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9日早上7时30分，桂林市
首支中医医疗队出征湖北，桂林市
中医医院康复科护士长蒋红梅是这
支队伍的队长。

作为首批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
才、全国康复专科护士，蒋红梅在
处置危急重症抢救护理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所以此次支援湖北，她
毫不犹豫，主动请缨，第一时间就
向组织提出了申请。与此同时，她
也肩负起在医院的防控工作。年初
二，医院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在
工作岗位上待命，她把8岁的女儿留
在老家，只身一人来到医院，舍小
家，顾大家，迎难而上，冲锋在
前。作为医院分院大科护士长，除
了做好本科室的疫情防控工作外，
她主动承担全院防控查房工作，每
天都奔波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

当得知自己获得批准，即将出
征湖北之后，蒋红梅害怕家人担
心，没敢告诉在老家年迈的父母和
幼小的女儿。她说：“作为一名护
理工作者，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
我一直关注着，不知道为这场灾难
做点什么而坐卧不安，今天能站在
这个出征的队伍里，我深感荣幸和
自豪。我决心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
中，发挥一名党员的先锋作用，不
辱使命，为抗击疫情贡献出自己一
份力量！”

蒋红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经过几天前期的住宿、生
活、物资等准备工作，以及严格的
院感等岗前培训后， 2 月 25 日，蒋
红梅所在的广西第六批援鄂医疗队
正式接管武汉中心医院后湖病区发
热11病区，作为一名年资长的护理
人员，她带领了一支小分队，负责
病区的护理工作。武汉中心医院后
湖院区是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最早定点收治病人的医院，这里一
直有很多新冠肺炎患者入住。

“我们这个病区共有40张床
位，主要用于收治方舱医院筛选出
来的病重患者。”蒋红梅说，与普
通病房不同，医务人员都需要穿上
防护服、戴上护目镜，这也导致行
动不便和视野受限，穿刺、输液等
常规操作变得更加困难。刚开始，
蒋红梅有点不适应工作节奏，通过
调整，她慢慢地克服种种困难，带
领着其他护理人员，精益求精，最
终做到“有的放矢”。

蒋红梅告诉记者，因病区所有
患者都不能有家属陪护，从洗漱、
饮食到清洁打扫，从消毒、送药到
输液打针，大小便护理工作都由护
士们完成。一旦进入病区，穿着纸
尿裤，不吃不喝，一班工作6个小
时。上午进入病区接班，下午走出
病区时，她所穿的最内层的手术衣
早已湿透，防护衣物和护目镜在脸
上留下深深的勒痕。

由于长时间地佩戴护目镜和N95
口罩，蒋红梅的鼻梁虽然粘贴了水

胶体保护，但还是被压伤了。几次
同事劝她休息，她总是笑笑说自己
没事。蒋红梅告诉记者，在医疗
队，所有医护人员都是如此，轻伤
不下火线，她们都希望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随着广西医疗队工作的有序进
行，病人病情逐渐稳定，出院患者
逐渐增加，蒋红梅和同事们的工作
也获得了武汉患者们的肯定。

让蒋红梅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90
多岁的离休干部。“当时我们接管
这位病人的时候，他是带点情绪
的。后来，我们医护人员真诚对待
他，把他当亲人，最终获得了他和
他家人的肯定，这让我们都很高
兴。”

怎么把病人当亲人呢？蒋红梅
解释说，由于隔离需要，病区里的
清洁卫生、重病患者的生活护理都
由医护人员完成。尤其是病区里还
有一些特殊病人，他们没有生活自
理能力，医护人员还要承担家属的
角色，不仅要为病人整理被褥、递
水喂饭、翻身拍背，还要清理便器
等。

“今天早上，我还跟我们另一
个同事帮一位老人把替换下来的衣
服洗了。”

蒋红梅说，她最高兴的是能听
到病人对他们工作的肯定。比如那
位90多岁的老人多次拽着她的手
说：“姑娘，你太好了，谢谢你
啊！谢谢！”老人的女儿也多次发
信息来感谢我们广西医疗队。

蒋红梅还说，在武汉工作的这
段时间里，深深感受医务人员和患
者因病离世的苦痛，但更多的是患
者康复出院的喜悦。“经历过生与死
的体验，更加让我珍惜现有的生活。
请桂林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保护好自
己，照顾好病人，顺利凯旋。”

记者庄盈

前段时间，桂林市人民医院收到
一封来自湖北十堰市郧阳区的感谢
信，信中对 5 名市人民医院驰援湖北
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他们的到来
不仅带来了桂林人民的真情大爱，更
带来了我们战胜疫魔的坚定信心和坚
强力量！”记者连线采访了其中一
员，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熊
利明。她和同事主动请缨，来到急危
重症隔离病区，参与抢救急危重症患
者。

熊利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小女
儿前几天才满一岁，在得知医院即将
组建医疗队支援湖北时，“到疫情第
一线去”成了她的信念。她马上和家
人们商量，家人们很支持她，告诉她
现在是需要医护人员挺身而出的时候
了，你想去，就去吧。

于是，熊利明向医院报名，希望
自己能上最前线抗击疫情，用自己的
努力保证更多人的安全。

2月12日下午，熊利明随广西医
疗队抵达当地机场。还没下飞机，透
过机舱玻璃，她就看到有很多人在迎
接他们，一条“桂人相助 共克十
艰”的横幅让她印象深刻，当地人员
的热情也让她倍感亲切。

经过分组，熊利明和市人民医院
的同事们负责对接十堰市郧阳区人民
医院，大家克服气候、习俗、饮食等
差异和困难，第一时间到医院了解情
况，第一时间完成防护培训、医疗对
接和方案制定等准备工作，第一时间
开展救治。

进驻郧阳区人民医院后，熊利明
被安排在4病区开展救治工作。她告
诉记者，这个病区收治的患者是疑似
患者，病情较轻。工作几天后，她和
同事一同向医院提出要求，申请到急
危重症隔离病区工作。“我和同事是
急诊危重症专业，希望能发挥我们的
专业特长，能切实帮上忙，我们主动
要求去确诊患者区工作，因为那边更
需要我们。”熊利明说。

经过调配，熊利明和同事来到了 1
病区，主要负责医治一些已经确诊且
岁数较大的、有严重基础病的患者。

在熊利明收治的的患者中，有一
位80岁的确诊患者，因为其有糖尿
病，身体状况不好，再加上吃不下东
西，营养状况也不佳。为了能让患者
好转，在进行治疗的同时，熊利明把
患者当亲人，精准发力，科学救治，
对他进行有计划的营养指导。正在这
时，市人民医院营养科给他们寄来了
两箱营养素。熊利明和同事一商量，
决定拿出部分营养素给患者服用，希
望能增加其营养。

患者服用了营养素后，身体状况
有了好转。熊利明每次上班到患者床

边进行医治时，患者都会说句“感
谢”，让她的心里暖暖的。

熊利明和同事不仅在治疗时竭尽
全力，也很关心患者的生活。“有的
患者来医院时就很匆忙，没有带上足
够的物资，我们知道后，会把自己准
备的物资给他们使用。看到有小朋友
患者时，护士还会拿出糖果，安抚他
们的情绪。”熊利明告诉记者。

出征多天，熊利明最牵挂儿子和
女儿。“女儿太小了，真的很想她。
出征前我把头发剪短了，她都有点认
不出我来。”熊利明在工作之余，都
会跟家人视频通话，家人们总是让她
放心，不用操心家里的事。而她也总
把好消息告诉家人们，让他们不要担
心她。“为了能让我们出征湖北的医
务人员安心、放心，医院不仅在出发
前准备了充足的物资，也做好‘一对
一’服务，帮助我们的家庭解决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我们在前方战斗
时没有后顾之忧。”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人的关心，熊
利明和同事们更好在郧阳区人民医院
开展治疗工作，竭尽全力抢救病人，
守护了患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践
行了医者对职业的热爱与追求。熊利
明也相信，很快就会迎来疫情结束的
那一天，到时所有人都能摘下口罩，
迎接最灿烂的阳光。

记者谭熙

蒋红梅：把病人当亲人
获得他们肯定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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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利明：主动请缨

急危重症患者更需要我

身穿防护服的熊利明比了一个
大大的爱心。（市人民医院供图）

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和口罩，蒋红
梅的鼻梁被压伤。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