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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为信，海河为证。
当疫情发出命令，距离便不可阻碍。从

海河之畔，到鄂西林海，跨越 3000 里的“天
使组合”（天津和恩施），誓当守护好山好水
的恩施无虞。

2 月 7 日，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我国开始举全国之力，集优质资源，建
立省际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地市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机制，统筹安排 19 个
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 16 个市州。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为天津市支
援地区，“天使组合”就此“问世”，一场驰援
即刻开始。

阻击疫情于未然

2 月 12 日，一支 117 人的队伍从天津
出发，前往恩施，这支队伍是来自天津的医
疗、疾控一线人员。很快，他们被分为 9 支
医疗分队，分赴恩施州所属 6 县 2市，开始
重点在疾病救治、院感防控、心理干预、实
验室检测、流行病学调查、消杀等方面开展
综合防控援助工作。

“我们分析了恩施的疫情现状及走势，
制定了‘一手抓患者救治，一手抓疾病传播
阻断’的防控策略。”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
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雷平说。作
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院长，雷平已是一
名医疗战线的“老兵”。

阻断疾病传播，是阻击疫情的重中
之重。

天津此前因宝坻百货大楼的“福尔摩
斯”案例，成为疫情溯源、防控的范本。此次
对口支援恩施同样组成了疾控组，将天津
流行病学调查经验复制到恩施，抽丝剥茧，
寻找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

恩施州副州长高敬佩说：“天津的疾
控工作，特别是流行病学调查很精细，通
过这次支援，希望能提高我们的疾控水
平。”

这些天，恩施连日阴雨，因为担心雨水
冲刷导致卫生死角出现垃圾、病毒外溢，天
津疾控组决定到出现过病例或疑似病例的
小区查看消杀情况。在一小区进行了 5 个
小时的走访后，队员们意外听到小区居民
从窗户里喊话：“恩施加油，感谢天津！”又
不知谁起了头，大家竟遥遥相望，合唱起了

《我和我的祖国》。
为了拧紧疫情传播的“水龙头”，前方

指挥部还成立巡回指导专家组，历时 7 天
行程近 2000 公里，深入 40 多家乡镇村卫
生院、定点收治医院、疾控中心等医疗机

构，对发热门诊设置、隔离病房分区及流
程、患者转运等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的环节
进行调研，找出了 4 类 11 个问题。恩施州
据此立即召开全州视频调度会。

救治患者以仁心

利川市是恩施州确诊患者最多的县
市。2 月 14 日，医疗分队抵达利川的第二
天凌晨，重症医生张洪宾和谭国兴接到电
话，一位高龄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刚刚转入
定点医院，出现意识不清、呼吸困难，需立
即抢救！

生命垂于一线，深夜紧急抢救。在两地
医生的共同努力下，3 点 50 分左右，病人
出现好转，首战告捷。

在利川确诊病例中，家庭聚集性发病
居多，并有救治难度极高的老年人，88 岁
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覃奶奶就是其中之
一，家中四口都被感染。

天津市北辰中医医院心内科医生杨
涛进入“红区”的任务，就是诊断覃奶奶的
心衰并发症。“诊断时发现她不仅身体孱
弱，而且心里很恐惧，我们就不断给老人
打气，当时就看到老人流泪了。”杨涛说，
他一直信奉那句“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
是安慰”。

除了疾病本身的救治，心理减压和疏
导迫在眉睫。

在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一名
26 岁的患者经过治疗，病情开始减轻，但
是心理焦虑却越来越严重。“他一直在病房
中转圈，说自己要被关疯了。”天津支援恩
施医疗队心理救援组组长张勇说。

张勇在初到恩施进行的一线摸排中了
解到了这名患者的情况，并及时对他进行
了心理疏导，同时，他发现恩施很多患者和
居民都需要加强心理干预。

于是，两地专家决定发挥恩施州联防
联控指挥部“8269303”公益心理热线的作
用，整合两地专家轮流值班接听，对严重的
病例进行一对一跟踪回访，并一同制定了
恩施州心理干预常态化方案。

“地面支援”的同时，一座“空中医院”
也在搭建。

指挥部依托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网上
诊疗资源，联合恩施当地，上线了“新冠肺
炎实时救助平台”，为全州 400 多万百姓提
供免费在线问诊、心理健康咨询、药械物资
募捐、专家多学科会诊等服务。目前，已注
册恩施州执业医生 4559 人，接诊用户
3721 人次。

“希望疫情结束后，能为恩施留下一座

‘带不走的医院’。”雷平说。

两地情谊共绵长

疫情发生后，防护物资的紧缺成为湖
北防疫的痛点。天津市医疗队决定，随队携
带 7 天用量以上的医用防护物资，后期随
时供给，不给当地增加负担。

2 月 21 日，首批天津对口支援紧急医
疗防护物资抵达恩施。包括Ⅲ级医用防护
服 1000 套，Ⅱ级医用防护服 3000 套，Ⅲ级
医用防护口罩 2000 只，医用外科口罩
50000 只，一次性医用口罩 20000 只，以及
护目镜、额温枪、隔离衣、消毒液等。

抵达恩施的，不仅仅是急缺的物资，还
有来自海河之畔的情谊。

“投之以桑榆，报之以桃李”。恩施也在
温暖转身，拥抱天津。

作为风景瑰丽、具有独特少数民族风
情的旅游胜地，在天津医疗队抵达后，恩施
所有景区宣布，对天津医护人员和家属，一
律免门票开放；对所有天津市民，半价
开放。

2 月 24 日，天津医疗队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礼物——湖北民族大学科技学院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 8 位学生，绘制了一幅“感恩
天津，感恩天津人民”的海报。

其中一幅海报上，骑着白虎的土家族
男孩和天津杨柳青年画娃娃一左一右，土
家族男孩戴着口罩，手举“恩施加油”，年
画娃娃拿着针管，手举“天津助力”。“天使
组合”以如此萌动的形象温暖两地人
的心。

2 月最后一天，天津医疗队又被 43 双
手工制作的西兰卡普织锦拖鞋，以及一封
写给医疗队的感谢信“戳中了泪点”，信中
说：“期待麻花大哥、土豆兄弟共坐街头小
聚，你奉上天津包子、麻花，我供上恩施炕
土豆、苞谷老烧，共话民族情义、兄弟手
足”，信的落款只有“恩施土豆兄弟”几
个字。

从持续几十年的东部支援西部，到汶
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再到近年来的脱贫
攻坚战，在中央全面统筹指挥下，“对口支
援”一直是我国勠力同心的强大力量，向
来是同心通力、共同进步的选择。疫情之
下，这一举措坚定了大家战胜病毒的
信心。

作为“天使组合”主角，天津医疗队队
员们约定，等到摘下口罩时，一定好好看看
这座城。

（记者白佳丽）新华社天津 3 月 4 日电

跨越三千里，津门送“天使”
天津对口支援恩施州抗击疫情纪实

▲ 2 月 21 日，天津支援湖北恩施医疗队专家们在进入实验室前相互检查防护装备。
新华社发（杨顺丕摄）

新华社昆明 3 月 3 日电（记者浦超、岳
冉冉）奔流不息的长江，把相隔千里的云南
和咸宁紧密相连。抗击疫情的时刻，彩云之
南和鄂南重镇并肩作战。

出人、出力、出物……咸宁缺什么，云
南送去什么。10 批铁军，1156 名“白衣战
士”；价值 3000 万元的呼吸机、负压救护车
等医疗设备；一辆辆满载蔬菜、三七、火腿、
粮油的货车，开往湖北咸宁。

闻令而动，一夜成军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按照国
家统筹安排，云南省对口支援咸宁市，云岭
大地迅速响应，集结精兵，调遣强将。

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研究部
署。云南省委、省政府连续召开会议，安排支
援咸宁工作，提出举全省之力，集中优势资
源驰援咸宁，精益求精制定医疗方案，精心
精细诊断救治患者，坚决打好咸宁保卫战。

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坚持尽
锐出战，科学整合医疗资源，全面落实医疗
救治措施，与当地医护工作者密切配合、齐
心协力救治患者。同时组织好向咸宁提供
云南农产品，帮助保障当地市场供应。云南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省卫健委主任杨洋说：“我们第一时间
与湖北精准对接，第一时间制定对口支援
工作方案，第一时间动员集结精锐力量。”

上交“请战书”，按下“红手印”。从省里
的医院，到州市的医院，到县里的医院，从
主治医生到普通护士，云南省广大医务人
员纷纷请缨，要求参战。数万人报名，让谁
去冲锋？打硬仗，必须出强将上精兵。云南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从报名参
战人员中，抽调了 16 个省级医疗卫生单
位，以及昆明、曲靖、文山等 10 个州市共
121 所医疗卫生机构的各专业、各领域最
优秀人才共 10 批铁军 1156 人奔赴湖北。

快、快、快……时间就是生命。下达命
令到集结完毕，每批医疗队 24 小时内完
成；集结完毕到抵达咸宁开展工作，每批医
疗队 48 小时内做到。“很多同志还来不及
和家人告别，就奔赴咸宁抗疫一线。”杨洋
说，他们中有新婚不久的爱人离别，还有女
队员为了降低病房感染风险，毫不犹豫剪
去心爱的长发。

出发、出发、出发……一批批医疗队紧
急奔赴前线。每一批队员出发，云南省都安
排省级领导到机场为队员们壮行。

云岭“白衣”，尽锐出战

“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1 月 27 日大年初三，138 名医务人员
组成的首批援助医疗队，紧急赶赴咸宁。

2 月 12 日，355 名来自云南各医院各科室最强、最具实力、最有经
验的医疗骨干，再抵咸宁。“援助队员都有丰富的临床和救治经验，很多
曾参加过汶川地震、鲁甸地震和援外紧急医疗任务。”杨洋说。

2 月 12 日晚，医疗队代表云南省向咸宁援赠了价值 3000 万元的
设备。其中，首批制氧机、心电图机、呼吸机、输液泵随医疗队随行运抵。

按照咸宁市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云南省医疗队和咸宁市医疗
资源进行深度融合，密切配合，救治患者。“奋不顾身与时间赛跑，拼尽
全力与死神搏斗，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家人有难，我必支援！”驻咸宁
中心医院、云南医疗队医疗二组组长李波说。

2 月 13 日，咸宁—昆明远程生命线连接成功，两地专家通过远程
医学服务平台对患者远程会诊，为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提供精准个性化
治疗方案。

2 月 14 日，在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滇鄂医生携手为一位新冠肺
炎产妇进行剖腹产手术。生命的诞生，让人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2月 15日，云南医疗队正式进入咸宁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监护病区，指导、接管该市疑难危重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当天，云南省
捐赠的两台负压救护车抵达咸宁市中心医院。原本，这两辆负压救护车是
云南为抗击本省疫情订购，得知咸宁市只有三辆负压救护车，危重症患者
转运存在困难后，云南省当即决定——调转车头送往咸宁！“云南捐赠的
负压救护车，好比雪中送炭！”咸宁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郑波说。

2 月 18 日，云南第一批到咸宁的医疗队救治的一位重症患者治愈
出院，这是云南医疗队治愈的首位重症患者，也是咸宁市治愈出院的首
位重症患者。

2 月 22 日，咸宁市首批危重症病例治愈出院……
好消息频传，让咸宁人民越来越安心，越来越暖心，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医疗队把咸宁当成了家，把病患当成了亲人。抗疫一线，没有

一人退缩！”云南省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指挥长许勇刚说。

“粮草”不断，驰援不息

除支援医务工作外，云南还举全省之力，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纷纷向
咸宁伸出援手。蔬菜、鸡蛋、鲜花…… 2 月 18 日 22时，满载着 18 个集装
箱 230吨云南绿色农产品的火车专列，从昆明王家营西火车站出发，驶向
咸宁，这是云南支援咸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捐赠农产品集装箱专列。

为支持湖北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云南省决定向湖北省捐赠农产
品，重点保障咸宁市场。首批捐赠农产品于 2 月 12 日发出。云南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谢晖说，在组织省级专班开展捐赠的同时，加强对全省各级
党委政府的捐赠管理，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捐赠，形成全省整体捐赠合力。

从省里到州市，从州市到县里，从官方到民间，云南各界纷纷行动
起来。2 月 13 日，丘北县一家民营企业捐赠的甘蓝、莴笋等 30 吨蔬菜
运抵咸宁；2 月 14 日，曲靖市多家企业捐赠的 100 吨菜籽油、鸡蛋、猪
肉等生活物资运抵咸宁；2 月 17 日，云南供销系统捐赠的 90 吨蔬菜运
抵咸宁；2 月 21 日，载着云南国资国企系统捐赠物资的 54 辆货车抵达
咸宁……一车车物资星夜兼程，开赴咸宁。

云南各地人民把最好的东西都拿了出来，通海捐蔬菜、文山捐赠三
七、版纳捐大米、宣威捐火腿、宁蒗捐土豆、罗平捐菜籽油、玉溪捐鲜
花……到 2 月 26 日，云南省已累计捐赠农产品 1 . 2 万吨。一批批物资
的运抵，有力帮助解决了当地群众生活的燃眉之急。咸宁市民纷纷感
慨：“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云南人民在进行‘搬家式’驰援。”

杨洋说，云南省将及时调配专家力量，随时提供省内各家医院最强
学科的远程会诊力量，全力开展好救治工作，持续做好物资保障，举全
省之力做好支援。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没成功，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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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3 月 4 日电（记者刘兆权、
邱冰清）22 天，362 位医护人员，治愈率近
70% ……党中央作出“对口支援”部署后，
江苏迅速制定援助方案、投入防疫战场，全
方位支援湖北黄石疫情防治工作。

“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打赢这场仗！必
须完成任务！必须安全回来！”江苏省支援
湖北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鲁翔
承诺。

星夜集结精锐尽出

“安全到达，大家的关心我都看到。不
能一一回复，待到春暖花开，疫情散去，我
们摘下口罩相见。”2 月 11 日晚，江苏徐州
沛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管护师李娜抵
达黄石后，在朋友圈报了个平安。当日，江
苏对口支援黄石医疗队 310 人出发，奔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场。

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研究部
署。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口支援黄
石工作，着力完善组织架构，推动建立健全
各项工作机制，成立江苏省支援湖北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前方指挥部，同时在
后方增设对口支援专项组，保障对口支援
工作的推进落实。

鲁翔介绍，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医
疗救治组（专家组）、疾病预防控制组、物资
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等，明确以一线医务人
员为中心的工作职责，加强与后方及受援
地对接联系，协调做好支援工作。

首批 310 位医护人员包括 103 名医
生、200 名护士、4 名公卫人员及江苏省卫
健委派出的 3 名干部。鲁翔说，接到对口
支援通知时，黄石危重病人较多，当地重
症医学科、呼吸科、感染管理科等力量较
缺，江苏根据当地需求组建队伍。“我们在
通知时具体到专业、职称等，各家医院抽
调精兵强将，绝大部分医院选来的人都比
我们的要求还要高一个等级，可以说是高
配。”

综合协调组组长吴红辉介绍，江苏的
“高配”团队得益于组织队伍时对人员、专
业、年龄构成等多层次考量。医疗队队员来
自不同医院，每个队员身后有单位和专业
背景支持，做到前后方衔接。“当时我们的
初步方案是抓紧做好救治、防控工作，有效
救治危重病人，降低感染率、病亡率，提高
收治率、治愈率。”

“通过前期磨合，江苏和黄石医护人员
已逐渐拧成一股绳，大家形成合力，共同联

手打赢这场黄石保卫战。”医疗救治组（专
家组）组长黄英姿说。

全链条精准施策

“对黄石的援助是全面‘责任包干’，必
须对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全链条精准施
策。”鲁翔说，全市“一盘棋”，医疗队从医
疗、院感、质控、培训等全面介入。

按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
中救治的原则，医疗队各有侧重改造扩容
黄石定点收治医院，增加重症床位供给，分
类集中隔离收治当地轻型、普通型、重型、
危重型确诊病例。按各医院收治病人情况，
将医疗队员分为 18 个诊疗小组，分别在黄
石市区、大冶市和阳新县开展诊疗工作，保
证精准精当。

黄英姿表示，医疗队与黄石重症医学
团队成立重症医学专家小组，对重症、危重
症病例联合诊疗，一人一策开展救治。对轻
症患者，专家组派出专门队伍重点筛查其
转为重症的可能，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最大
程度阻止轻转重。

为整合前后方、受援地力量参与救
治，两地完善“江苏—黄石远程医疗服务
平台”，开通省际远程会诊系统，为黄石
居民提供在线问诊服务，为当地各医院
提供影像学诊断服务。截至 2 月 29 日，
平台 19 家上线医院，为居民提供 993 人
次问诊服务、17 例次影像读片服务、9 例
次远程会诊服务、50 人次远程心理咨询
服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临床带
教、远程指导等方式，江苏将防控和救治成
功做法运用到对口支援工作中，让当地医
务人员受益。“他们的认真负责让我们感
动，医术让我们敬佩，使我们诊疗工作上了
一个新台阶。”黄石市有色医院院长王文
炳说。

2 月 27 日，黄石市首次实现同日新冠
肺炎新增病例为零、新增疑似病例为零、死
亡病例为零。

“谢谢你们真诚无私的奉献，作为家属
我深怀感恩，向护理我母亲的黄石及江苏
医护人员表达诚挚敬意，你们是世上最可

爱最可敬的人……”2 月 29 日，医患联络
群，一位患者家属发来感谢信。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张蔷告诉
记者，这样的场景几乎每一天都在黄石
出现。

“粮草”充足后盾牢固

早晨六点，江苏宿迁蔷薇村村民陈文
香就拿着镰刀在蔬菜大棚里开始割菜。每
天从这里至少有 2 万斤新鲜的“上海青”
送往湖北。陈文香说：“疫情发生后大伙儿
想做点什么，捐点菜给湖北，我们觉得很
有意义。”沭阳的大米、东台的蔬菜、淮安
的粮油……各类食材等物资源源不断从
江苏发往黄石，烹饪出家乡味道。“吃到家
乡人民送来的盐水鸭和大肉包，感动得要
哭。”南京市儿童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唐珩说。

考虑到医务人员衣物消毒需求，每个
驻地都配置了外衣消毒间，并为医务人员
每人配发一台折叠式消毒洗衣机，节省医
务人员体力同时保障安全。为丰富医护人
员业余文化生活，为他们提供南京图书馆
电子资源服务。同时采购一批轻巧适用健
身器材，并提供南京体育学院的教学视频，
供医护人员锻炼使用。

2 月 28 日下午，由南京一志愿者协会
募捐筹资购买的一辆负压救护车运抵黄石
市中医医院。“捐赠的这台重要设备将为患
者和医护人员安全健康提供重要支撑作
用。”医院负责人说。

为全力保障医疗队物资需求，尽量减
少当地保障负担，江苏拓宽物资保障渠道，
及时调配各类医疗物资，共支持黄石 2 辆
负压救护车、2 台移动拍片机、15 万只医
用外科口罩、100 万只普通口罩、3 万套一
次性医用防护服、6 万套隔离衣、1 万支测
温枪、1 万份核酸检测试剂等。截至 2 月
28 日，江苏支援黄石款物累计超过 8000
万元。

根据黄石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需要，
第二批 41 位医护人员重点抽调重症医学
科、心理科、中医科等。在挽救病人生命同
时，为病程较长的病人提供心理辅导和中
医干预。“需要增派人手，后方立即调遣，需
要各类物资，保障源源不断。我们在前方战

‘疫’无后顾之忧。”鲁翔说。
“黄石，有时雪、有时雨，但春天不可阻

挡地来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
经内科主管护师范萍在日记中写道。

共盼风雨后 ，春回万物苏
江苏对口支援黄石市抗击疫情纪实

▲ 2 月 15 日，在湖北黄石市中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外，江苏对口支援湖北黄石
医疗队队员李洁（左）、李敏准备进入病区工作。 新华社发（韩洁珣摄）

▲在咸宁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云南医疗队重症组与咸宁 ICU
团队协同救治危重症患者（3 月 1 日手机拍摄）。 新华社发（杨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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