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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型肺炎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4 日电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 20 日、
2 3 日、2 4 日连
续召开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会议，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李
克强总理重要批
示要求和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
分析研判疫情形
势，部署落实疫
情 防 控 各 项
工作。

孙春兰强
调，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就
疫情防控和患者
救治等作出重要
指示，李克强总
理多次提出明确
要求，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人民健康高度
负责的责任担当
和为民情怀。我
们要切实抓好贯
彻落实，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

孙春兰指
出，疫情发生以
来，各有关部门
和地方在疫情防
控、患者救治、科
研攻关、物资保
障等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当
前疫情传播还没
有阻断，呈扩散

态势。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采取更
加严格、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孙春兰强调，要全力遏制疫情蔓延，湖北省、
武汉市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首诊负责制，内防扩
散、外防输出，其他地区也要切实做好疫情防输
入、防输出、防扩散工作。要整合优势资源全力加
强救治工作，集中定点医院、优秀专家，中西医结
合，尽最大努力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医务人员力
量要统筹安排和科学调配，做好轮班值守，形成合
理梯队，强化激励保障。加紧开展有效药物和病毒
溯源等科研攻关，动态优化诊疗方案并及时公布共
享。全力做好药品、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治器
械等防控物资供应保障，全部实行绿色通道，确保
满足防控需要。坚持公开透明，严格疫情报告制
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普及防控
知识。各地要建立高效指挥协调体系，联防联控机
制各相关单位要加强指导和支持，确保防控工作有
力有序有效开展。

孙春兰特别指出，今天是大年除夕，要向战斗在
救治防护工作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各位同志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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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除夕
夜，与往年有些不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仍在发展，

武汉的各种消息牵动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春晚
节目单上临时增加了由白岩松、水均益、康辉等 6 位
知名主持人带来的情景报告节目《爱是桥梁》。这个
唯一没有彩排的节目，展现了武汉人民坚强面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护人员忘我救治的
场景。

作为一个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的人，我看到这个
节目的时候感触颇深。不仅因为节目中有“我们在这
过年，您却在帮我们过关”“隔离病毒，但绝不会隔离
爱”等“暖句”，更因为我们能从这个“非常之举”中感
受到春晚对武汉人民的关注，感受到全国人民对武
汉的支持。

今年春节对很多人尤其武汉人来说，注定比往
年更特殊。最近几天，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武汉市
采取了一些紧急举措，市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
响。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恐慌情绪，也难免会让一些
人心绪不宁。但面对疫情，很多人默默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很多人不出城、不埋怨、积极配合，大家都在
为防控疫情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辞旧迎新的除夕夜，在疫情防控仍紧锣密鼓
的时刻，春晚为武汉人加油点赞，电视机前千千万万
武汉人会心头一暖；节目呼吁大家和武汉一起共渡
难关，也会在大江南北产生强烈回响。这个未经彩排
的临时节目，在细节上或许难言完美，但它清晰地传
递出了一个信号：隔离病毒，但没有隔离爱，我们始
终与武汉人站在一起。

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春祝福中表示，“祝
愿各族人民安心、顺心、开心”。也许有人会说，春晚
的一个节目并不能给被疫情影响的城市带来什么直
接的改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节目能让正在直面疫
情的人们多一分安心，这本身也是在为打赢疫情防
控战凝聚力量。

有爱不惧风来急，风雨过后是晴天。防控疫情，
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善，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还
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我们
有理由相信，只要社会各界同心同德，科学、有序地
迎战疫情，我们就能够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李思辉）

隔离病毒 ，

没有隔离爱

他们，战斗在疫情最前线
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关键抉择

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大年三十，辞旧迎
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及时部署和坚强领导
下，一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战“疫”正在打响，
“流动的中国”正全力阻断疫情传播。

疫情就是命令！84 岁的钟南山星夜兼程，
奔波在疫情最前线；8 万名武汉医护人员冲锋
在前，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近 1000 万医
务工作者化身“白衣战士”，奋战在没有硝烟的
战场……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全力救治患者，与时间赛跑，是全国各地
一线医务工作者无悔的选择！

不喝水的原因

1 月 23 日，一封按满红手印的请战书“刷
屏”了——

“ 17 年后的今天，当全国人民正面对新型
冠状病毒的肆虐，作为一支有丰富经验、战胜过
非典的英雄集体，我们更是责无旁贷……在此，
我们积极请战：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请战书的落款，是 2003 年曾奉命赴北京小
汤山抗击非典的南方医院医疗队 20 多位队员
的签名。

请战、出征，义无返顾。
因为没有人比这一群人更加明白时间对于

患者的重要性。
2020 年元旦当天，武汉市武东医院参加上

级紧急会议后，时间就开始以秒来计算——成
立应急指挥小组、专家小组；开展预检分诊、启
动发热门诊；开设隔离病房……

武汉市武东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治疗专家组组长钱燎说，进入隔离病房工作的
医生护士们，身上出现了差不多的“症状”——
嘴唇爆皮，嗓子眼冒烟。

因为，一旦进入隔离病房，就要穿上里三层
外三层的隔离服，不等穿上最外层的隔离服时，

处于密闭状态的人体已经是汗流浃背，气喘
吁吁。

水，成了这里医生护士们最馋的东西。
但喝水，就意味着要上卫生间，就意味着要

走出隔离病房，脱掉隔离服，解决需要后，再穿
上笨重的衣服，重新杀回战场。

这一进一出，要耗费多长时间？少说也得半
个小时。

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半个小时，他们放弃
了喝水，忍受着难耐的饥渴，只为赢来救治病患
的可能——

哪怕只是多一点点的可能，他们都决不
放弃。

没说出口的抱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
后，武汉市肺科医院第一时间收治了众多患者。
恢复健康，是患者最深切的期望。

身为医院防治专家组组长的杜荣辉，在最
近 1 个月时间里，几乎没有脱下那身白大褂。
带领团队完善诊疗方案、去重症患者的病房查
房、给每一位患者制定适合个体的救治方
案……这位 50 岁的女医生，上班是健步如
飞，让年轻人都追不上；回家是飞步进门，跟
女儿叮嘱几分钟，拔脚就走。

手机经常弹出的讯息，来自远在新疆的丈
夫。去年 11 月，杜荣辉的丈夫作为援疆干部，远
赴新疆保障边疆平安稳定。为了不让他担心，杜
荣辉迄今未告诉丈夫自己早已奋战在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一线。

同样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我们发现了这样

一双手——因长时间紧紧箍在双层医用手套
里，这双手的十个指头已经肿胀发白。

手的主人，是医院 ICU 主任胡明。疫情暴
发后，ICU 团队收治的都是急危重症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由于患者病情危重，他
每天仅能休息两三个小时。一次凌晨 2 点的手
术，他担心患者气管插管的体液、血液引发感
染，坚持赶走了其他人，仅留下沈斌华医生作辅
助，两个人完成了所有气管插管、纤支镜的
操作。

这些事，他都“瞒”着同样奋战在一线、在同
个医院担任护士长的爱人王洁。而他们 9 岁的
儿子，已半个多月没见过爸爸妈妈。

“我很想跟儿子说一声抱歉，爸爸妈妈都不
能陪你过春节了……”话没说完，胡明的眼圈
红了。

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不知道对方何时会
知道。

“简单”的牺牲

2020 年的春节，注定是一个让很多一线医
务人员难忘的日子。

腊月二十八的这天下午，广东省中医院二
沙分院急诊科主任李芳做出一个决定：退掉了
回老家的机票，留在救治病人一线。

她不是没有纠结过。21 日早上，李芳患有
糖尿病的父亲被门严重夹伤了脚趾。她深知“糖
尿病足”损伤特别容易继发感染；患有慢性肾病
的妈妈一早指望着女儿春节回家帮她调养身
体，几乎是数着日子等着她。

她实在愧疚啊！只好趁加班工作的间隙，

哭着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 2003 年，
我在 SARS 救治的第一线， 17 年后的今天，
作为科室的管理者、叶欣护士长曾经的战友，
也必须和身边的同事们在一起。在疫病到来之
前，未雨绸缪，严控布防，把困难想得多一
些，把措施落实得更到位一些，希望每一个人
都平平安安！”

此刻，她的脑海里，满是抗击非典“白衣烈
士”叶欣的样子——“这里危险，让我来吧！”在
护理非典患者的过程中，叶欣总是身先士卒，把
最危险最困难的工作留给自己处理。在那次与
非典的斗争中，不幸感染病毒的叶欣走了……

因为有离不开的医院，所以才有回不去
的家！

一天之后，腊月二十九这天，一张截图在朋
友圈传播开来。这是上海瑞金医院呼吸科医生
的微信群，科主任时国朝在群里看似“简单”地
“圈”了所有人：请大家取消外出旅行计划。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
因为时间仍在一分一秒飞逝。
下面群里，三十多位群友，“列队”作答——
“已取消。”
“已取消。”
“已取消。”
……
当疫情来临，科主任还没作出取消度假的

要求时，一线的医生们已经用行动作出了庄严
的回答！

毫不犹豫！
有时候，“简单”的牺牲，其实是很大的牺

牲。（执笔记者：屈婷、陈聪，参与记者：廖君、肖
思思、仇逸、张紫赟、徐海涛）

新 华 融 媒 选 粹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增增援援武武汉汉报报道道

 1 月 23 日，多名新华社记者
从北京赶往武汉增援报道。扫
描二维码，观看记者沿途所见。

MMVV：：武武汉汉加加油油！！我我在在你你身身边边

“武汉！加油！我在你身边！”

扫描二维码，与新华社一起为
武汉祈福！

1 月 24 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相互加油鼓劲。
新华社发 熊琦摄 陈聪颖作

入夜，长江之畔的武汉，灯火星星点点。
街头的车辆少了许多，商场中也不复有熙

熙攘攘的人群。这个农历除夕夜的武汉，因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个特殊的概念，
与往昔相比，颇有些不同。

在武汉市红十字会接听了一下午电话，志
愿者杨颖琛接过盒饭，和其他志愿者一同吃上
了一顿别样的除夕“团年饭”。了解到红十字会
公布的接受社会捐赠热线电话被“打爆”的消息
后，杨颖琛自发从家里来到红十字会，参与到帮
助接听电话工作中。

“许多爱心人士打电话过来表达捐赠意愿，
核对捐赠账号和地址。”杨颖琛说，几部热线电
话的铃声，几乎没有停过，接了一下午电话，耳
朵都疼了，但她的心中洋溢着温暖。“很多打电
话来的热心人士都会说一声‘武汉加油’，这让
我作为一名武汉人特别感动。”

从位于武陵山区的湖北恩施州民大医院来
到武汉，参与支援新型肺炎救治工作的 3 名医
护人员谭晓、周玲、刘娇的年夜饭是 3 碗热气腾
腾的方便面。24 日上午，3 个人参加了相关的
培训，随即就开始了忙碌。

虽然除夕不能和家人团聚，会有点遗憾，但
是她们都说，“不后悔”。因为，“患者需要我们”。

这个夜晚，列车长黄洁正在一列飞驰的“复
兴号”之上。作为武汉客运段南线动车组车间
“凤舞楚天”乘务班组的一员，她一直在京广高
铁线上负责乘务工作。这是她在高铁上度过的
第八个春节。她留意到，为了切实防控疫情，机
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这让武汉火车
站的站台显得格外空旷。

忙碌，是“快递小哥”陈萌这个除夕夜的特
殊状态。奔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他佩戴的口罩
边缘已经被汗水浸湿。他是电商平台天猫超市
的一名配送员。“今天配送的有不少是口罩和防
护用品，必须得早点送到，不能让它们在仓库中

‘跨年’。”他笑着说。
除夕夜，电力抢修人员林瑨和几名抢修队

员一同，匆匆冒雨赶往一处突然跳闸的变电站。
“柏泉变电站承载着武汉市东西湖区近 80% 的
供电量，而东西湖区目前有两所发热门诊定点
机构，虽然医院都有发电设备、备用电源等确保
用电，但其供电可靠必须优先得到保障。我们慢
不得！”

在武汉市蔡甸区武汉职工疗养院附近，参
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一座专门救治新型肺
炎患者的医院正在 24 小时施工建设中。“今晚
估计又是一个通宵。我们要加快进度，为医院早

点建好多出些力。”首次在外地过年的“95 后”
运输车司机吕俊说。

这个夜晚，不少老家在外地的“新武汉人”

也选择了留下，陪伴这座暂时生病了的城市。
在武汉市硚口区行政审批局工作的湖南女

孩尹叶琼，默默退掉了好不容易“抢”到的火车
票。做好了一桌饭菜之后，她给父母打了一个视
频电话，问候新年快乐。

“曾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想回家，但思想斗争
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留守武汉。”尹叶琼说，虽
然内心会有失落，但她深知，只有遵从“无特殊
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的要求，才能减少其

他城市人民的恐慌，也免得给家人增加
压力。

在武汉市一家综合三甲医院工作的陈莉，
这个除夕夜在家中“自我隔离”。因为在工作中
接触到了新型肺炎病人，她有些忧虑。好在，暂
时没有出现发热状况。“参加防疫工作前，我已
经把四岁的儿子托付给父母，送往了老家。今
天，我把家里所有的用品都消毒了一遍。上午在
家电话办公，晚上吃了一碗泡面。”

她和同为医务工作人员的丈夫，最近都工
作在抗击疫情的前线，已经一周没有见面。

“其实，我也没法隔离太久，还有很多工作
需要去完成。”陈莉说，医院的工作人员每天都
要接触大量的疑似或确诊病例，独自度过这个
特殊时期的除夕夜之后，年初一一早，她会穿上
防护服，返回到工作岗位。

对于少儿绘本作家、编辑陈颖而言，相较以
往，这个除夕夜颇有些冷清，家里取消了小规模
的团年饭，取消了往来拜年的计划。她浏览起网
页，关注着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这注定是一
个永生难忘的新年，皆因我感受到此时此刻，有
这么多我不知道姓名的家人，在这个城市的各
个角落，怀着各样的心情，为着同样的希冀，同
守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个夜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彭志勇的身影依旧在病房中穿行。新型肺
炎病人黄淑丽向他挥手，他们互道新年快乐。经
过 10 余天的治疗，黄淑丽病情正在好转，下午，
已经被转入了普通隔离病房。

除夕，在传统文化中是除旧布新、祈福禳灾
的日子。

辞旧迎新，冬天总会过去，正如春天终将
到来。

（记者梁建强、喻珮、王贤、王自宸、李劲峰、
徐海波、谭元斌、侯文坤、冯国栋）

新华社武汉 1 月 24 日电

除夕，夜幕下的武汉

▲ 1 月 24 日，除夕夜，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灯火通明，建设团队加紧建设。
武汉市参照 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正在蔡甸区建设火神山医院，集

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新医院计划于 2 月 3 日建成。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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