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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2 月 27 日电（记者张
亮、谢建雯、马丽娟）从黄河岸边到汉
水之滨，塞上江南和襄阳古城，就这样
被一声号令紧紧拧在了一起。

作为“一省包一市”的唯一西北
省区，宁夏党委、政府接到对口支援
襄阳的号令后连夜部署，第一时间出
台对口支援方案、建立工作机制。79
人、100 人、150 人、172 人，8 天时间
4 批精锐急赴荆楚，加上此前已经在
湖北的两批医疗队，宁夏共 780 余名
白衣战士“逆行”战疫，医疗物资、蔬
菜大米源源不断驰援湖北，部分企业
主动转产支援抗疫，与湖北人民风雨
同舟。

驰援：倾囊相助

宁夏这个总人口数与襄阳一市
相差无几的西北省区，医护力量、物
力资源并不宽裕，但党中央支援湖北
的号召一发出，宁夏就迅速响应，坚
持全国“一盘棋”，按照中央的统一指
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力以赴，
倾囊相助。

自治区党委、政府专门成立支援
湖北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统筹指
挥、协调配合、服务保障、沟通联络、全
面支援”，强力推进前方医疗救治工
作。同时在襄阳设立 9 个临时党支部
和 5 个临时党小组，形成党组织与属
地受援医院合而为一的战斗单元，为医疗救治
和后期管理提供保障。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人民医院、银川
市第一人民医院、自治区宁安医院四家是宁夏
区内医疗资源和水平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三甲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科、重症医学科、心脏中心
科，主任医师、业务骨干、资深护师，四家医院尽
锐而出，选派医护人员支援襄阳。

“2 个小时就有 600 多人请战报名，这是我
们第一次征集医护人员时的情景。我们从报名
者中优中选优、百里挑一，选拔出来的很多人都
曾参加过非典、甲流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宁
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黄河说。

防疫物资短缺是普遍问题。没有一家医
用口罩和防护服生产企业的宁夏在防疫物资
的筹措上更是捉襟见肘。物资极紧缺时，担负
病毒检测任务的宁夏疾控中心只剩一天的防
护服存量。即便如此，宁夏还是将千方百计把
从外地筹集来的防疫用品优先配给援助襄阳
医疗队。

截至 26 日，宁夏所有地级市都派出了援湖
北医护人员，先后支援襄阳 15 家医疗机构，涵
盖呼吸、重症、感染、急诊、心理、中医等 10 多个
专业，捐赠 6 台有创呼吸机和 35 台无创呼吸
机。另外，宁夏还向湖北省增援了 427 吨蔬菜、
150 吨大米。

守护：医者仁心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的名
字叫‘宁夏’。”襄阳市襄州区第二人民医院隔离
病区的患者感恩地对一名宁夏援助襄阳医疗队
队员说道。截至 2 月 26 日，宁夏援助襄阳医疗
队已累计接诊 2286 人次，管理住院病例 1747
例，治愈或转出病例 788 例。

宁夏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
生王庆文来到襄阳的第二个夜班，就遇到了一
例非常复杂的重症病人。“病人此前心脏放了 6
个支架，当时的情况血压很低，没有尿。”王庆文
说，这样的情况好像回到了心内科的监护室。
她熟练地监测血压，根据血压调节多巴胺泵速，

严格控制输液滴速，一晚上来回穿梭在病房
的走廊，自己也记不清跑了多少趟。第二天
早晨 6 点，病人心率降低、血压过百，生命体
征终于重回平稳。襄阳当地搭班的医生向王
庆文竖起了大拇指。

在治疗过程中，信心与希望无比珍贵。
确诊病人隔离治疗，家属不能陪伴照顾，这让
一些患者心理比较脆弱，而宁夏援助襄阳的
医护人员则用心用情让患者感受到家人般的
温暖。

“姑娘，你和我女儿长得一样，就像一个
模子里刻出来的。一看到你，我就想到我女
儿。”在襄阳市中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
院神经病学中心内科护士王爱芳正在查房，
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对她说。

“阿姨，那我就做你的女儿。”王爱芳笑着
回应。老人高兴地拿出手机：“这会儿我就把
你拍下来。以后要是想念我这个远在宁夏的
女儿，就翻出来看看。等病好了，我要带你去
看看襄阳的古城墙、古隆中、唐城……”老人

指着窗外，绘声绘色地说。

倾力：兄弟同心

宁夏支援湖北的 400 多吨蔬菜
中，有 150 吨马铃薯来自宁夏最后
一个未脱贫的国家级贫困县固原市
西吉县。“一听说是送往湖北的，我
们立马动员 80 多名村民连夜分拣、
装卸。西吉的脱贫攻坚得到了全国
各方的帮助。疫情当前，我们也想
为保障湖北的‘菜篮子’出一份力。”
西吉县红耀乡小庄村鑫馨马铃薯种
植合作社负责人熊志忠说。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对口支
援对宁夏而言并不陌生。 1 9 9 6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宁夏
获得福建 20 余年的倾情帮助，如
今即将彻底摆脱绝对贫困。此次
接到对口援助襄阳的任务后，宁夏
充分发挥自身在“互联网+医疗”远
程会诊、中医诊疗等方面的优势，
尽其所能，在祖国大家庭里传递这
份兄弟情。

“双肺多发病灶，磨玻璃状变化
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临床诊断新
冠肺炎患者病例。”盯着屏幕上播放
的患者胸片，63 岁的宁夏医科大学
总医院影像科主任医师郭玉林迅速
做出判断。2 月 17 日晚，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的几位专家与远在千里

之外的湖北省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医
师团队，隔着一方电子大屏，对两例高度可疑
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宁夏是全国“互联网+医疗”首个示范
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通过此次对口支援
惠及襄阳。自 2 月 17 日起，宁夏医科大学总
医院、宁夏人民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先
后与襄阳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谷城县
人民医院、襄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实现了
远程视频交互式会诊，并对多例疑难和危重
症病例进行了会诊。

从第一例确诊病例开始，宁夏在治疗本
地确诊患者时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
案，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组建支援湖北医疗
队时，宁夏也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原则，各地中
医院累计派出医护人员 122 人。“我们医护人
员自身戴着防感香囊，还为湖北的患者带了
艾条和内服中药，充分发挥中医所长抵抗疫
情。”银川市中医医院副主任护师彭莉君说。

新华社长沙 2 月 27 日电（记者帅
才、阳建）湖北黄冈是除武汉、孝感外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湖南省
对口支援黄冈市。湖南出台对口支援
方案、建立工作机制、调配医疗队和爱
心物资……举全省之力支援黄冈。

同舟共济，紧急驰援

2 月 10 日，国家统筹安排 19 个
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湖南省委省政
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
步加强对口支援黄冈事宜，建立了湖
南省相关市州对口支援黄冈所辖县市
区新冠肺炎防治工作机制，并在第一
时间派出了强大的医疗队伍。

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部署，来自
湘潭、娄底、益阳、永州、郴州和部分省
直医疗机构的医疗队，于 2 月 11 日到
达黄冈，按照“市包县”的模式连夜下
沉到黄州、英山、罗田、红安、麻城五个
县市区开展医疗救治。

同舟共济，紧急驰援。湖南统筹
全省的资源支援黄冈市。除了医疗人
员，湖南省委省政府还将对口支援黄
冈的物资调配，纳入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的统筹范
围内。

湖南省卫健委主任陈小春告诉记
者，针对黄冈当地县市区定点医院医
疗设备不够的问题，湖南紧急筹集有创呼吸机、
高流量氧治疗仪、除颤仪、心电监护仪、电动吸
引器等价值 750 多万元的医疗器械，于 2 月 17
日运送至黄冈，当天这批设备就投入临床医疗
救治。

为了更好地统筹安排对口支援黄冈各项工
作，2 月 11 日，湖南省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了湖南省支援黄冈市新冠
肺炎防治前方指挥部，将湖南对口支援黄冈各
批次医疗队纳入前方指挥部的统一管理。

科学救治，精准施策

驰援黄冈，湖南在行动。大年初一由 137
人组成的湖南第一批医疗队最先抵达黄冈，迅
速进驻 3 个临时救治点，为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改建赢得了时间。1 月 28 日，湖南省委省政
府再次紧急部署，派出 137 人的第二批医疗队

赶赴黄冈支援。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是湖南支援黄冈医疗

队的主战场。队员们进驻后，用最短的时间开
辟了四个病区。1 月 29 日下午，第一批新冠肺
炎患者成功转入这里。

“医疗湘军”为危重症患者带来了终极救命
手段 ECMO，这是黄冈市医疗史上的第一例
“人工肺”。为保证“人工肺”的有效运转，来自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邝代斌和护士时刻
监测机器的参数指标和患者的生命体征。

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高纪平说：“队员们在疫
情阻击战一线，克服种种困难，为了更方便穿防
护服，不论男女都剪短了头发；为了节约防护
服，就整天穿着纸尿裤……”

第二批医疗队副队长曾普华是一名中医专
家，他说，湖南医疗队将中医疗法运用在疫病治
疗的各个环节，患者在早期医学观察期就进行

了预防治疗，重症患者也采用了中医进行干
预治疗，起到了很好的疗效。

为进一步降低重症患者病亡率，2 月 22
日，湖南派出重症医学团队 101 人到达黄冈。
2 月 23 日，10 人疾控专家团队也来到了黄
冈。目前，湖南共派出五批共 585 名医务人
员驰援黄冈。

湖南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换来黄冈一
批批患者的康复出院。2 月 5 日，医疗队通
过中西医结合成功治愈一例患者。2 月 7
日，医疗队精心照顾的 13 位患者集中出院。
2 月 22 日，90 岁高龄的患者夏爷爷治愈出
院，这是目前黄冈市成功治愈新冠肺炎患者
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湘潭分队队长易钊
泉说：“夏爷爷有心脏病等基础疾病，刚转过
来时病情严重，呼吸困难，治疗小组每天集中

会诊两次，进行个性化诊疗服务，他
的痊愈也带给医务人员和患者更大
鼓舞与希望！”

重症救治，攻坚克难

为进一步降低病亡率，提高治
愈率，2 月 15 日，湖南医疗队重症
医学科正式成立，同时开通远程会
诊直通湖南。目前，湖南医疗队负
责的 9 个医疗点共安装远程会诊设
备 12 台，随时可以联系湖南省远程
会诊中心的专家团队会诊。

“患者男性，56 岁，2020 年 2
月 3 日转入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为危重症型病例，目前多脏器功能
衰竭，请专家团队给予后期治疗建
议。”2 月 15 日，第一批医疗队队长
朱华波向湖南省远程会诊中心发出
了会诊请求。

远在长沙的湖南省远程会诊中
心，湖南省人民医院 4 位教授连线
黄冈，共同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诊疗
意见。专家会诊持续一个半小时，
在仔细询问病史、临床表现和治疗
情况后，进行科学的专业指导，为下
一步治疗制定了精准方案。

朱华波告诉记者，为危重症患
者提供多学科专家团队的远程诊
疗，能充分发挥省级专家优势，对疑
难危重患者进行多学科合作的联合

诊治，以减少医务人员暴露风险，降低患者病
死率。

“目前，湖南省远程会诊中心建立了 24
小时远程会诊响应机制，成立由呼吸内科、心
血管内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等临床医疗科
室和放射科、检验科、病理科多学科会诊专家
团队，随时满足来自黄冈的会诊需求。”湖南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刘景诗说。

为了提高黄冈市各县市区医务人员的救
治水平，湖南医疗队对他们开展了专业培训；
为了救治重症患者，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了 24 张病床的重症医学科，进一步集中
优势专家资源，对患者实施“一人一策”的全
流程管理，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湖南对口支援黄冈医疗队累计收治确诊
病例 530 例，其中重症 114 例、危重症 55 例，
治愈出院 270 例。

同江同湖 ，同舟“湘”助
湖南对口支援黄冈抗击疫情纪实

新华社重庆 2 月 27 日电（记
者王金涛、韩振、黎华玲）2 月 11
日，躺在重庆市肿瘤医院病床上
的杜天勇，通过微信向党组织交
了 1000 元特殊党费，“我想为战

‘疫’再做点贡献！”
44 岁的杜天勇，是丰都县湛

普镇卫生院的一名医生。他家庭
困难，生活拮据，父亲患有帕金
森，母亲偏瘫在床，大儿子正上大
学，小儿子刚一岁。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从 1
月 24 日到 2 月 9 日，杜天勇一次
家都没回过，一直战斗在疫情防
控一线，直到病情加重，无法继续
工作。

湛普镇距离丰都县 10 公里，
镇里有 143 名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人员。杜天勇负责的片区就有
70 多人。疫情防控期间，杜天勇
不但要给湛普镇群众看病，还要
每天上门给这些人员量体温。

杜天勇早上八点半开始看
病，一直看到下午五点半，每天要
看三四十个病人，他对病人很耐
心，自己中午只有十来分钟的吃
饭时间。

看病结束后，他还要进社区、
村里测体温、做筛查、搞宣传，往
往忙到很晚才回到办公室。回到
办公室，他又要忙党务工作、院里
消毒等，每天都是高强度运转。

“‘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
是连轴转，根本没多少时间休息，
办公室没有沙发，实在太累了，就
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眯下眼。”杜天
勇坦言，在没回家的日子里，自己
特别想念 1 岁的小儿子。

从卫生院到他分管的白水社
区，有约 2 公里路程。杜天勇每
天走路过去测体温，单趟要二三十分钟。有一次，白马社
区党支部书记冉海龙让他搭自己的车过去，但他坚决不
肯。他怕每天给被隔离人员测体温，对冉海龙不好。

白水社区曾有一名密切接触者，是位年轻的妈妈。
每天，杜天勇要上门给她量两次体温。她因为带着孩子，
有时早上起得晚。杜天勇在门外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杜医生平时把病人当成了亲人，他一个人的病人占
了全院一半以上。”丰都县湛普镇卫生院院长杨必龙告诉
记者，杜天勇住院这几天，很多病人过来问：杜医生怎么
不在？他好久回来？“病人也把杜医生当成了亲人。”

“杜医生很少想着自己，他年前左胳膊就疼得厉害，
但他说自己是肌腱炎没事儿，继续战斗在疫情一线。”杨
必龙说，“2 月 9 日，他在分诊时疼得满头大汗，我坚持让
他去医院做个检查。结果一查，竟是肺癌。”

杨院长让他到重庆大医院看病，他不愿去，说自己走了
防疫工作咋办。后来，杨院长硬是开着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杜天勇的妻子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他一个人坐
火车去重庆看的病。杨院长看着他孤独的背影，想着他
病这么重，还要一个人去重庆找医院、挂号、做检查、办手
续，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重庆市肿瘤医院住院这几天，左臂的疼痛折磨得
杜天勇难以入睡。尽管知道自己患的是绝症，但他还是
很乐观。“家里离不开我，单位也离不开我，我想早日回
家，早日回到岗位！”杜天勇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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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成一股绳，心往一处“襄”
宁夏对口支援襄阳抗击疫情纪实

“人都快没了，你给他一个亿又有什么用，他们现在
最需要的是医护人员，需要的是药品。”问及为什么选择
以支援医疗队的形式来支援湖北，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光辉这么回答。疫情暴发后，尽管公司受影
响无法开展业务，一天损失两三百万，了解疫情形势后的
他还是萌生了支援前线的念头。当他看过一篇关于地方
医护人员轮轴转的报道后，决定要向前线支援一个医
疗队。

意愿有了，还需要有地方对接。通过好友得知，地处
武汉周边由孝感市代管的汉川市是全国确诊人数最多的
县级市，王光辉找到了汉川市政府并表达了自己的援助
意愿，汉川市副市长刘伟当即表达感谢，并保证将全力做
好医疗队对接与后勤保障工作。

说干就干。中创尊汇集团一边采购医疗物资，一边
联络组建医疗队。疫情紧张，物资采购特别困难，一些急
需的医疗物资甚至还未流入市场就被“抢”走。“我们联系
了基本所有能找到的线上线下渠道，一家一家挨着问才
给这些物资凑起来的。”负责采购的中创公司员工王艳菊
说。最终采购了 3000 个一次性医用帽、20000 双医用手
套、500 件隔离衣、300 个防护面罩、200 件防护服和 200
个护目镜。

王光辉所在企业非与医疗相关，筹备医疗队需要找
到能出医护人员的医院，他想到了之前有过接触的一家
民营三甲医院——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建华医院。齐齐哈
尔市离武汉较远，确诊病例少，医疗资源相对充裕，民营
医院人员调动也比较灵活，又是三甲医院，医护力量有保
障。王光辉立即跟院方提出支援汉川的想法，中创尊汇
集团负责采购医疗物资，另根据需要适当补贴医疗队员，
医院这边则负责征集医护人员。

双方一拍即合，齐齐哈尔建华医院当即答应下来，转
头就去各科室征集志愿者。仅仅四个小时，微信上就有
七八百人报了名。“这些孩子都是 80 后、90 后，一些孩子
都没来得及跟父母沟通就报了名，还有刚值完夜班就报
名的。”建华医院执行院长宋照东对记者说。最后从中挑
选了 6 名医生，14 名护士完成了医疗队的组建。齐齐哈
尔建华医院还组建了远程会诊团队，将与前线医疗队密
切配合，诊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

当各项工作准备完毕，打算集结出发之际，国家卫建
委发布了各省对口支援湖北的安排，黑龙江省定点支援
的恰好是孝感。中创尊汇集团与齐齐哈尔建华医院得知
后紧急商议，决定让已经筹备好的医疗队申请并入黑龙
江省支援湖北孝感医疗队，原计划捐助的医疗物资、专项
补贴不变，后续根据情况再追加防护物资与医护人员。
他们相信医疗队在黑龙江省的统一调度下，能更高效的
发挥救治作用。“只要有需要，我们义不容辞。”王光辉坚
守着这份初心。如今，这只医疗队已顺利入驻汉川，开始
了紧张的救治工作。 （本报记者张博令）

开赴战“疫”前线的

一支“编外”医疗队

▲ 聚焦疫情防控·对口支援 19 省份在奋战 

▲湖南省对口支援湖北省黄冈市医疗队在长沙南站集结出发（2 月 11 日摄）。
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 2 月 12 日，宁夏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从银川启程，前往湖北襄阳开展疫情防控和救治
工作。 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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