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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王文化、陈忠
华、曹国厂)2 月 8 日一早，匆匆从武汉赶
回石家庄的货车司机张勇勤，将独自一人
隔离 14 天。

正月初一至今，在河北石家庄与湖北
恩施、武汉之间，49 岁的张勇勤已经驾车
往返了两趟，星夜兼程 4000 多公里，为抗
疫一线送去了急需的药品。

连日来，全国各地集结优势“兵力”发
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医护、保障等各路
力量纷纷驰援武汉、增援湖北，向着疫情重
灾区勇敢地“逆行”。

为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家庄四药”）运送药品的张勇勤，就是众多
“逆行者”中的一员。

1 月 25 日，正和两个哥哥一大家人团
聚的张勇勤，突然接到石家庄四药储运部经
理李立功的电话：“有一车去湖北恩施的货，
那边医院急等着用，能不能马上跑一趟？”

电话那头非常急切。石家庄四药接到
湖北的求援电话，亟需盐酸莫西沙星氯化
钠注射液等急救药物，李立功找了几个合
作的物流公司，但一听说去湖北，很多人打
了退堂鼓。“有司机前脚刚答应，后脚人家
媳妇电话就打过来了，‘家里上有老下有
小，能不能不让他去啊’？”

前方救人急等用药，运药的司机却找不
到！情急之下，李立功突然想起了张勇勤。

张勇勤与石家庄四药合作了 15 年，对
于运输任务从来没有含糊过。这次，接到电
话的张勇勤却回应说，要和家人商量一下！

李立功心里能理解：大过年的，一大家
子聚在一起不容易。而从 1 月 23 日起，武
汉就已经封了城。

“女儿觉得我该去，但又怕我被感染。
两个哥哥说，遇到事了不往前冲，怎么治得
住疫情啊？”

“是啊，咱是中国人，如今国家有难处
了，咱不能退缩！”张勇勤拿定了主意。爱
人没再多说，只是一个劲儿往丈夫包里装
麻酱烧饼、火腿肠、牛肉和方便面。

大年初一，简单的晚饭过后，张勇勤带
着全家人的叮咛和牵挂，独自驾驶着满载
救命药物的货车，向着湖北进发了！

从石家庄到恩施，单程将近 1500 公
里。因为配不上副驾驶，张勇勤只有一车
药、一个人。临行前，李立功给张勇勤配备
了口罩、手套、消杀用品等防护设备，不断
叮嘱他千万要注意安全。

“当时前往湖北的高速路上空空荡荡，
心里很不是滋味。”张勇勤说，一路上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把这些药品送到前线。

每到一个服务区，工作人员一听是给湖
北运药品的，都对他连声道谢。张勇勤听了
心里热乎乎的，大家都在努力，咱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货车开得飞快，一路向前，向前！

就这样，每四个小时休息一次，张勇勤
跑了一天一夜。1 月 27 日早上，顺利抵达
了恩施。卸完全车药品，他才如释重负。

“回来的路上，路过邢台市内丘南收费
站，工作人员一听我是给湖北运送药品回
来的，说了声‘您辛苦了！’”那一刻，张勇勤
感到特别自豪。

从湖北回来，尽管身体检查都没有问
题，张勇勤还是主动进行了自我隔离。“家
不能回，有老有小的，万一感染了家人怎么
办？宾馆也不能去，刚从湖北回来，去哪个
宾馆也不合适。”

思前想后，张勇勤最后在驾驶室的卧
铺上睡了两天。

有了张勇勤“逆行”送药的示范，身边
的司机们勇气大增。石家庄四药党委书记
史建会说，像张勇勤这样的师傅还有不少，
他们都是勇于支前的“逆行者”。从 1 月
25 日至今，这些“逆行者”已累计向湖北发
送药品上万件。

返回石家庄自我隔离两天后，2 月 3
日，张勇勤再次出发了，这次是疫情最严重
的武汉。

圆满完成任务后，2 月 6 日凌晨四点
左右，张勇勤返程行至邢台市柏乡县收费
站，被隔离在了当地。“测量体温、拍了
CT、抽了血，没有发现问题。”

8 日上午，结束短期隔离的张勇勤回
到了石家庄，再次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
示正常，目前在隔离点接受观察。

张勇勤说，相比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和众多奉献者，他做的那点事儿微不足道。
在隔离点上，张勇勤不时刷手机关注着疫情。

“解除隔离之后，如果有需要，我还会驾
车前往一线。万众一心，天佑中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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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2 月 18 日电（记者栗雅婷、李思
远）一桶热气腾腾的方便面，面汤里泡着一颗卤
蛋。2 月 13 日早晨，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的主
管护师刘晓萌捧着这碗特殊的“长寿面”，在武汉
迎来了自己 31 岁的生日。

“有面又有蛋，简简单单过个生日挺好。生日
年年都有，在这里过生日比在家过更有意义。”刘
晓萌是天津首批驰援湖北省医疗救治队的成员，
1 月 26 日到达武汉后，她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顿
方便面，但生日当天，这碗“长寿面”她依然吃得津
津有味。

“平时在家基本上就是包顿饺子、吃个捞面，
也不会过得多隆重，但闺女去了前线，看见她的方
便面总觉得有点心酸。”刘晓萌的父亲刘殿军说，
家里人都想给她好好过个生日。

中午 12 点左右，刘晓萌的手机忽然响了，叫
她下楼去取外卖。心里正犯嘀咕的她看到了外卖
小哥手里的蛋糕，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个粉红

色的蛋糕装饰极其简单，上面用奶油写着“汗血染
白衣，泪眼送祝福，生日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许多蛋糕店都
关门了，这个蛋糕，得来不易。刘晓萌的丈夫和公
婆，一大早就开始在美团上挨个给蛋糕店打电
话，有一家蛋糕店原本已不营业，但听到是给医
护人员做蛋糕，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和蛋糕一同送出的，还有微信上父亲写的一
封信。“常常攥着手机，滑出你的号码，呆呆地发
愣；常常翻看着相册，回忆着送行的场面，独自黯
然神伤；常常盯着手表的指针，心里盘算着，你上
岗、下岗的时间……亲朋想问询，我说：嘘，她在
战斗；挚友要关爱，我说：嘘，她在蓄锐。亲友的
思念，同事的嘱托，我的手机，拿起又放下，放下
又拿起……爱你，就不打扰！”

今年 59 岁的刘殿军是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
局的一名民警，疫情暴发以来，父女二人都坚守在
各自的岗位上。刘殿军每天都要去社区配合相关

部门进行入户核查，向住户宣传防疫知识。从大
年初一到现在，他一天都没休息过，然而在单位住
了十多天的他最放心不下的却是抗“疫”前线的
女儿。

大年初二，原本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
子，刘晓萌却在这一天要出发前往武汉。刘殿军
不停嘱咐女儿，“一定要多喝水”“穿脱防护服要
遵守操作规范”“千万可别感冒”……在刘晓萌眼
里，父亲是一个坚强、感情内敛的人，她不知道的
是，送完女儿开车回单位的路上，刘殿军在车里
放声大哭。

“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就像炮火连天的战争
年代父母亲送孩子上战场一样，这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我女儿能去前线我内心十分骄傲，但
想到孩子可能面临感染的风险我就觉得心里难
受。”刘殿军说。

刘晓萌 1 月 28 日第一次上岗，下班时已是午
夜，再加上脱隔离衣的时间，回到驻地已经夜里一

点半。刘殿军怕错过女儿报平安的信息，特地上
了好几个闹钟，直到等到女儿的信息才安心
睡觉。

为了不打扰女儿休息，刘殿军当起了家里
的“联络员”，负责收集亲友的祝福和问候，由他
统一转达给女儿，再把女儿的信息统一发送到
家庭微信群里，家里人都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
持着抗“疫”前线的刘晓萌。

刘晓萌和“战友”们分享了甜蜜的蛋糕，她
觉得来自家人的爱是她身上最坚固的铠甲。“这
个生日很难忘，这是一次‘战地生日’，也是我人
生中特别的经历，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一线医
护工作者身上，其实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家人
才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们是我的力量源泉。”

刘晓萌双手合十，许下了 31 岁的生日愿
望，她说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但这个愿望里有
家人，有战友，有患者，有武汉，她坚信愿望一定
会实现。

“假如时光倒流，我想陪妈妈吃了年饭再出发”
记湖北巴东县护士宋秀慧

新华社武汉 2 月 18 日电(记者谭元斌)母亲
已经离开 11 天了，宋秀慧的心里还是有一股说不
出的痛。每天从隔离病房回到宾馆，忙碌得有些
遗忘的内心，突然就冒出那种痛，像血从刺破的血
管里冒出来。

这 11 天里，除了母亲走的第二天，她在宾馆
里“回忆往事自责后悔，待在窗台望着家的方向”
度过之外，她未曾有一天脱离岗位。

1 月 23 日，除夕前一天，湖北巴东县人民医
院感染科收治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疑似患者，作为
感染科护士，宋秀慧毫不犹豫加入了抗疫一线。

那时，大姐和母亲在农村老家等着她和二姐
回去过年。当晚，她回县城家里收拾东西，给大姐
和同在县城的二姐打了电话，告诉她们自己要值
班，过年回不去了。

24 日，除夕，宋秀慧进了隔离病房。她的二
姐后来写道：“因为疫情，妹妹有史以来第一次没
跟我们一起吃团年饭。我们事先已经开导过母
亲，讲明了道理，母亲说‘我明白’。”

从除夕那天起，宋秀慧每天往返于宾馆和医
院之间。正月初五，长期患有免疫系统疾病的母

亲病情加重住进了巴东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与
感染科之间仅隔着一栋楼。

母亲一再叮嘱：“不能跟小慧讲，不能影响小慧
工作。”家人就真的没给宋秀慧讲。正月初六，她听
内一科一位同事无意间说起，才知道母亲住院了。

虽然只隔着一栋楼，她却不能去看母亲，视
频聊天成了联系母女俩的纽带，宋秀慧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虽然深受病痛折磨，母亲却总在视
频里鼓励她：“不用担心我，你要照顾好自己，做
好防护。”

经治疗，母亲的病情得到好转。2 月 1 日，
正月初八，照顾母亲的两位姐姐给她办了出院。

2 月 6 日，宋秀慧突然感到很不安，多次发
视频请求给母亲。“妈妈刚吃饭睡着了……”“妈
妈在上厕所…… ”二姐以各种理由推掉了她
和母亲的视频。

“妹妹要求视频，被我搪塞了，准备等母亲
吃过止疼药状况稍微好点再视频，不曾想却再
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她的二姐写道。

当晚，宋秀慧值夜班。7日凌晨下班后，她在
回宾馆的路上，看到村里的微信群里发出了母亲

去世的讣告。寒风刺骨，她忍不住号啕大哭。
等待她的，是一个无比痛苦的选择。虽然很

想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但为了家人的安全，她
最终下定决心不回去，把痛苦藏在心里，继续坚
守岗位。

“不敢想当疫情过去，妹妹能回家的那天，她
的母亲已是一堆黄土。这样的疼，这样的痛，这
样的遗憾，何时才能释怀？”她的二姐写道，“哪有
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义无反顾的平凡！”

8 日，宋秀慧在宾馆里休整了一天，回忆母
亲的点滴往事。9 日，接着上班。穿上防护服，
走进病房，面对患者，她顾不上去想母亲离开这
件事。

几天前，宋秀慧照顾过的一个小名叫雪糕的
小男孩儿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院了。他们一家人
都平平安安，让她感到内心有了力量，心头的那
份自责和后悔也有了些许宽慰。

“爸爸妈妈靠种地供我们读书，吃了太多的
苦。假如时光倒流，我想陪妈妈吃了团年饭再上
一线。但是，不管有多难过，我都会坚持到最后，
因为病人需要我们。”宋秀慧说。

据新华社武汉 2 月 18 日
电(记者杨淑馨、潘志伟)“武
汉，我们来了！”肖冠华在他的
第一篇战“疫”日记中写道，在
汉口医院支援的日子里，除了
用专业的医术救治病人，这位
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
医生也成了这场战“疫”最前沿
的记录者。

除夕团圆夜，在值班室吃
完作为年夜饭的快餐，肖冠华
便随着广东省驰援湖北医疗队
紧急出征。大年初一清晨四
点，医疗队抵达了武汉的住处。
几个小时后，心怀热血的肖冠
华在“肖大夫的笔记本”公众号
上发出了在前线的第一篇日
记，他写道：“面对未知的敌人，
没有人会不恐慌，但作为医务
人员的我们，责无旁贷。”

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一线
的故事，肖冠华希望用真实的
记录揭开疫情可怖的面纱，传
递抗击疫情的信心。在汉口医
院的日子，每天都是紧凑的节
拍，但肖冠华仍坚持在珍贵的
休息时间里写下支援武汉的点
滴，在他的笔下，有“苦”，但最
终都是用“乐”来表达和面对。

在医院的首个值班，肖冠
华面临着繁重的任务。由于病
区患者数量较多，一刻也不能
停转，在值班期间肖冠华与队
友们滴水未饮，六个小时下来已
经声音嘶哑。但在这篇值班的
日记中，肖冠华却记录下寒冬里
的第一股暖流，几位热心的武汉
市民组成了志愿车队，排班开车
接送，疲惫的医护人员不再需要

步行下班。
一周的时间过去，肖冠华逐渐习惯了忙碌的

节奏。在凌晨的病区内，肖冠华熟练地在看病人、
开医嘱、搬氧气瓶、写病历。夜班固然难熬，但是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来的是值班过后一碗点缀
着海带和黄瓜的热干面，这是在艰苦的前线上简
单的满足与惊喜。

“我想记录下这些阳光，希望疲惫的医生们能
从中汲取坚守的感动。”肖冠华说，在他的日记中
写下的不只有他一线战“疫”的经历，还有并肩奋
战的医护同行的故事：经历过“抗非”的护士长、
95 后的年轻队员、爱吃红烧肉的护士……每个鲜
活的故事背后都是医者的无畏与决心。

受肖冠华的这本战“疫”日记激励的不只有医
护同行，还有无数关心武汉疫情的民众，这束阳光
同样也照入了他们心内。

微信名为“豹哥”的网友每天都会等待肖冠华
的日记更新，家就在汉口医院对面的他看着住院
大楼彻夜的灯光，通过所见和所读深刻体会到一
线医护人员的辛劳，他在文章留言道：“感谢了！
奋不顾身的白衣天使！”翻看“肖大夫的笔记本”中
的留言，其中不乏类似的感触。网友们通过肖冠
华的文字看到了疫区内的艰苦奋战，同时也感受
到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坚定与信心。

离家许久，广州家中的兰花已经开放，妻子给
肖冠华发来了兰花的照片，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
道：“相信我们自己，也相信国家。等一切都过去，
武汉的樱花一定也特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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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潭医院院长夫人程琳痊愈后捐献血浆
▲ 2 月 18 日，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程琳（右二）在捐献血浆后与医护人员合影留念。当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夫人程琳来到金银潭

医院，捐献了 400 毫升血浆。程琳 1 月 19 日确诊新冠肺炎后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接受治疗，于 1 月 29 日康复出院。新华社发（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供图）

送往战“疫”一线的生日蛋糕和祝福

方舱医院里的战“疫”年轻人
新华社武汉 2 月 18 日电（记者袁汝婷、廖君）“进

舱”第一天，“95 后”女孩蒋含钰提着形形色色的箱
子，来回爬了十二三趟楼，帮入住方舱医院的患者搬
行李。防护装备裹得密不透风，她感觉“有点缺氧”。

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护士蒋含钰，是湖
南援助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的队员。2 月 10 日，
她和同事们抵达武汉，支援江夏大花山户外运动
中心方舱医院。在湖南医疗队 40 名队员中，有 6
人来自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都是“80 后”和“90
后”。蒋含钰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为了更好地“战
斗”，她剪掉了一头长发。

“2003 年非典时我才 8 岁，觉得穿着白衣服保
护我的人好神圣。现在，我也想去保护别人。”蒋
含钰讲述“请战”初衷，“我是党员，我相信这里需要
我。”“舱”里的工作细致琐碎。蒋含钰除了要辅助

医生，还要负责领餐、送饭、打水、排床位、发中药、
搬行李、陪护老人上洗手间……她双腿一直在出
汗，“出舱给病人领餐，风一刮，湿乎乎的特别冷。”

6 人中年龄最大的是 38 岁的唐明杰，他是常
德市第一中医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抗疫就
是打仗，武汉就是最前方，要战就要在前方战。”唐
明杰同样主动报名支援湖北。

第一天“进舱”工作结束，交接班时，他写了七
八条提醒建议——

比如，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患者，日常药物还剩
几天量，需要补充备齐；患者反映医院顶灯太亮，
能否提供眼罩助眠；老年患者多，能不能给定点洗
漱的地方安装防滑设备；建议增加移动洗手间；糖
尿病病人不能挨饿，建议另外供餐、提早送餐……

“我们要尽量要求自己成为‘全能’战士，事无

巨细地帮病人解决各种问题，因为在这里，我们是
他们最依赖的人。”唐明杰说。

方舱医院里的这群年轻人，是白衣天使，是生
活百科，还是知心人——

这两天，唐明杰碰到一位 60 来岁的女患者，
体温、血压、血氧饱和度等指标都稳定，精神却很
紧张。他一遍遍耐心开导：“阿姨，我们就守在你
旁边，不要怕。你的各项指标都好，要有信心。”

方舱医院里，有些患者的家属还在 ICU接受
治疗，有些患者对新冠肺炎感到恐惧，还有患者不
适应封闭空间而焦虑……于是，心理疏导就成了
医护人员的日常任务。他们带着患者练起了八段
锦和太极拳，跳起了广场舞，唱起了歌。这既是为
了锻炼身体，更是为了疏导情绪。

许多人不知道，穿着厚重的防护设备，做些剧

烈动作，医护人员就会感到气促。“跳舞尤其累，
就像被人捂住了鼻子。”唐明杰能清楚感觉到汗
液顺着身体往下流。

2 月 15 日晚上 7 点，蒋含钰也满身疲惫地下
班了。她走进换衣间，一步步脱下自己的三层帽
子、两层口罩、三层鞋套、三层手套、一层防护服和
一层隔离衣。她小心翼翼，每进行一个流程都洗一
次手，每次洗两分钟。一整套程序下来，20 多分钟
就过去了。回到驻地，又洗头洗澡、拿消毒液浸泡
衣服、用微波炉热晚饭……收拾停当，已是深夜。

她告诉记者，终于能躺下休息时，自己脑海
里却突然出现了几天前的画面——在长沙南站，
40 位“战士”列队站立，预备奔赴前线。“那么多人
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想起来就很受鼓舞。”年轻
的女孩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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