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婷：疫情就是“小怪兽”
妈妈打完怪兽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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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百玉：把每位患者当亲人

治病的同时也“疗心”

谈到疫情，赵婷很“稳”，在市
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了11年，经历过禽
流感等疫情，身为感染科主治医师的
赵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一直都表现
淡定。她说，新冠肺炎疫情确实来势
汹汹，但它终究也是一种传染病，以
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和经验，最终肯
定能战胜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院就
开展了应急演练。春节假期时，医院
就要求医护人员在家也要24小时待
命。1月26日，大年初二上午，赵婷就
接到了医院的电话，通知她马上结束
假期准备回医院。赵婷早就做好了准
备，赵婷和丈夫敬晓龙都是市第三人
民医院的医生，他们之前就商量好
了，就是想他们极有可能要回医院隔
离工作，早已把两个儿子送去了爷爷
奶奶家，两人在家 24 小时待命。

1月27日，大年初三，市第三人民
医院全体工作人员结束假期返岗战
“疫”。赵婷说，那时候大家也都很
紧张，主要是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识
不太多，面对未知，任何人都会恐
惧。当赵婷知道桂林市确诊了第一例
新冠肺炎患者后，她更担心了，但不
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担心疫情的
蔓延。她说，既然有了第一例，就有
了密切接触者，疫情就有蔓延的可
能；尤其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人员
流动量大，她最担心疫情在桂林大规
模蔓延。赵婷的担心是站在一个传染
病医生的专业角度，对全市安危的忧
虑。

随着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了第一
位病人，赵婷就和同事们进入了不断
探索学习治疗的阶段。她说，从没有
一种疾病，短时间之内，国家会出台7
个版本的治疗方案，说明我们对这种
疾病的认识比较粗浅，却也说明我们
虽然所知不多，但一直在努力，一直
在不断研究，对病毒也越来越了解。
在不断地改良治疗方案的同时，赵婷
和同事们也在无微不至地照料着病
患。赵婷和同事们接待的第一例新冠
肺炎患者是武汉人。这位患者因为思
念亲人，对于治疗不积极，一刻不停
地要看手机看桂林的疫情情况，担心
自己的亲人已经成为了危重症。赵婷
他们就一遍遍开导患者，帮他分析他
看到的情况，解释他的疑惑。慢慢
地，这位患者开始“松动”了。“有
一天，他跟我们说，他要吃面条。我
们高兴坏了。”赵婷说，这位病人肯
提出“要求”，说明他认可并配合治
疗了。赵婷就和同事们忙着到处帮患
者找符合他口味的面条，后来还帮患
者买过包子、馒头等他想吃的东西。
这位患者康复出院时很感慨，他深深
地向医护人员三鞠躬，深情地说：
“我在里头看不到你们的脸，现在出
院了，还是看不到你们的脸，但我真
的谢谢你们。”

病患越来越多，赵婷也越来越
忙。负压病房分为感染区、缓冲区、
半污染区、清洁区，一个病人的查房

结束，赵婷就要进入缓冲区，换手套
消毒，再进入下一个病房查房。最忙
的时候，赵婷只记得自己不停在洗
手，不停在戴、脱手套。尽管病例越
来越多，但赵婷越来越“稳”了，她
说，随着疫情的发展，市第三人民医
院接收的患者越来越多，但医护人员
却越来越“稳”，因为大家对疫情已
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治疗手段也一直
不断更新，效果也越来越好。

从1月26日到现在，赵婷和丈夫一
直在医院忙着，两个儿子由爷爷奶奶
带着。赵婷的小儿子才两岁多，分别
时，她告诉孩子们，爸爸妈妈要去外
面打怪兽，等打败怪兽才能回来。当
时小儿子舍不得妈妈，喊着说：“我
也要跟妈妈去打怪兽。”赵婷只能安
抚好孩子，匆匆离去。在医院期间，
赵婷偶尔会和孩子们视频，孩子们总
是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打败
怪兽了没有？赵婷每次都是叮嘱孩子
们要听话，不要出门。于是出门就成
为了打败怪兽的标志，最近一次视
频，孩子告诉赵婷：“妈妈，我看楼
下有小朋友出来玩了，你是不是也要
回来了，我们一起出门。”赵婷听了
又高兴又心酸。

3月5日，从负压病房撤离出来的
赵婷，刚刚过了14天隔离期，但她还
是不能回家跟孩子们一起出门，因为
她已经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感染科原来
的工作，去照顾治疗因疫情积压的肝
病、艾滋病等患者。

记者苏文娟

5日下午，记者见到了穿着便装
的易百玉，她说现在刚好是休息时
间，不用穿防护服。易百玉是桂林市
第三人民医院呼吸科的护师，医院接
收了本院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后，易
百玉就进入了负压病房工作。从1月
24日至今，易百玉从来没有回过家，
一直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

因为医院人手不足，护士们实行
三班倒，一个班工作 8 小时。从穿好防
护服进入负压病房，易百玉要么在里
面呆一个白天，要么在里面呆一个晚
上，工作十分辛苦，病人最多的时候，
易百玉一个星期要上 4 个夜班。面对
这样的工作强度，易百玉考虑的不是
辛苦，而是怎么做好这项工作。易百玉
说，在负压病房工作时间长，又穿着厚
厚的防护服，护目镜很容易起雾，一旦
起雾，又不能用手擦拭。为了更好地进
行护理工作，她和同事们想尽一切办
法防止护目镜起雾。最开始，易百玉用
取暖器烘烤护目镜去雾，但护目镜不
能摘下来，易百玉就直接把眼睛凑在
取暖器附近进行烘烤。“有时候眼睛被
烤得生疼，但这个办法效果还不错。”

但随着病患的增多，没有多余的
时间“烤”护目镜了，易百玉又想其他
办法。“给护目镜涂过酒精，效果不太
好，熏得眼睛疼，流泪。”她又试着给护
目镜涂洗手液和碘伏，发现这两个办
法的效果不错。但维持 8 小时不起雾
是不可能的，易百玉想这么多方法就
是要尽量延长护目镜起雾的时间。为
了不浪费“不起雾”时间，易百玉每次
一交班，进入病房后的第一时间就是
埋头干活，优先完成最复杂的护理和
治疗，“这样即使护目镜又起雾了，也
不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在负压病房
的日子里，易百玉每天最大的感受就
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抓紧时间做好
事情。”

除了护理工作，易百玉还要承担
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疫情当前，确
诊患者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易百玉亲
眼见过，有一位女患者确诊入住后，
每天都接到很多骚扰谩骂电话。患者
心理压力大，就会影响治疗效果，易
百玉就想法设法地开导他们，缓解他
们的情绪。在武汉来桂林的一家人被
先后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后，患者朱
先生住进了三医院，但其他亲属则被
收治在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朱先生特
别担心老伴，总觉得大家在瞒着他老
伴的病情。有一天晚上 8 点了，大家
都准备休息了，朱先生突然翻身下床
收拾了所有行李，并且要求马上离开
三医院，前往南溪山医院看自己的老
伴。“当时刚好是我值班，看到这个
情况后，我马上冲了进去。”易百玉
说，当时朱先生情绪非常激动，除了

坚持“马上走”，什么也不听。易百
玉一直耐心劝解，劝到最后，她自己
先哭了，她告诉老人家，“全国人民
都在对抗这个病，您怕，我们也怕，
但您这样一走，让抗击疫情的那些人
怎么办？”易百玉的真情打动了朱先
生，他终于冷静下来，并不再要求出
院，之后积极配合治疗直到出院。

对老人家动之以情，对“淘气”
的年轻患者，易百玉却要拿出家长般
的威严。小沈是一名普通型患者，他
的症状非常轻微，在负压病房里如同
正常人一样。这样的情况，让小沈放
松了警惕，他每天玩手机、玩电脑，
吃零食，有时候还点外卖，凌晨两点
了，他还在玩手机不睡觉。易百玉发
现小沈的情况后，很生气，她严肃地
跟小沈说，“你虽然症状不重，但还
是病人，我们检查你的肝功能也有点
问题，你还玩到2点才睡。你到底要
不要自己的肝了，想不想痊愈出院
了？”面对易百玉的威严，小沈终于
“回归”了患者的身份，乖乖听话，
晚上 11 点前就熄灯睡觉了。说到这段
经历，易百玉有点不好意思，她说，对
待每个患者，她都把他们当亲人，小沈
年纪小，她觉得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我忍不住就‘教育’了他一下。”在易
百玉和同事们的照顾下，小沈康复出
院了，他特别感谢医护人员，说“每个
医护人员眼中都闪着温暖的光”。

易百玉说，面对疫情，医护人员有
天然的职业责任，只要穿上那套衣服，
就要对患者负责，辛苦对他们来说，根
本不算什么。当天下午 4 点，又到了易
百玉的值班时间，她匆匆离去，赶往负
压病房，继续她的战“疫”。

记者苏文娟

赵婷 （受访者供图）

易百玉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