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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武汉 4 月 2 日电近日，湖北
省人民政府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和《退
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关
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
烈士褒扬工作的通知》精神，评定王兵、
冯效林、江学庆、刘智明、李文亮、张抗
美、肖俊、吴涌、柳帆、夏思思、黄文军、梅
仲明、彭银华、廖建军等 14 名（按姓氏笔
画排序）牺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人员为首批烈士。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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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医务人员和防疫
工作者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
线，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做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
泣的先进典型，王兵等 14 名同志就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

“烈士”是党和国家授予为国家、社
会和人民英勇献身的公民的最高荣誉性
称号。首批评定的 14 名烈士，有的是直
接参与一线救治工作的白衣战士，用生
命守护生命，以大爱诠释医者仁心；有的
是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干
警，以生命践行使命，用热血铸就警魂；
有的是用真心真情帮助解决群众生活困
难的社区工作者，用生命书写担当，用爱
心守护家园。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崇高精神永垂不朽！

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

烈士简要情况

1 . 王兵，女，汉族，1947 年 10 月出
生，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武汉
市洪山区王兵西医内科诊所主治医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医疗资源极
为紧张的情况下，王兵同志不顾个人安
危，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开门接
诊救治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经抢救无效以
身殉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2 . 冯效林，男，汉族，1954 年 5 月
出生，湖北武汉人，1973 年 10 月参加工
作，生前系黄陂区人民医院中医科返聘
的副主任医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冯效林所在的盘龙城院区被黄陂区防控
指挥部作为定点医疗机构收治患者，他
每天坚持接诊救治患者，在工作中不幸
感染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经
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3 . 江学庆，男，汉族，1964 年 3 月
出生，湖北洪湖人，中共党员，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甲
状腺乳腺外科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医
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学庆同志
坚守岗位，在临床一线承担诊断及治疗
工作，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3 月 1 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4 . 刘智明，男，汉族，1969 年 1 月出
生，湖北十堰人，中共党员，医学博士，主
任医师、教授，生前系武汉市武昌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刘智明同志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全
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抢救无效
以身殉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5 . 李文亮，男，满族，1985 年 10 月
出生，辽宁锦州人，中共党员，2011 年 7
月参加工作，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眼
科主治医师。李文亮同志不顾个人被感
染的风险，仍然坚守一线岗位，2020 年
1 月 6 日在收治一名患者时不幸感染新
冠肺炎，他在住院治疗期间表示，康复后
要再投入抗击疫情战斗中，表现出医者
仁心、不惧危险、救死扶伤的优秀品质，
2 月 7 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
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个人”。

6 . 张抗美，女，汉族，1952 年 4 月

出生，湖北武汉人，1968 年参加工作，
2002 年退休，生前系武汉市硚口区宝丰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返聘全科诊室临床
内科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张抗
美同志主动要求到社区服务中心发热诊
室负责发热患者预检分诊工作，在工作
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个人”。

7 . 肖俊，男，汉族，1970 年 10 月出
生，湖北武汉人，1987 年 2 月参加工作，
生前系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
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肖俊同志在工
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2 月
8 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 年 3 月
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个人”。

8 . 吴涌，男，汉族，1968 年 8 月出
生，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1989 年 8 月
参加工作并参警，生前系武汉市硚口区
公安分局汉正街利济派出所共和社区民
警，一级警长职级、二级警督警衔。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吴涌全力以赴做好
社区封控、患者转运、服务群众等工作，
在社区抗疫第一线连续奋战 6 1 天 。
2020 年 3 月 22 日，在抗击疫情一线工

作岗位上因公殉职。
9 . 柳帆，女，汉族，1960 年 10 月出

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武汉
市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护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柳帆同
志一直在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
室参与救治护理工作，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2020 年 2 月 14 日经抢救无效以身
殉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10 . 夏思思，女，汉族，1990 年 6 月
出生，湖北武汉人，生前系协和江北医院

（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医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夏思思同志主
动请战，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抢救无
效以身殉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
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11 . 黄文军，男，汉族，1977 年 6 月
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医学硕士，
副主任医师，生前系孝感市中心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黄文军同志主动请战，一直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

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12 . 梅仲明，男，汉族，1962 年
11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农工党党员，
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生前系武汉市
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梅仲明同志坚守
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岗位，在临床一
线收治患者，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3 月 3 日经抢救无效以身
殉职。

13 . 彭银华，男，汉族，1990 年 12
月出生，湖北云梦人，生前系武汉市江
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医
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彭银华同
志始终坚守抗击疫情一线，全力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抢救无效以身殉
职。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14 . 廖建军，男，汉族，1970 年 6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2000
年 8 月到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民意
社区工作，生前系该社区党委委员、居
委会副主任。2020 年 1 月 26 日社区
出现一名疑似患者病情加重，廖建军
自己使用轮椅将病人送至医院就诊，
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2020 年
2 月 4 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湖北 14 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

新华社记者刘刚、黎云、
李劲峰、李伟、陆华东

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10 天左右
双双落成，他们是“中国速度”创造者。

“两山”医院运行近两个月，收治
5000 多名患者，他们是“中国奇迹”贡
献者。

鲜有人知，在 4 万多名“白衣天使”
驰援荆楚，救死扶伤，托举生命之时，同
样有 4 万多名建设工人八方赶来，倾力
抢建，并肩奋战，成为武汉战“疫”中“最
美建设者”。

这群“沉默英雄”的辛勤付出、无私
奉献，成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生动写照。

生死时速：咬牙完成“不可能
的任务”

4 月 1 日，地处武汉西南、长江北岸
的一座装配式建筑工地上，中建三局项
目经理张旭正组织基础打桩、构件吊装，
“再过几天武汉就全面解封，我们正全力
复工复产”。

10 天前，他刚结束隔离医学留观，
就进驻施工现场。过去 60 多天来，张旭
没着过家。稍有空隙，思绪总会回到火神
山，想起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日与夜。

时针回拨，1 月 23 日。
疫情突发，迅速蔓延。武汉市决定参

照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模式，在蔡甸知
音湖畔修建一座容纳 1000张床位的火神
山医院。两天后，又决定在 30公里外的江
夏黄家湖畔，再建一座雷神山医院。

“按照常规，3 万多平方米的项目，
至少要建两年。搭建临时建筑都得 1 个
月。10 天新建一座传染病医院？”从事建
筑行业 26 年的张旭，腊月二十九听到火
神山医院建设任务时，第一反应是“怎么
可能完成？”

此时的武汉，离汉通道关闭，地铁公
交停运，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全市仅有两
家传染病医院，床位不足 900 张，大量病
人“求治无门”。有患者望眼欲穿，甚至有
的直至病逝都没能等到床位。

与时间赛跑，与死神竞速。一张床
位，就能挽救一个生命。

一声令下。一场事关生死的救援战
全面打响！

除夕夜，万家团圆时。运输车司机吕
俊和同事们在火神山端上盒饭，简陋地
“团年”。作为家中独子，他第一次不在家
里过年，“不忍心让父母在家中独守除
夕，但建设火神山医院太重要了。”

“小汤山非典医院”设计方组建应急
团队，不到 24小时绘出设计图；武汉建
工组织 2000 多名工人火速赶来，汉阳市
政调动 1100余名工人，上百台机械陆续
进场；国家电网数百职工运送大批变压
器、电缆，施工送电……

作为牵头单位，中国建筑尽锐出战，
举全集团之力，第一时间调集 12家单位
参战。中建三局担当主力，从各地集结 4
万多名管理、施工人员，3500 多台套机
械设备投入战场。

告别家人，日夜兼程。河南太康县兰
子陈村 5 名“90 后”小伙自发组团、赶赴
武汉；湖北红安向家一门五兄弟自驾赶
来；多地父子夫妻齐上阵。一夜之间，昔
日荒凉的空地，成为如火如荼的工地。

得知火神山医院建设缺工人，石腊
英和丈夫，还有两个儿子从洪湖开车到
武汉。钢筋绑扎、指挥车辆、保障后勤，一
家人投入没日没夜的施工中。年近六旬
的石腊英说，连续通宵作战，大家都在咬
牙坚持，“就想尽快把医院建起来，病人
能早些住进来。”

白天，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入夜，灯
光如昼、焊花四闪。

正值春节假期，武汉全面“封城”，大
量工人返乡，材料运输不畅，组织施工谈
何容易。“两山”医院所需的 4900 多个活
动厢房，全武汉市只有 1000 多个；输氧
铜管，找遍湖北都没有货源……

“‘两山’医院是在时间、空间上，都
被极度压缩的两个战场。”中建三局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陈卫国说，几乎所有建设
者都遭遇过“几近崩溃，经历绝望，挺起
胸膛，燃起希望”的经历。凭借血肉之躯，
秉承生命至上的信念，4 万多名建设者
并肩奋战，最终创造出“两山”医院的建
设奇迹。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仅除夕当天，遍布藕塘、土堆的火神

山 5 万平方米场地全部平整，面积相当
于 7 个足球场大小；开挖土方 15 万立方
米，足以填满 57 个标准游泳池。“头一天
工地还是一片沼泽，推土机都快陷进去
了。第二天早上土堆已经推平，沼泽被填
实，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模样了。”

结束火神山鏖战，再赴雷神山战场。
来自河南漯河的刘西魁和肖建两名安装
工人，完成火神山病区水电、通风系统安
装后，马不停蹄赶赴雷神山。肖建说，来
自各地的工友都在顶风冒雨、日夜奋战、
争分夺秒，“最长一次，我连续 40 多个小
时没合过眼”。

瞬息万变的火神山、雷神山施工现
场，经网络直播后，数千万网民当起“云
监工”。不少观众留言：“两山”奇迹的背
后，是一个个建设者倾尽全力做到快点，
更快点。

2 月 4 日，上千名解放军医护人员
进驻火神山医院后开始收治病人。2 月
8 日晚，容纳 1600 张床位的雷神山医
院，收治首批确诊患者。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动员。”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如此评价说。

战场坚守：“救命项目，再难
再险也要上”

从除夕开始，中建三局项目经理尹
典一直坚守在火神山医院。从最初的组
织现场施工，到现在安排运行保障，他已
连续奋战了两个多月。“建设火神山，主
要靠毅力，拼速度；维保火神山，就要看
胆量，心得细。”33 岁的尹典说，电路排
障、马桶疏通、按时巡检等维保工作十分
危险，“得经常与病毒贴身作战”。

“两山”医院落成，医护人员进驻，病人
逐步收治后，病区水电气等系统的运行维
修保障任务，还需要一批工人留守承担。

“建筑项目完工后都有一个调试过
程，再全面投入使用。”雷神山医院维保
专班负责人蔡龙江说，“两山”医院，建成
即交付，交付即使用，根本没有调试时
间，维保任务十分繁重，“各个系统运行
出现问题，必须立即处理，决不能在救治
过程中发生意外”。

参与“两山”医院维保，意味着必须
进入病毒污染的“红区”隔离病房。

“我志愿加入火神山医院维保工作，
最艰苦的担子我们挑，最危险的地方我
们去，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上，最困难的时
刻我们到！”

铿锵誓言，掷地有声。
克服心理恐惧是这些普通工人必须

迈过的第一关。王野是维保组进入隔离
病房的第一人。护士长反复强调注意事
项，从培训到穿防护服就用了一个小时。
他说：“不紧张、不害怕那是骗人的，可一
干起活来，就顾不上了。”

逐一检测、调试电源……工作完毕，
王野在护士帮助下脱掉防护服，冲个热水
澡，安全返回。有了王野这样走进“红区”
的带头人，大家逐步迈过了心理障碍关。

病区就是战场。小到空调调温、电视
换台、龙头漏水，大到新风系统故障，接到
任务安排，维保队员必须第一时间进入病
区工作。因此，他们成为除医护人员、住院
患者之外，进入“红区”频次最高的群体。

高峰期，有 494 名维保人员在“两
山”医院一线，全天候响应院方和医护人
员的需求。最多时每天完成 600余项维
保事项，确保医院正常运转。

解放军维修战士的加入，进一步充
实火神山维保力量。蔺军义是一名四级
军士长修理工，每修理完一处，他就在记
录本上画个“对勾”。如今，小本上已有
700 多项出工记录，“医生们治病救人，
我们专治病区运行中的故障，问题绝不
能留到第二天”。

挑战不断、风险丛生。“两山”医院都
是负压病房，病毒弥漫的空气必须集中
处理，达标才能排放。在雷神山医院，“90
后”小伙方健主动承担这项高风险任务。

有一次，雷神山 B 区还有 5 分钟就
有患者进入，正负压系统突现故障。病房
内负压不足，若有患者进入，可能导致病
毒进入医护区，后果不堪设想。

“情况十分危急，浑身冷汗不停。”方
健立马带领维保小组，兵分四路排除故
障。在患者到达病区前最后一刻，系统及
时恢复，“立足岗位，我们要竭尽全力当
好病区运行‘护航员’”。

医护人员抢救，维保工人抢修。“一
次突降暴雨，屋顶有一处漏水，维保工人
们迅速赶来抢修。”支援雷神山医院的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护士高梅说，他们用血
肉之躯，维持医疗秩序，保障病区运转，
“这种并肩作战，携手抗疫，让我们切身
感受到支持与力量”。

疫情不退，战“疫”不止。一批批建设
者从“两山”医院撤离后，仍在继续奋
战——

2 月 4 日刚从火神山一线下来，周
瑞明还没喘口气就接到新任务：当晚必
须完成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床
位架设。

病毒传染扩散，确诊人数激增。武汉
市陆续启动一批方舱医院建造、定点医
院改造，尽可能扩充收治床位。

作为中建三局科技产业园区副指挥
长，周瑞明马上联系床铺采购，协调货车
运输，他和 300 多名工人和志愿者一起，
接龙搬卸、紧张组装。奋战至次日凌晨，
1000 张病床及配套水电顺利就位。

方舱医院刚建完，又来新任务：湖北
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的一栋新建住院
楼内，10多个近乎毛坯的楼层要改造成收
治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工期只给 6天。

二话不说，周瑞明带领 500 多名工
人进驻现场，连续通宵鏖战。完工后正组

织工人离场，转运病人的救护车已到楼
下。几趟急活下来，周瑞明处于极度焦虑
中，“以往项目再急也只是为赶工期，但
这些任务都是救命，再难也得上”。

武汉保卫战事关战“疫”全局。一批
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完成改建，累计新
增床位 6 万余张，相当于新建 60家三级
医院的病床数。据统计，总计有 7 万多名
建筑工人奋勇逆行，不舍昼夜，为疫情防
控构筑生命屏障。

礼遇善待：“一起携手拼命，

一样都是英雄”

3 月 28 日，活动厢房装配工人易东
乘坐援建工人“点对点”大巴回到成都，住
进政府安排的酒店。由于不断有业务电话
打来，14天集中隔离后，他就得马上复工。

“两山”医院主要是活动厢房拼装组
成。易东和 11 名工友 1 月底从成都连夜
赶到武汉，在火神山连续 4 晚通宵作业，
实在困得扛不住，就在刚装好的房间眯瞪
会儿。结束作业后，又前往雷神山继续。

“虽然很辛苦，但汶川地震时，武汉
人民来四川支援；我们过来援建抗疫，义
不容辞、责无旁贷。”易东说，每次回想这
两家应急医院拔地而起的点滴，自豪感
油然而生。

当病魔临近时，他们挺身而出；当国
家需要时，他们逆行出征；当万家团圆
时，他们星夜兼程……

一个个建设者，用粗糙的双手、辛勤
的汗水、质朴的热情，释放出惊人的力
量，展示着英雄的风采。

随着大量病人治愈出院、部分病区
陆续休舱、运行维护任务减少，一批批工
人陆续撤离“两山”医院。根据防疫要求，
他们需隔离接受医学留观 14 天。

靠劳动挣钱，用双手养家。习惯“多
一天工作、多一天收入”的建设者们，医
学留观意味着两周无法工作。加上 2 月
底武汉加强离汉通道管控，不少工人一
度结束留观也无法返乡。

“看到医护人员盛大的欢送仪式，衷
心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我们还在滞留，心
里有些不是滋味。”“拿着健康证明返乡，
有时还被当作携带病毒的盯防对象。”
“外地已经复工复产，我们也想早点上岗
挣钱养家。”结束援建后的一些遭遇，让

建设者们难免感到有些委屈。
“这群建设者在抗疫一线夜以继

日、英勇奋战。他们的努力需要铭记，
他们的壮举值得礼遇。”中建集团党组
书记、董事长周乃翔说。

3 月 22 日，接到最后一个工友平
安抵达的电话后，中建三局长江文创
产业园项目留观点负责人张华才安下
心来。至此，这儿的 179 名“两山”医院
建设者全部平安返岗、返乡。

“为‘两山’医院，工友们咬过牙、
拼过命，一样都是英雄。”张华介绍，留
观点不仅为每位工友提供全新床上用
品，保障充足物资供应，还专门扩容
WiFi，方便他们与家人视频联络；借
阅《故事会》等书籍，帮助工友舒缓身
心，化解疲惫。

隔离留观时，参照一线医护人员
补贴标准，按每人每天 300 元为建设
者发放 15 天补贴；滞留武汉时，按武
汉最高标准每人一次性救助 2540 元，
并根据工友意愿就近安排临时工作；
离汉返乡时，提前组织接受核酸检测，
联系办理返乡证明手续，安排专车专
员护送，在出城路口组织欢送，合影留
念，赠送返乡“大礼包”……

中建三局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
健说，一批展示“两山”医院建设场景
的定制明信片，正在印制。不久将一一
寄送给参建者，“记录这段拼命的经
历，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

完成火神山医院建设任务，河南
虞城县 21 名援建工人返乡回城时，交
警在路口列队敬礼迎接。这一幕让虞
城县城郊乡赵祠堂村村民王飞虎既激
动，又感动，“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做
的事，没想到家乡却如此隆重”。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没有豪
言壮语，没有欢呼庆祝，建设者们或分
赴大江南北，陆续返乡返岗；或继续坚
守，迎接抗疫最终胜利。

在雷神山医院忙碌了两个多月的
中建三局员工章干，准备坚守到最后
一个病人出院，“作为临时建筑，‘两
山’医院或许将消失在历史长河，但值
得我们引以为傲，向后辈们讲述这段
特殊的经历、特别的故事。”

新华社武汉 4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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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月 3 日，一名疲惫的工人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工地一处正在施工的病房外小憩。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图 2：1 月 28 日，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来自中建三局的工人在加紧施工。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图 3：3 月 29 日，在武汉雷神山医院，中建三局员工和他画的漫画合影。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图 4：3 月 31 日，中建三局项目经理尹典在武汉火神山医院检查连接重症病房的排风管的稳固性。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图 5：2 月 4 日，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来自中建三局的建设工人在加紧施工。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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