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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在国际护士节到来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护士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护士
义无反顾、逆行出征，白衣执甲、不负重托，英勇无
畏冲向国内国外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为打赢中
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习近平强调，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护
士，把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作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完善激励机制，宣传先进
典型，支持优秀护士长期从事护理工作。全社会
都要理解和支持护士。希望广大护士秉承优良传
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再接再厉，真情奉献，为
健康中国建设、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不断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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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肖思思、董小红、廖 君
侯文坤、林苗苗、魏梦佳

在抗击疫情中，她们是“风暴眼”中的战士；在
产房，她们是“世上第一个拥抱你的人”；在重症病
房，她们抢救患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人说，在口罩和防护服后面，我看不见你的
样子，但我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
知道天使就在身边……

“ 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们通过采
访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护士，感受天使的温情
和大爱。

“风暴眼”中的护士

我自豪 我来自“金银潭”

如果说武汉是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中
心，那么金银潭医院就是“风暴眼”。

21 岁的梁顺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ICU 科室
中年龄最小的护士。从 2019 年 12 月 29 日开始，
他在 ICU 病房坚守抗疫。

那天，梁顺值中班，从下午 5 点到第二天凌晨
1 点。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金银潭医院接收了

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以前从来没有一次性来
过这么多患者，只叫不明原因肺炎，还要求我们
做好三级防护，肯定不是一般的患者，我心里其
实特别害怕。”

从那天开始，梁顺就没闲下来过，每天都超
负荷工作。最初是一组 3 人照顾 12 名患者，人
手严重不足，工作强度大，最长的班得上足 8 小
时。防护服穿脱不便，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病
人，一旦进病房就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还要照顾
患者的生活起居等事。

“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才会去想‘怕不怕’，进
到病房以后只想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把患者
照顾好，忙碌起来就不会害怕了。”

两年前，19 岁的梁顺从卫校毕业后进入
金银潭医院工作。当时梁顺和别人介绍自己的
工作单位时，怕对方忌讳，一般会说武汉市医
疗救治中心。后来，媒体关于金银潭医院的报
道多了，家乡的人都知道金银潭医院在此次疫
情中发挥的作用，也知道了梁顺工作的意义。
现在梁顺介绍自己工作的单位时，会直接说出
“金银潭医院”。

驰援武汉

见证患者康复 就好像看着武汉复苏

陈志昊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名“90
后”助产士，也是产房区护士长。她随中山一院
援鄂医疗总队 130 多人紧急奔赴武汉。在武汉
协和西院六楼东病区隔离病房担任护理组长，

护理危重症患者，一干就是 60 天。
“报名驰援时想法单纯，感觉义不容辞。但

前往武汉时，我开始有些紧张。我们要接手怎样
的患者？我的专业能力能否胜任？防护物资是否
足够？飞机上的每一个人都五味杂陈。”她说。

然而，面对亲人的牵挂，这种担心只能深藏
于心。“ 2 月 6 日晚收到通知，2 月 7 日中午紧
急出发，我只来得及在 7 日上午培训和领物的
短短间隙里给家人打了十分钟的电话，告知他
们，我即将奔赴武汉，我经过专业培训，一定会
做好防护，也请他们在家中听从国家号召，不出
门、不聚集，保重自己。也许担心影响我的情绪，
他们只嘱托我好好工作。事后父亲告诉我，挂掉
电话，母亲就哭了。”

“第 46 天时，母亲写了一封信给在抗疫一
线的我，告诉我‘静待花开’，叮嘱我为了剩下的
五千名患者再努力一把、再坚持一段时日，为自
己无悔的青春再添一笔色彩。”她说。

在这两个月里，她是护士，也是患者的
朋友。她说：“ 2 号病房的李叔叔，60 个日夜
里，从危重症、重症到轻症再到出院，从无创
呼吸机、面罩吸氧到鼻导管吸氧再到无需氧
疗，看着李叔叔康复，就好像看着这座城市
也健康了起来。”

“在武汉，我看到生命的脆弱，也见证生命
的顽强。在这座城市抗疫的 60 天，充满挑战和
荆棘，也满是人性的光辉。武汉是一座在爱和希
望里重生的城市。”她说。

助产士

这世上第一个拥抱你的人

他们是每个小天使来到人间看到的第一
人。小小的产房体验人间百态，小小的产房练就
波澜不惊……

世界卫生组织将 2020 年定为“国际护士和
助产士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初期，为了避免院内
交叉感染，医院一些科室暂停开放或采取预约
制，而产科是不能停的。助产士肩负生命之托，在
疫情中，以过硬技术帮助产妇渡过分娩难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刘悦
新说，在分娩过程中，助产士常常会遇到产妇子
宫破裂、胎盘早剥、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等
棘手问题。助产士们陪伴产妇缓解疼痛、恐惧和
无助，指导产妇正确生产，减少并发症和难产。

在四川都江堰市医疗中心病房里，杨秋一
边给新手妈妈示范，一边耐心指导，不一会儿，
臂弯里的小宝贝就在母亲温暖的怀里睡着了。

对“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杨秋来说，“白衣天
使妈妈”的身份让她引以为豪。

这份初心，从 24 年前第一次穿上护士服的
那一刻萌生，也在汶川特大地震这样的大灾难
锤炼后更加坚定。在这场地震中，她痛失自己年
仅 6 岁的女儿。

“地震中，护士给伤者带去慰藉，带去生
的希望，让我看到这份职业的伟大。肩负的使
命和责任，激励我更加努力，不辜负身上穿的
白衣。”杨秋说。

曾获得“南丁格尔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好护士”……诸多荣誉加身，杨秋对自己
却更加严格，“对比弘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
南丁格尔精神，我还做得不够……”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她不断进修学习，还在医院开设了
助产士门诊，帮助准妈妈们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火线”入党

迎难而上 挥洒青春力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的“90 后”
护士张佳男，是该院首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员。最
忙的一天，他们 6 小时内收治了 24 名患者。

张佳男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字句：在武汉
的每一天都是感动的，感动来自我的患者。输液
时，大爷说你们戴着防护手套，多扎两针没关
系；做 CT，排队的患者指了指我的姓名卡说：
“谢谢你们来了，武汉感谢你们”；发药时一位年
轻的患者对我说：“姑娘你又上班啦？”我问：“您
怎么知道是我？”她说：“虽然没见过你的样子，
但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你。”

从 1 月 26 日作为北医三院首批援鄂医疗
队员支援武汉以来，张佳男看到，队伍里的老党
员冲在前面，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2 月 25 日，
张佳男等四名援鄂医疗队员在鲜红的党旗下庄
严宣誓，在“火线”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从此我感到人生的追求更加明确——就是要
奉献，要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她说。

迎难而上，挥洒青春力量。在北医三院三
批共 137 人的援鄂队伍中，“ 90 后”的比例超
过一半。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
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回信。收到回信后，张
佳男和队员们都很激动。“我觉得‘ 90 后’真的
已经长大了，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能
够挺身而出，担当重任。” (下转 7 版)

“我看不见你的样子，但我知道你是谁”
写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

▲陈志昊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照顾刚出生的婴儿（5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从湖底干得只剩白碱，到重
新注满已超过 1 个杭州西湖的水
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境
内的高原湿地泊江海子正恢复
“海”的容貌。而随着生态逐步向
好，远走他乡 13 年的“鸟类熊猫”

遗鸥，已连续两年成群返回保护
区栖息，数量也成倍增长。

进入 5 月，鄂尔多斯高原上气
温快速回升。站在高坡上眺望，泊
江海子湿地湛蓝的水面，宛若嵌在
草原上的一面镜子，微风吹过，碧
波荡漾，成群的鸟儿在水里捕食嬉
戏。“4 月上旬冰面刚融化，遗鸥就
飞来了。去年来了 800 多只，今年
有 2000 多只。”鄂尔多斯遗鸥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邢小军
握着望远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遗鸥是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认
定的新物种，因发现晚而得名。由于
数量少、分布区域小，被我国定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2000 年，遗鸥还
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遗鸥冬季在渤海湾一带越
冬，春季则飞到我国西北部和蒙
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地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
上栖息繁衍，对栖息繁殖地极为挑剔。1987 年，
鸟类专家在泊江海子湿地发现遗鸥种群，最多
时有近 1 . 6 万只，占全球发现量的 60% 以上，
成为当时全球最集中的遗鸥分布区和繁殖地。

20 世纪 90 年代，泊江海子约有 10 平方千
米水面。21 世纪以来，受降水减少、补水季节河被
拦截等影响，水面迅速萎缩，到 2006 年，水面仅剩
约 1 平方千米，湖心岛变为陆地。也是从这一年

起，遗鸥连续 13 年没有飞回这里。
“水干了，湖底的白碱有三四厘

米厚，一起风白茫茫的，啥鸟能活？”

62 岁的牧民宋秋莲住在湿地附近，
回忆起干涸时的景象，她连连摇头。

让遗鸥回“家”，必须恢复湿地
生态系统。2018 年 5 月 20 日，长约
24 千米的管线工程全线竣工，开始
引黄河水为湿地补水。附近煤矿的
疏矸水，经过净化后也注入湿地。至
今，共人工补水 1600 多万立方米，
超过杭州西湖的水量。

拆除季节河上的 11 座淤地坝，
恢复自然补水；关停保护区内的旅
游、养殖场等设施，减少人类干扰；
人工增补鱼类等水生物，完善食物
链……系统治理，正让湿地逐渐恢
复往日的生机。

目前，湿地水面已恢复到近 8 平
方千米，平均水深约 1.7 米，最深处超
过 6 米，重新形成 4 座适合遗鸥等鸟
类栖息的湖心岛，水生物也日渐丰富。
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的监测数据显示，近两年，有包括
遗鸥在内的 80 多种禽鸟来此栖息繁

殖，特别是秋季，来湿地栖息的鸟类超过 2 万只。
宋秋莲挥着鞭子，把靠近保护区缓冲区的

几只羊赶了回来，“不光是水多了、鸟多了，周围
的草也越长越好，放牧省事多了”。

“我们相信，只要持续治理，泊江海子湿地
就一定能重新成为遗鸥栖息繁衍的乐园。”鄂尔
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韩玉飞说。

（记者于长洪、任会斌、朱文哲）
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11 日电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马晓媛）招工难、销售
难、融资难……疫情之下，企业复工复产遭遇不
少难题。为此，山西太原从市直机关抽调 800 多
名干部，组成八支“突击队”下沉各县区企业，为
企业出主意，解招工、销售、融资等难题，助力企
业驶入复工复产“快车道”。

点对点 云招聘

破解企业招工难

走进山西鼎荣冷弯型钢有限公司车间，机器
轰响，一派繁忙景象。公司总经理于清水介绍说，
今年一季度，公司比去年同期超产 15%，取得“开
门红”。“疫情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突击队的干
部们扑下身子为企业服务分不开。”

复工复产之初，这家企业一线员工到岗率不
足 40%，日产量还不到从前的一半。太原市第四
突击队队员韩东辉和禹俊萍进驻企业，了解到企
业需求后，联系相关部门“点对点”组织异地员工
返岗。短短半个月，这家企业就实现了 100% 复
工，跑出了复工复产“加速度”。

新兴小微企业聚集的阿里巴巴创新中心（太
原）同样遭遇用工难题，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短
缺。突击队员们第一时间对接团市委直播平台，

启动“云招聘”。中心行政总监蔺晓燕说，仅 3 月下
旬的一场直播，点击量就超过 20 万次，有 360 多名
求职者与参与的 6 家企业联系。

线下线上齐用力，企业招工难问题得到极大缓
解。据太原市委组织部初步统计，目前各突击队共
接回异地返岗人员 600 余人，推出线上招聘活动 10
余场，提供岗位需求 500 多个，召开现场招聘会 6
场，签订用工协议 100 余份。

寻市场 巧牵线

破解企业销售难

疫情期间，从事教育信息化产品研发的太原
智林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的复工之路并不顺利。公
司副总经理高海宏说，公司针对学校疫情防控需
求研发出了学生健康管理软件，但是营销人员没
有全部返岗，加之与客户见面难、签约难，好产品
推不出去。

第一突击队队员许巍巍摸到这一情况后，想起
同辖区的太原慈善职业技术学校曾反映复学后疫情
防控压力大、教学食宿安全风险高的问题，于是为两
家单位“牵线搭桥”。“多亏了这单生意，为我们顺利
打开了产品销路。”高海宏说。

疫情下，下沉企业的突击队员们变身“信息员”
“服务员”，努力为企业寻市场、找销路。

生产预拌混凝土的太原发润达建材公司想尽快
开工，但原本合作的工地还没复工，而生产出的混凝
土在数小时内运不走就得作废。第三突击队队员张

凯四处联系，找到一家正急需混凝土的房地
产企业，同时为两家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专人办 疏堵点

破解企业融资难

最近，山西泰舆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路办完了中行一笔贷款的相关手续，心
情轻松不少。这笔 300 万元的贷款，将让公
司的现金流压力大大缓解。王路说，现在有
了这笔贷款打底，心里就踏实了，也对今年的
发展更有信心了。

资金链是企业的生命线。第四突击队队
长张爱琴介绍，突击队抽调了 5 名有金融工
作经验的队员，成立金融专办小组，摸排企业
资金需求和融资困难，对接市金融办等部门，
召开政银企融资对接会，为企业融资服务。

太原晋泉酒业有限公司从银行拿到
1000 万元贷款。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凯说，
下沉干部不仅帮助企业对接融资业务和政
策产品，而且全程跟踪，帮助企业疏通融资
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使企业能更便捷、顺利
地拿到资金。

一趟趟服务，一笔笔资金，成为助力企业
运行的“及时雨”，更成为提振企业信心的“加
油机”。据统计，目前突击队已帮助 10 家规
上企业申报复工复产专项贷款 4 . 1 亿元，已
有 3 家企业与银行达成贷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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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机关干部下沉企业解“三难”

聚 焦 复 工 复 产

5 月 11 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特别发行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票 1 套 2 枚，全套邮票计
划发行 1450 万枚。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中国邮政特别发行抗疫邮票

插画：国际护士节 新华社发吕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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