出于对疾病的恐慌和长时间排队情绪不稳
定。发热门诊护士喻银燕和同事们挨个对患者
进行疾病科普，维持秩序。讲到最后，嗓子都
哑了。

在发热门诊，穿着厚重的三级防护隔离服，
要连续工作 8 小时以上。长时间在防护隔离下，
喻银燕汗水蒸发成水珠打在防护面罩上，被网
友称作“最美面罩姐姐”。

疫情暴发使发热门诊短时间聚集许多病患
和家属。她也碰到过病人对医务人员的工作不
理解，甚至责难。她虽觉得委屈难受，但从不因
此影响工作。

“大家都没怨言，只想把病看好。我觉得再
累也值得，如果以前我们说忙得一分钟都不能
停，现在我们会说忙得一秒都不能停。”喻银
燕说。

备注：当听说医院的病人要被转送到红十
字会医院集中治疗，需要医护人员过去时，感染
性疾病科的护士纷纷主动请缨参战。报名参战
的名额，一会儿就在护士长这里报满了。内科
30 多名党员组成了抗击新型肺炎党员突击队。
护士长王伟仙理解大家的选择，她说：“越是危
险时，医务人员越是冲在最前面。并不是不怕疾
病，而是义不容辞，必须迎难而上。”

新华社太原 1 月 23
日 电（ 记 者 赵 东 辉 、魏
飚）鼠年新春临近的太
行山区，厚厚的一层积
雪没能拖住李换芝的脚
步。这位 53 岁的农村妇
女迈着高频小碎步，从
镇上赶到石泉村。三四
公里的路程，李换芝走
了约一个钟头，她专程
为“葫芦”而来。

这个时节，大多数村
民原本在家“猫冬”等着过
年。然而，皑皑白雪覆盖的
石泉村，却是一番火热景
象：装着红灯笼的皮卡在
村里行驶，村民们架起扶
梯把红灯笼挂上树梢，镂
空的、烫画的、手绘的葫芦
灯，一串串排列在进村的
大路上。

“以前腊月底村民都
来镇上赶集，现在镇上的

人也来这里挣‘葫芦’钱。石泉村年三十晚上就被
葫芦灯照得亮堂堂的。”李换芝说，石泉是有名的
“葫芦村”。她从事制灯接线的工作，一天能挣
100 元。

石泉村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是茶马古
道上的一个古村落。岁月流转，古村因葫芦而
新生。

“山头走路鞋头湿”，这是村里的一句谚语。这
里有着丰富的泉水资源，20世纪 50 年代村里就
建起了水库。但说起为何要种葫芦，还要从村里
“看不见的水葫芦”说起。

故事得从返乡致富带头人彭连根开头。
2015 年 4 月，彭连根响应镇里招商引资号召，看
中了这片水域，琢磨如何开发。当翻阅地形图时，
他猛然发现水库像个葫芦。葫芦谐音福禄、护禄，
彭连根决定把美好的寓意变成现实。通过邀请农
业种植专家实地考察，并经过多项指标评测，石
泉村不仅适宜种植葫芦，而且适宜优良葫芦品种
的生长。

“水葫芦”变成了真葫芦。彭连根随后流转土
地 1000 多亩打造葫芦种植基地和葫芦农庄。种了
几百年的玉米，石泉村的土地上头一次种上了
葫芦。

普普通通的葫芦在彭连根眼里就是个“宝葫
芦”。看葫芦，吃葫芦，赏葫芦……从食材葫芦到艺
术葫芦，石泉村的葫芦拉出了一条长长的商品线。

“葫芦不做任何加工，每亩就可实现产值 1 . 5
万余元，2017 年，我们种植的 120 亩葫芦实现产
值 180 多万元。而葫芦如果通过工艺大师的加工
制作，附加值将增加 10 到 20 倍。”彭连根说，
2018 年春节，石泉村举办了葫芦灯展，有 13 万人
前来参观，第二年看灯展的人达到了 15 万。

葫芦给村民带来了真金白银。丰宜镇党委书
记焦彦飞说，石泉村平均每天吸收附近村子六七
十人来打工。赶上春节灯展、夏季旅游高峰，葫芦
农庄能吸引二三百人。

在石泉村，不在葫芦农庄打工、不参与葫芦种
植也能尝到甜头。凭借两年的灯展人气，郗建春家
的小米、土鸡蛋，每年能卖一万多元。

石泉村村支书李文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村
里 248 户、771 人，2019 年人均年收入 1 . 2 万元，
相比两年前提高 2000 元。去年 19 户贫困户全部
脱贫。“除了已有保障政策外，葫芦成为石泉村脱
贫增收的主渠道。如今大家的日子变宽裕了，不少
家里还有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小汽车。”

葫芦还把一些特困村民的日子“稳住了”。几
年前，村民郗广听的儿子患上了罕见的格林巴利
综合征，全身瘫痪，离不开人照顾。他不得不放弃
原先在百公里外一家煤矿的工作，和妻子一起照
顾儿子。2018 年，郗广听开始在葫芦农庄当水库
巡查员，一年收入 1 . 8 万元，既有了稳定工作还
照顾了家。更令他高兴的是，现在儿子在精心照料
下手脚可以轻微活动了。

傍晚时分，村民郗冯拴正在村口安装进村门
闸。“以前姑娘都不想嫁的村子，现在有名了，来的
人也多了。”郗冯拴说，“进村要装门、收门票，这在
以前哪敢想啊。”

谈笑间，进村门闸已经安装好了。
“你们村里有名气呀！”附近的洼沟村一位来

打工的村民说。
“那当然啦！”郗冯拴挺直了腰板，嗓门也高了

起来，“俺们还是 3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哩。”
“一年种地加上葫芦农庄打工能挣 5 万多元。

不愁吃穿，手头宽裕。”郗冯拴觉得，现在的日子就
是小康了。

新的一年，彭连根盘算着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深挖葫芦产业链。

夜幕下，葫芦农庄商店的各式葫芦已悉数亮
相，准备迎来大年初一开始的客流高峰。窗外，葫
芦灯已经点亮，灯光映照下的一个个葫芦金光
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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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葫芦、
吃葫芦、赏葫
芦……从食材
葫芦到艺术葫
芦 ，石泉村的
葫芦拉出了一
条长长的商品
线 ，“ 无 中 生
有”，一个产业
兴了一个村

逆行者：武汉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故事

近期，一张钟南山院士
在前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休
息的照片，在朋友圈刷屏。为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这位 84 岁的老人临
危 受 命 ，挺 身 而 出 ，令 人
感佩。

这些天，有很多让人感动
的故事。“不计报酬，无论生
死”，同济医院一位医生在支
援武汉肺炎疫情一线请战书
上这样说；“此事我没有告知
明昌，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
本来处处都是战场！”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女医生张旃书写
了“现代版《与夫书》”；“一场
硬仗，各位多保重，共勉！”武
汉医生的朋友圈令人落泪；四
川省人民医院自愿请战加入
疫情救援人员名单接龙，十多
分 钟 内 几 十 名 医 生“ 秒
回”……

疫情面前，医护人员用
生命构筑“护城河”，守护着
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安全。他
们夜以继日地坚守病房，全
力救治受感染的病患，他们
加班加点、不分昼夜……他
们也是如同你我一般的血肉
之躯，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
家庭顶梁柱，但只要穿上那
身白大褂，使命感和责任感
让他们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看到医护人员赶赴前线的新闻，很自然想
到 2003 年“非典”疫情中相似的一幕幕。人们
甚至都无法准确知道每一位英雄的名字，但在
生死面前，“白衣天使”从未胆怯迟疑。

人们盼望着他们能够平安。随着疫情进
一步发展，会有越来越多医护人员冲在第一
线，也会有越来越多患者前来就诊，如果防护
措施不完善、不到位，他们会面临更多风险。

提供更严格的防护措施，加强后勤保
障，合理安排休息，在更多细节中关心爱护
医护群体，防止他们在救治病人过程中被感
染……保护好医护人员，也是保护我们自
己。疫情面前，我们一起并肩奋战，众志成
城！ （本报评论员董小红）

自 23 日 10 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
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机场、火车站离
汉通道暂时关闭。正值春节春运特殊时期，对一
座“九省通衢”的超千万人口超大城市采取这一
前所未有的举措，充分表明党和政府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也表明党
和政府有勇气与决心带领武汉市民打赢这场看
不见硝烟的战役。

最近一段时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迅速蔓延升级。对武汉实行交通管控，防
止疫情在更大范围内扩散，确属当务之急。

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通
告，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理解，但在这种非常之
举面前，人们的恐惧也容易被放大。尤其自媒
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瞬时千里，人们对未
知事物的恐惧很容易在众声喧哗之中被放
大 ，使得生产生活和正常的社会运行受影
响。尽管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已发布
通告称，目前大宗商品 、食品 、医疗防护用品
等储备充分 、供应顺畅，请广大市民不用恐
慌、不必囤积，但仍出现“空军播撒消毒粉末”
“武汉市集中转运发热病人”“加油站停止加
油”等谣言，超市、药店、加油站等也有抢购
人群。

战胜恐惧，首先需要党和政府措施得力、
保障尽力、落实有力。前所未有的管控举措，十
分考验地方党委政府的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
这些天，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做了不少工作，

但也要看到，这些应对工作与严峻的防控形势
和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各
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大幅提升精
准应急保障能力。这是稳妥防控疫情的需要，
也是增强群众安全感、减少恐惧感的基础。

战胜被“众声喧哗”放大的恐惧，就要敏
锐感知社会关切 ，及时全面地发布权威信
息。因此，针对网络舆情和公众关切，有关部
门需要加快信息发布频次 ，更细地解疑释
惑，进一步提高透明度，让广大群众对疫情
发展变化和有效的防控措施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权威信息越充分，谣言就越没有生存
的空间，也就有利于减轻恐慌。

当然，及时全面发布更多权威信息，除了
最大限度地公开和透明，关键还在于加深对
疫情的认识，掌握更多有效的信息。要集中一
切优势科研资源，汇聚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和科学研究，尽快查明
病毒源头和传播机理，尽快研究优化诊疗方
案，迅速启动疫苗研发和特效药研制。对疫情
认知越多，人们的恐惧就越少。

当前，管控方案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疫情防控大战的号角已吹响，武汉市交通部
门也已经组织应急车队，保障旅客、疏散物
资运输。武汉这座迎战过特大洪水、抗击过
SARS 疫情的城市，再一次站到了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的最前列。在这个危急关头，千万
武汉人民拒绝别有用心的“段子”和流言，我
们最需要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只要全国上下密切协作、科学防控、措
施得力、众志成城，完全可以战胜对疫情的
恐惧，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攻坚战。 （本报评论员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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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 力 同 心 ，让 民 众 安 心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记者张辛
欣）23 日，记者跟随工信部负责人赴天津走
访口罩材料、消毒除菌用品等生产企业发现，
很多一线企业停止休假陆续复工，加班加点
忙碌生产。

工信部部长苗圩现场表示，目前口罩产
量已达到每天 800 万只以上。工信部已紧急
协调口罩、消毒除菌等用品生产企业，全力加
大市场供应。“我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
2000 多万只。”苗圩说。

“我们近两日接单约 450 吨，相当于平常
两月的接单量。”天津泰达洁净公司董事长宋
逍说。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反映目前较大的难
题是春节期间的运输。“目前有 4 天产量等待
发货，也备了不少货，希望及时调配。”现场的
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已建立重点
企业临时生产调度机制和重点生产企业临时
调度制度，推动建立疫情防控物资国家临时
储备，协调各方面做好原料供应、物资保障等
工作。

全国日产量

超800 万只

 1 月 22 日，河北邯郸一口罩生产企业
的工人加紧生产口罩。近日，各地口罩生产
企业克服春节期间用工困难，抓紧生产，全力
增加市场供应。 新华社发（胡高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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