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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加油
云南来了

2月15日，云南医疗队咸宁中心医院
团队接管中心医院危重症病区，该团队由
云南第一批，第三批医疗队6家医院（昆医
大附三院，昆医大附一院，云南阜外心血
管医院，云南省第一、二、三人民医院）81
名医护人员组成。

付朝江作为第一批医疗队中心医院重
症组组长，和大部队会合以后，率先进入病
房。他介绍，重症、危重症患者需要更高级
别的诊治和护理，而负责把这些患者“拉回
来”，就必须提到重症监护室，即ICU。

每天，ICU中都在上演和死神抢人的
大战，这里集中了最好的医疗设备和最专
业的医护人员，其中主要是重症医学科医
护人员，也就是“重症人”。这次援咸，云南
省派出重症医学优秀专业骨干，他们勇担
重任，不畏艰险。

在这个看似封闭、残酷的地方，有无数
奇迹和温暖，也有许多挑战和危险，每天都
在演绎着人与人至纯、至善、至真的美……

“立即抢救、准备气管插管、准备升压
药、呼吸机”“立即心肺复苏、肾上腺静推、立
即除颤……”这是每一个“重症人”耳熟能详
的对话。说这些话的时刻，往往也是与死神
正面交锋的关键时刻，这是ICU团队的常
态，复杂的操作对每一位“重症人”来说已非
常熟练，每一项措施都必须稳、准、狠。

患者病情的复杂性、治疗措施的多样
性、监测手段的密集性让医护团队精神高
度紧张，时刻保持“战备”状态。ICU里的
新冠肺炎患者病情瞬息万变，医护人员需
要随时待命，因为任何时刻都可能需要
抢救。

除了常规操作，心理上也是一大难
关。新冠肺炎病毒传播过程中，气溶胶的
感染力极强，是飞沫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而ICU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面各种
诊疗较为集中，有创操作较多，气溶胶浓度

相对较高；给患者行气管插管、吸痰、留置
胃管、留置鼻肠管等操作时更会产生传染
力极强的气溶胶……

每一个操作对“重症人”来说都有可能
是致命的危险。但在疫情面前，他们从未
退缩，依然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全力以赴，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医者的大爱、奉献，
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念——绝不放弃！

3月14日，咸宁市中心医院危重症病
区共收治24例重症、危重症患者，21例出
院，剩余3例病情明显好转，无一例病例
死亡。

“OK先生”“暖心先生”付朝江这样评
价“重症”工作……

在一线工作之余，付朝江作为第一批
医疗队中心医院重症组组长，参与由医疗
队组织的各驻点医院负责人病情汇报讨论
会议，并每天汇总上报各类数据，为医疗队
建言献策。

每天，付朝江都要工作到深夜零点以
后，但他毫无怨言。他说，不只是他，所有
医疗队员因为长时间戴口罩和护目镜，脸
上留下深深的勒痕，封闭防护服内的他们
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天
持续4-6小时不吃喝拉撒……在这样的工
作强度下，他们一直在坚持，咬着牙顶着干
……“重症人”付朝江说：“作为一名中国共
产党党员和重症医学科医生，决心在疫情
一线尽自己绵薄之力，相信勇者无畏，勇者
无敌！一切都会OK。”

疫情面前，“重症人”逆行而上，敢于
和死神正面交锋，危险面前，不忘医心，更
加坚定医者救死扶伤的信念，践行云南省
肿瘤医院“仁于心、勤于业、精于术”的院
训理念。

你们是最勇敢最美的逆行者！每一位
“重症战士”，我们向您致敬！

本报记者 李荣 杨峥 马雯 摄影报道

生命至上 绝不放弃
云南医疗队

“危重症救治”
还在继续

3月14日上午9时，云南对口
支援湖北省咸宁前方指挥部召开紧
急会议，咸宁医疗救治组组长指挥长
许勇刚召开专家组、治疗组部署会，
就咸宁还在院治疗的3位危重症患
者，在“一人一策”精神指导下，讨论
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负责咸宁中心
医院重症救治的张玮、李波两位专家
也持续实施救治的相关工作。

正在救治的3位危重症患者核
酸检测虽然已经转为阴性，但因为
基础性疾病、并发症等各种原因，还
在重症室抢救治疗中。特别是其中
一位85岁的危重症患者，形势不容
乐观。

今天参加讨论会的包括云南医
疗组的9位专家治疗组成员，以及
咸宁中心医院和中医院的几位专家
组成员，大家就这几位患者的各项
病症指标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
许勇刚不断强调“生命至上，绝不放
弃”，他要求云南医疗队，只要有一
丝希望，对几位患者的救治工作都
要全力以赴！

一边是紧锣密鼓部署治疗方
案，另一边，咸宁中心医院的云南医
疗队医护人员正在积极对病人进行
治疗。重症监护室的患者都是气管
插管或气管切开的，不能讲话，于
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
员在重症室里采用了一个和重症病
人的新沟通方式——“点菜式”沟
通。一个纸板上写着“疼痛”“翻身”

“小便”“难受”……每个字的旁边还
画有表情。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
医生袁颖对着患者说：“老孔，你想
要交流什么，就点纸板上的选项，如
果和你想的一样，就眨眨眼睛或点
头示意我们……”“看得清楚吗，老
爷子？”医生和护士一直和他沟通
着。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阿晓
明说：“纸板上的选项目前不够丰
富，我们还在进一步完善，希望让医
患交流更顺畅，更及时准确了解患
者情况，更好对患者进行治疗。”

与时间赛跑！虽然是周末，专
家组组长曾仲还在打电话和昆明后
方沟通，准备下午再针对几位危重
症患者进行远程会诊。目前，就3
位危重症患者的病症和指标，重症、
呼吸、影像的顶级专家们，将进一步
分析会诊，给出更精准的治疗方案。

特派记者 李荣 杨峥 摄影报道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通山的疫情没有
再新发，控制得也比较平稳，患者零死亡，医
护人员零感染。”说起这些，何建林显然是骄
傲的。3月8日，随着最后6名患者治愈出
院，通山县已确诊的84名患者全部治愈，全
部“清零”。这个成绩得来不易，云南和通山
两地医护人员在背后的付出，或许很难对外
人道。

1月28日，何建林带领云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6名医生、9名护士驰援通山疫情防控和
救治工作。他的15人小分队年龄跨度很大，
既有90后也有60后，大家拧成一股绳，只想
着把手上的事情做好。

通山“清零”之后，帮助当地医疗系统提
升做远程培训成为何建林的主要工作。他
给记者看了3月9日这天他的行程：早上7
点半给大家安排早餐的事，8点组织所有人
排队交手机，将这段时间里面所有人的照片
和视频移出来做个合集，9点在医院签病
历，10点半弄企业微信，准备远程培训，11
点接受当地企业家的慰问，12点半去咸宁
拉物资，下午3点半拉回物资后直接去敬老

院发放，5点组织队员们锻炼身体，晚饭后
要做培训的PPT……

在通山，有一种有名的传统特色小吃叫
作“包砣”，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其外形和做法
类似汤圆，以红薯淀粉为主料，是当地人每到
过年过节时必吃的。小小的包砣，寓意着团
圆。何建林说，到了当地以后，医疗队有幸吃
到了这种食物，他很喜欢吃包砣，“但是我最
爱吃的还是小锅米线！”

以前，何建林常到昆明最有名的一个本土
农贸市场——篆新农贸市场搜罗好吃的，就是
没事也喜欢到里面转转。作为老昆明人，何建
林深爱昆明的一饮一食。此刻身在通山，他虽
然想念家乡味道，却在同事给他防护服上写满
云南小吃，为他“护体”时说，其实他更愿意写“但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身为在临床一线干了18年的医生，“征
战”多年的“将军”何建林显得很平静，眼看着
这场“疫战”即将胜利，虽然特别想小锅米线，
但他现在只能用他带领的通山团队“清零”新
冠来犒劳自己。

本报记者 李荣 杨峥 马雯 摄影报道

“OK先生”付朝江
决战重症的坚守者

“大男孩”何建林
他会“话疗”但不是“话痨”

3月15日上午，在进入咸宁中心医院的重症室之前，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疗队重症医学科的付朝江，在自己
的防护服上写下了“大决战”3个字。最后3名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是咸宁新冠肺炎治疗的最后决战。这个时候，作为“重症
战士”已经是付朝江到达咸宁的第49天，正好在决战之前，付朝江回忆了这49天的点滴……

他带领着队伍治愈出院了96岁高龄的新冠肺炎患者；他带着他的团队，最早实现了咸宁县区（通山）的清零；他很“皮”地称自
己发明了新冠肺炎的治疗方式叫做“话疗”……他就是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的何建林。他是云南省对口支援湖北省云南医疗队通山分队的队长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42岁还是个老顽童一样的“大男孩”；他会“话疗”，但还不算是一个“话痨”。

云南医疗队疾控队员
远程为同事的母亲
庆祝85岁生日

“妈妈，今天是你呢生日，我挨我
的队友们远在咸宁，不能挨你过生日
了。队友们听说你过生日，想录个视
频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云南驻咸
宁医疗队队长、云南省疾控中心副主
任闵向东在视频开头说的，用的是亲
切的家乡话。

3月14日，离云南首批对口支援
湖北省咸宁市医疗队出征已有32天，
远隔千里，作为儿子，医疗队队长闵向
东不能陪伴在母亲身边庆祝她的85岁
生日，队员们知道以后，在咸宁一起帮
队长闵向东录制了一个微信祝福视频。

“我家和我大姐家都是双职工家
庭，两口子都是医生，平时都很忙，尤
其今年春节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岗位
上。老人交托给昆明另一个姐姐家照
顾。”闵向东说。

“心想事成”“福如东海”“寿比南
山”……这些简单祝福语的背后是医
疗队队员们的拳拳真心，身在春城的
闵向东母亲在微信里看到视频后感到
很温暖，也很感谢大家的祝福。

闵向东告诉记者，云南省疾控中心
派驻咸宁共11名队员，分别对应6个县
区。目前，他们现阶段的主要工作，更
多地是要发现整个面上的工作中是否
还存在疏漏和空白，还有什么薄弱环节
和漏洞，还会有什么隐患，最大限度地
避免再次出现新的疫情；目前还要加强
对大众的宣传力度，提醒老百姓不能疏
于防范，这是一场“持久战”。

“要抠细节，医护人员看诊的地方
要在上风向，长期在病房中更是要注
意；我们需要到监狱、农村卫生院、福
利院、商场等地现场查看防疫措施落
实情况，有些地方存在消毒液配置不
合理、消毒方法不合理、过度消毒的情
况，还有防控方法不正确的，作为疾控
人，我们都要对其进行现场指导。”

3月15日下午，闵向东开展了对
咸宁各县专业人员的培训，此前已经
培训了7场近1000人。

“咸宁当地对医护人员很关心，有
的医疗队员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
组织却替他记着，为他庆祝。我们整
个队伍也很团结。队伍里还有90后，
29岁，年轻人，但是也都很能干。”闵
向东说。

现在已经55岁的闵向东，每天依
旧坚持8点半到岗，有时工作到深夜
12点才休息。他说，“一个传染病的处
置，重要的是防。但如何防才是最关
键的。如果防不好，医院是治不完的，
防好了，投入少，成效大，病情也会轻，
人群和社会的损失将会减少到最小。”
本报记者 李荣 杨峥 马雯 摄影报道

1月28日，付朝江带领中心医院重症组12人
（由昆医大附三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和云南省二院
医护组成）到达中心医院感染疾病科，和中心医院
感染科主任朱俊、护士长殷丹带领的医护团队会
合，同当地感染科和ICU同事们一起工作，顶着
巨大压力收治第一批病人30余名，在病房一线作
战，并指导抢救10余人次。结合最新版的新冠肺
炎诊疗方案，付朝江带领云南医疗队对重症病人
和危重症病人进行相关治疗，并最终让患者转危
为安。付朝江还指导感染疾病科改造，并优化了
感控流程，以便对新收病患进行诊治。

除此之外，付朝江还向医院提出15条感控
建议，并在咸宁市中心医院官方公众号上发布，
被医院同仁积极转发，获得医院一致好评。付朝
江对住宿酒店、食堂及中心医院食堂也提出了中
肯意见，并被积极采纳。在这些日子里，付朝江
同时还要负责病房感染控制培训，参加院内重症
病人会诊及多学科会诊。

第一战：
逆行而上——感染性疾病科

第二战：
开辟战场——感染12区

2月6日起，付朝江受中心医院领导委派，作
为云南专家组成员来到新开中心医院3号楼12
楼感染12病区，负责指导改造病房，并对所有的
感控流程进行优化。感染12区收治了16位病
患，期间，付朝江率先进入病房指导查房，指导医
疗诊断治疗工作，指导筛选重症病人两人，提出
了多条切实可行的有效感控建议。目前，16名患
者全部治愈出院，该病区暂时关闭。

期间，付朝江作为第一批云南医疗队咸宁中心
医院专家组成员，参与远程会诊30余人次，病人包
括嘉鱼、崇阳、赤壁、通山、通城、咸安区人民医院。
筛选重症病人，转到中心医院集中治疗。付朝江同
感染科朱俊主任、ICU陈勇主任、呼吸科徐旭燕主
任、放射科余开湖主任专家一起指导重症危重症患
者的救治工作。咸宁市委、市政府及咸宁市中心医
院医护对云南第一批医疗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三战：最后决战——危重症病区 大男孩把“调皮”
当作了“话疗”

何建林是通山医疗队的队长，也是
他们医疗队的“活宝“，他总是能够很好
地活跃起医院里沉闷的气氛。他调皮到
在给同事的防护服标记特征时，他口中
说“我给你写的是通山医院四个字”，却
悄悄在其背上一笔一画写下“小锅米
线”。下班后，他和同事们在酒店“自我
隔离”，每次服务员来送饭，他说感觉自
己像是等着被投食的圆通山猴子。在采
访中，他时不时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还
顺带给记者安利“美剧”；当记者问他，视
频远程培训的时候会不会戴口罩，他说，

“嗯，其实病毒应该不会通过网络信号来
传播……”

作为队长，何建林几乎每天都要进
入病房中查看患者情况。由于咸宁通山
话和昆明话发音差别很大，而且很多患
者还是其他地方口音，和患者沟通成了
很大的障碍。

“记得有位老太太，说话方言偏江西
口音，讲普通话也带着浓厚的口音，我们
双方互相听不懂对方说话。后来我们就
慢慢地讲，时间长了以后，我感觉自己能
分辨出一些她的意思，能听懂三分之一
左右。”何建林说，因为长期的封闭治疗，
见到医生也是厚厚的防护服。一开始，
老太太很焦躁，一方面是与何建林语言
不太通，另一方面是觉得没有人理解自
己。何建林细心观察，灵机一动，与其聊
天时投其所好，老太太一下子态度就转
变了，“有一种觉得和你是同道中人的意
思……”何建林把这种病房中的聊天叫

“话疗”。在通山这一个多月中，何建林
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面，频频
把“话疗”用在其中，收效非常明显。何
建林把这种方式称为“话疗”，也把它当
作一瞬间的“急智”。

见到何建林时，两个印象特别深刻，高
大的身材他还总是抬着头挺着胸，给人感
觉特别壮硕和威猛；他的声音也异常洪亮，
笑声爽朗。他总是说，多笑笑也可以“理
疗”一下自己，他说的“理疗”就是自我的心
理疏导。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治疗
开始之初，因为疾病传染的“未知”和总是
几个小时厚厚防护服的工作状态，许多医
生护士在病房中身体虚脱的同时，心理压
力也异常巨大。云南医疗队到来时，看到
当地一些年轻的护士出病房就哭起来。何
建林说：“恐惧源于未知。”“患者们入住后，
肯定都会想，自己会不会死，会不会感染到

别人，会不会以后也见不到家人……各种
各样的东西都会想。其实医护人员也是会
面对这样的状态，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
什么。”

何建林说，其实，很多医护人员自己就是
半个“心理医生”，需要随时调节自己，休整休
整，释放负面的东西。何建林最好的方法，是
用阳光的心态、欢乐的笑声来调节自己。工
作和出了病房之后，何建林都是自己找点乐
趣来自我调节。“保持稳定平和的情绪很重
要。”何建林说。对于这个“大男孩”而言，心
理方面的排解总是比别人轻松一些，他似乎
对许多事都应对得云淡风轻。

大男孩用欢乐“理疗”自己

大男孩用“清零团圆”来犒劳自己

工作中的闵向东
队员在咸宁市中心医院对危

重症患者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