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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尽春来，朝阳面向宽阔的江面东升，越过
耸天入云的大厦，照亮这座薄雾笼罩的城市。

新的一天，“种一棵希望之树”网络植树活
动在武汉开展。

遥望临街的新绿，市民魏昌芸点开网络页
面，为还在“康复驿站”隔离留观的丈夫和父亲
“种”下三颗平安树，静候一个关于春天的佳音。

冬春之交，武汉这座长江中游三镇鼎立的
大城市遭遇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
人们被迫面临一种未知病毒的汹涌侵袭。

生死攸关，看不见的敌人无孔不入、肆意横
行——

全市医院发热门诊人山人海，病房人满为
患，医护人员精疲力竭……

在武汉，刚刚过去的冬季，是所有人心中最
漫长、最难熬的寒冬。

阴霾笼罩荆楚大地，一层黑色的幕布重重
压在千万市民的心头。

ICU 病房满床，医护人员与死神赛跑，分
秒必争。

压抑、自责，甚至绝望。
“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年轻医生杨晓说，学
医的人，谁不想救死扶伤，但有时却无力回天。

疫情暴发初期，她的内心受到空前的震撼。
惊悸、恐慌，直至无措。
除夕之夜。约 900 万武汉市民响应号召，

“宅”在家中。一扇扇紧闭的家门后，是无数市民
的隐忍和坚守；一家家敞开的医院内，是与疫魔
搏斗的勇敢和坚强。

最难捱的，还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

来自辽宁的 90 后护士金钰在武汉协和江
北医院 ICU 病房连续奋战一个半月。她说，有
时，经她拼命抢救的患者未能扛过病毒的吞噬；
有时，护理了一个月的病人终于有了意识、含泪
握住她的手。在武汉，她经历了人生中最跌宕的
大起大落、最难言的悲喜交加。

2 月 23 日清晨，白衣战士夏思思走了，年轻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29 岁。夏思思的工位上，一束
束菊花，清寒傲雪；一只只千纸鹤，记满哀思。

还有刘智明、彭银华……他们用生命来融
化这座冰封的城市，而他们的战友拭干满眼的
泪水，继续接力。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举国动员，奋力抗疫。武汉从疫情的“重灾
区”，成为千里驰援的主战场；这座史无前例的
“孤城”，成为举国牵挂的中心。

一批批白衣战士穿云破雾，从远方飞奔而至，从
疫魔手中拼抢生命，传递果敢的决心、必胜的信念。

330 多支医疗队、总计 4 . 2 万名医疗队员
奔赴战场。

白色是圣洁，蓝色是博大。在火神山、雷神

山、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白蓝相间的
防护服层层包裹着的身影，给无数患者以生的希
望、活的尊严。

“我们长大了，可以让国家放心！”1996 年出
生、两次请战，四川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佘沙说，
“汶川地震时，全国各省市都来援助我们，现在我
们也以同样的心情，回馈湖北。”

截至 3 月 11 日，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49986 例，累计治愈出院 34094 例。3 . 4
万个家庭获得重生与团聚。

春芽萌动，秀丽的迎春花穿越栅栏，爬上阳
光倾泻而下的医院墙面。

“他们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每次只能看到
一双眼睛，但是带给我信心和力量。”死里逃生的
67 岁患者周莉萍说。

在每一天“无面之交”的携手拼搏中，患者唯
有从纯白色防护服上手写的姓名、手绘的涂鸦和
被雾气模糊的目光中辨认“最可爱的人”。

遮不住的，是饱含深情的眼神；隔不断的，是
守望相助的力量；封不了的，是涓涓爱意的暖流。

武汉，这座坚强不屈的历史名城被按下了“暂
停键”，但城中人自发地成为通往光明的“摆渡人”。

“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勇敢，但我们必须一
起陪伴这座城市慢慢变好。”青年志愿者杨雪说，
在组织“守护天使”车队一次次送医护人员上下班
的途中，身边每一位普通工作者鼓舞、感染着她。

免费为医护人员烹饪盒饭的“雨衣妹妹”刘
仙、四处奔波帮社区居民采购药品的“腰袋哥”丰
枫……

萤火汇聚成星河，一个个侠肝义胆的故事广
为人知，一位位凡人英雄成为“网红”。

无数眼神凝望、无数力量汇集、无数暖流涌
动，穿过厚重的隔离、穿越封锁的围栏、穿透冰封
的城市，流淌至城市的最深处，直抵勃勃跳动的
城市心脏。

了不起的人，撑起一座了不起的城。
“不服周”的武汉市民从有限的物资中，变出无

限的花样，掰扯着过往每一个苦涩难耐的日子，也
开始盘算着如何敞开怀抱迎接来之不易的新春。

12 日，湖北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数首降
至个位数。

此时，武汉 16 座“生命之舟”已完成使命，全
部“休舱”。

越来越多的患者从隔离点陆续返回家中。
尽管归心似箭，患者刘盈在回家之前，特意

拐到医院捐献血浆。
阳和启蛰，品物皆春。
东湖之滨，次第盛放的花海似在酝酿一场盛

大的告别与新生。
这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ICU 病房内，一位

患病已近两个月的男性患者，通过胸腔镜肺大疱
修补手术，病情终于相对稳定。

杨晓发了一条朋友圈——五张图片、五个鲜
绿的植株，配文“春来了”。（记者唐卫彬、喻珮、吴
植）新华社武汉 3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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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3 月 12 日电（记者
廖君、冯国栋）新增病例已降至个位
数、无疫情小区 3 9 4 5 个占比
55 . 5%、超过三分之二患者治愈出
院。12 日下午举行的湖北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
44 场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政协主
席、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
长胡曙光表示，全市疫情防控形势
积极向好，但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繁重。

胡曙光介绍说，武汉将普通
定点医院的重症、危重症患者向
高级别、高水平的定点医院集中，
确定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湖北省
人民医院等 9 家 11 个病区作为
重症转诊医院，1 . 4 万余人次的
病人转入并得到高水准的医治。
“目前，武汉市已有超过三分之二
的患者治愈出院，治疗成效明
显。”

他说，现在武汉的核酸检测

能力已经达到最高 2 万份/日，检
测速度提高到 4 至 5 小时出结
果，并及时报告反馈，为防疫控制
和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他表示，无疫情社区是打赢
武汉防卫战的重要举措。2 月 11
日真正开始小区封控，从现在来
看成果明显。目前武汉市无疫情
小区达到 3945 个，无疫情社区
225 个，无疫情村(大队)1592 个，
也已经开始受理街道申报。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社区疫情防控组封控管理组
组长罗平说，被认定的无疫情小
区，可酌情调整管控等级，允许在
本小区范围内有序活动。无疫情村
庄可在本村庄范围内，有序开展复
工复产活动。

胡曙光表示，武汉疫情防控形
势积极向好，但重症、危重症疾病
的人数加起来还有四千人，防控任
务依然艰巨繁重，不能掉以轻心。

武汉防控形势积极向好任务仍艰巨

▲这是来自贵州医疗队的叶青与康复的患者分
别时落泪，她试图擦拭泪水。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员在穿戴防护服
（1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这是“种一棵希望之树”网络植树活动海报。 新华社发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11 日电
（记者张洪河、刘懿德）身材消瘦、态
度热情，认真测体温、登记信息……
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客运站，52 岁
的民警何建华忙了一上午，连口水
都没顾上喝。

1 月 26 日一早，得知单位紧急
安排任务，他放弃轮休，匆匆吃过早
饭就投入一线。连续工作到下午，
何建华突发脑出血，这个消瘦的身
影再也没站起来。日前，他被公安
部追授为全国公安二级英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内蒙古
全区公安机关立即行动，广大民警
辅警不怕牺牲、勇于冲锋，迅速投入
防控第一线。

兴安盟公安局各地民警向何建

华学习，纷纷组建“何建华抗击疫
情突击队”；呼伦贝尔市全体民警
取消休假，9000 多名民警辅警全
员投入防控一线；包头市公安局
建立 15 个疫情防控区，同步启动
一级勤务模式；通辽市公安局第
一时间构建起市县乡社区（村）的
联动防控体系，机关 300 多名民
警“请战”下沉农村社区。

定点医院、隔离社区，有他们
逆行的身影。“我抗击过非典，让
我上！”……呼和浩特收治确诊患
者定点医院，就位于鸿盛工业园
区治安派出所辖区，该所把党支
部前移到医院，第一次支部会上，
民警纷纷主动请缨。通辽市首例
确诊病例所在小区，要隔离医学

观察 14 天。336 个小时中，16
名民警白天与医护人员为居民量
体温、送物资，晚上在车内值守。

全国公安一级英模、乌拉特
后旗公安局潮格温都尔镇派出所
教导员宝音德力格尔，妻子在医
院工作，两人几乎同时投入在疫
情防控一线，只能让亲友照看年
幼的儿子。他的辖区 1600 多平
方公里，有 331 户牧户、18 家企
业，除了骑着摩托车下牧户、访企
业，他还每天与联防员视频通话，
了解各网格人员流动情况、身体
状况。

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 10 万
名民警、辅警夜以继日奋战在防
控一线，多人因劳累过度倒在岗

位上，他们忠诚担当的精神，激励
着战友们继续勇担使命，为全面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贡献。

疫情发生后，包头市公安机关
依托开展多年的“亮身份、当楼长”
活动，4500 多名“楼长”放弃假期，
深入社区协助疫情防控、真情服务
群众，他们入户排查、楼道消毒、代
购物品……民警吕金俊是包头市
九原区富贵佳园小区的民警“楼
长”，这段时间他一刻也不得闲。

同时，内蒙古多地公安机关还
出台措施，针对企业职工返厂、生
产物资运输、厂区治安维护等提供
全面服务，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到
位的前提下，为企业送去细致
服务。

“警察蓝”，沧海横流显本色
聚焦战“疫”中的内蒙古人民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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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3
月 12 日电（记者邬
慧颖、李嘉盈、孙
楠）“感谢医生！感
谢护士！谢谢你们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
照顾，我今天真的
很开心！”11 日晚，
在多名医护人员的
陪同下，70 岁的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陈
某某走出江西省胸
科医院红谷滩分院
隔离区，一再对身
边 的 医 护 人 员
道谢。

她的出院，意
味着江西省现有新
冠肺炎住院确诊病
例实现“清零”。

记者从 12 日
举行的江西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截至 3
月 11日 24时，江西
省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935例，累计出院
病例 934例，累计死
亡病例 1 例，11 个
设区市 1 0 0 个县
（市、区）住院确诊病
例全部“清零”。目前
江西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
疑似病例、无住院确诊病例。

江西省卫健委主任王水平表
示，江西坚持集中病例、集中专家、集
中资源、集中救治 4 个“集中”原则，
及时科学高效开展救治。针对重症
病例，江西坚持“一人一方案”“一人
一团队”，原则上安排到当地综合力
量最强、具备呼吸道传染病防护条
件的设区市级以上医院；危重症病
例集中到省级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疫情发生以来，江西省坚持中西
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通
过推进组织融合，省、市组建的医疗
救治专家组均有中医专家参与；推进
临床融合， 制定中医药防治方案，
保证中医治疗全程参与，97 .9%的患
者使用中药汤剂或者中成药联合西
医治疗；推进康复融合，对出院病例
开具中西医康复处方和指导意见等，
充分发挥中西医治疗协同作用。

此外，针对高龄确诊患者、婴幼
儿确诊患者、待产确诊患者等人群，
江西省各定点医院不断完善治疗方
案，科学精准开展临床救治。在宜春
市人民医院，确诊患者在医院分娩产
下女婴后，新生儿隔离病区的 6名护
士成为“临时妈妈”，24 小时轮流守
护；在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赣州市
卫健委专门从多家医院抽调儿科骨
干医护人员，组建儿科医护团队照顾
4 个多月的确诊女婴；在南昌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经过氧疗、抗病毒治疗、
营养支持治疗等医护治疗后，90 岁
确诊患者刘某顺利出院。

从 3 月 12 日 9时起，江西省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省级一级响应
调整为省级二级响应。

王水平表示，对公众而言，不管
实行哪一级应急响应，做好自我防
护都是预防新冠肺炎等病毒有效的
方法和手段。

新华社武汉 3 月 12 日电（记者
廖君、冯国栋）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积极向好，但普通患者就医
需求也越来越突出。12 日下午举行
的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第 44 场新闻发布会
上，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医疗救治组医疗组组长白祥军介
绍说，在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的
指导下，武汉计划在 3 月底分 4 批
恢复定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逐步
满足广大市民的就医需求。

据介绍，第一批在 3 月 10 日
左右修复 14 家医院，以省部级和
市属的三级甲等医院本部院区为
主，目前已经完成；第二批定点医

院的修复计划是 18 家，在 3 月
15 日左右完成，以市属医院和新
城区的人民医院为主；第三批计
划修复市属和部分非市属的定
点医院 8 家，计划在 3 月 20 日
左右完成；第四批在 3 月 31 日
完成华中科大同济医院中法新
城院区本院区的修复工作，视情
况而定。

白祥军说，所有腾空医院将立
即开展彻底的消杀工作，按计划逐
步做好非新冠肺炎患者的接诊工
作。在做好预检分诊、患者筛查、病
区管理、院感防控等各项工作的基
础上，各家医院将有序开放门诊和
病区，全面恢复正常就医秩序，引

导患者合理就医。他说，建议广
大患者网上挂号，按照预约时间
就医，避免在医院扎堆等候，鼓
励使用网上在线诊疗，医保药店
定点配送等方式。

据悉，目前，武汉确定的
10 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包括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华中科大附属协和医院西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雷神
山、火神山、武汉金银潭医院、
武汉市肺科医院等 10 家医疗
资源集中的优质医院，需要修
复的定点医院里的病人和腾出
的医疗队也会向这 10 家定点
医院转移。

武汉：3 月底恢复定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

新华社武汉 3 月 12 日电（记者
宋瑞、谭元斌）抗“疫”曙光已现。在
天津市对口支援的湖北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由 43 双西兰卡普布鞋
激发的浓浓抗“疫”民族情，持续释
放着暖心正能量。

2 月 29 日，在恩施州战斗了半
个多月的天津医疗队，收到一份来
自“恩施土豆兄弟”捐赠的特殊礼
物—— 43 双西兰卡普布鞋。这些布
鞋红蓝底的鞋面上，呈几何形状的
土家族吉祥鸟“阳雀”颜色艳丽，似
欲展翅飞翔。

在土家语里，“西兰卡普”意为花
铺盖，寓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称
作“土家之花”。需要四五十道制作工
序的西兰卡普布鞋，常被看作是送给
最珍贵客人的礼物。

当天，湖北恩施州土家山寨织锦
工艺有限公司负责人田若兰接到一
通电话。“对方没透露姓名，称想定制
43 双西兰卡普布鞋，并委托我将一
封信随同鞋子一起送给支援恩施的
天津医疗队。”

田若兰说，她听闻后特别感动
和支持，决定低价供货，当即从库存
里调出 43 双西兰卡普布鞋，附上精
美的包装后，送到恩施州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恩施土豆兄弟”在信中写道：
“早知道你们到了恩施，想找你们拉
拉家常，知道你们很忙！想问候你们，
和你们的付出相比，语言显得很苍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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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州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
人员张淼看完信后知道这是一次特
殊的赠送，虽然知道天津医疗队有
严格规定不能接受馈赠，但还是想
让天津医疗队的专家们感受到恩施
人民的心意。

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前线指
挥部综合管理组组长时世祥说：“当
我们知道西兰卡普的鞋子是送给最
尊贵的客人时，我们很感动，很温
暖。这 43 双西兰卡普布鞋谱写的是

抗‘疫’民族情。”
送，是感恩；不收，是原则。时

世祥说，虽然布鞋不能收，但要把
恩施人民的这份情义收下，化作抗
战疫情的动力，和恩施人民共同抗
击疫情。时世祥委托大家找到这位
“恩施土豆兄弟”，当面感谢他。

当恩施州税务局邓映花在朋
友圈转发该消息时，单位同事谷
祥富留言到，“这字体我 20 年前
就熟悉。”与谷祥富联系时，他却
左右为难，经过挤牙膏式的沟通，
终于说出“谭祖悦”的名字。

原来，恩施州税务局工作人
员谭祖悦就是这位写信的“恩施
土豆兄弟”。“我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从小吃着土豆长大，对土豆有
着特殊的感情，这个名字也最质
朴，最不容易被发现。”

疫情期间，谭祖悦了解到全
国组织对口驰援湖北，天津支援
恩施，他特别想表达感恩之情。
“我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医生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谭祖悦说，2016
年他突发心脏骤停，是经医护人
员的全力抢救和精心照料得以康
复，自此对医护人员格外崇敬。

谭祖悦是土家族人，他反
复思索，想到土家族人珍爱特
色织锦西兰卡普。“我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希望让辛劳工作的
天津医疗队成员在回到住地
后，能换上西兰卡普布鞋，舒缓
一天的疲惫。”

“我虽然不知道天津医疗
队每位医护人员姓甚名谁，但
他们无私保护着我们少数民族
人民的生命，我会永远铭记‘天
津医疗队’这个名字。”谭祖悦
说，就如同“恩施土豆兄弟”，他
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四百
万恩施土苗儿女向天津医疗队
表达感激的代表。

如今，43 双西兰卡普布鞋
依旧整齐地摆放在恩施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它们串联
起海河之畔和青山之地的不解
情谊，转化为天津医疗队和恩施
人民共同阻击疫情的不竭动力。

“天津医疗队虽因原则不能
收，但我希望天津医疗队能将这
些布鞋转送给天津当地的福利
院，将恩施人民的情义在津沽大
地延伸下去。”谭祖悦说。

43 双布鞋，串起抗“疫”民族情

▲这是谭祖悦为天津医疗队捐赠的西兰卡普布鞋（ 3
月 3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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