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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下午，一踏上湖北的土地，我的心
理受到了很大冲击，理解了山东省援助湖北医
疗队总领队、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临时党委
书记左毅对我说的话。我和左毅在2008年的抗
震一线相识，他说：“这次抗疫，情况之复
杂，健康安全之潜在危险，不可预料、不可控
制的情况太多。跟援助北川有很大不同。不到
现场，你无法想象。我希望你来，但我又担心
你来。”

早在10天前，我就和曲仪庆先生有了电话
联系，我和曲先生成了“聊友”。

体会到了什么是“风萧萧兮

易水寒”

我对山东方言还算敏感。3月1日下午4点，
曲仪庆电话里的口音传到我耳朵，我说：“您
老家平度？”曲仪庆先生笑着说：“是。”未
曾谋面，电话里的采访一下子就轻松起来。

2月1日中午，曲仪庆在家接到了赴武汉前
线的命令。“呼吸与危重症医学是我的专业，
抢救病人是我的责任。可让我担任山东省第三
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医师组组长，我没思
想准备，感觉压力很大。”曲仪庆说，“医疗
队共121人，其中省卫健委机关3人，医务人员
118人，包括18名医生和100名护理人员。”

一周以后，根据疫情形势，按照国家卫健
委的意见，曲仪庆率领的这支团队又补充了12
位医生。

作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曲仪庆从医三十多年。
爱人是省千佛山医院的一名医生，女儿在北京
协和医院攻读博士学位。当曲仪庆接到出征通
知时，他爱人和女儿正好都在国外。她们原本
预订了回国的航班，但受疫情影响取消。“那
天我也忙着出发的事，出发前和她们简单通了
个话。到了武汉后，才确认她们改道其他城
市，辗转回到了家。”曲仪庆说。

大老爷们儿曲仪庆默默地作着出发准备，
生活必需品，科研资料……还不停地提醒着跟
自己出征的战友们。

此次出征的医疗队员中，1989年出生的刘
洁作为心外科ICU一名主管护师，在大年三十
首批医疗队报名时，就主动请缨报上了名，走
前没告诉父母。曲仪庆说：“这个团队以年轻
人为主，精力体力好，素质特别高，我逐渐有
了信心。”

疫情紧急，给队员出发准备的时间不到20
个小时。

2月2日下午出征，省领导，省卫健委及单
位领导，同事，亲朋好友等前来送行。曲仪庆
说，这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感到很悲
壮。

“我们是深夜抵达的，当飞机降落在天河
机场时，空荡荡的机场上，就我们这一架，我
们离开时，整个机场的灯光都熄灭了，我的心
咯噔一下，感到一股悲凉涌上心头。往日机场
里都是热闹繁杂的，现在太安静了，安静得有
点瘆人。上了大巴车，街道也空荡荡的，大家
都不说话，我当时感到五味杂陈。真正体会到
了什么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体会到了什么
是国家有难，过去都是抽象的，而现在是具体
可感的。现在想起来，还感觉难受。”

“我们住在政府临时征用的一个酒店，等
安顿下，已经是2月3日凌晨了。”曲仪庆说。

3日下午，医疗队成立临时党支部，36名党
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召开了全体动员部
署大会暨感染控制培训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的
工作人员对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个人防护、
工作区域划分进行了专业培训。

“个人防护每个人都要考核过关，就是要
做到零感染。等进入战斗状态，才知道，穿那
一身行头麻烦，脱更麻烦，每一步都不能省，
脱任何一件，都要先洗手消毒。口罩、面屏、
护目镜、胶套、防护服……”曲仪庆说。

2月4日下午，医疗队已经接管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共50张床位，
全部用于收治重症病人。

进病房时，大家都有恐惧感，曲仪庆他们
接管的病区是一个产科病房改建的，从相对清
洁区到病房（污染区）需要经过5道门，进出每
一道门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每往前走一步，
就离危险近一步，心中都比较紧张，像进入了
“雷区”。

刚开始，宾馆距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队
员换班休息不方便。酒店服务员很少，不能做
饭，队员们吃饭以医院配送的盒饭为主，凉了
没法加热。疫情控制需要，酒店不能开中央空
调，比较冷。“左毅总领队积极协调当地政府
争取调换距离医院更近能做饭的酒店，这是给
我们当后勤呢。他心很细，了解每个队员的动
态，微信群里，看到有个队员肚子疼，他都关
心地问吃啥药……”

听着曲仪庆的讲述，我想起了诗人孔德平
致敬白衣战士的诗句：“躲得起不躲/惹不起偏
惹/飞机汽车动车/一队队医生和志愿者/逆风而
上的春潮/雪夜里向武汉汇合。”

第一次穿戴上各种防护用品，

胸闷、头疼欲裂

医疗队护理人员是每4小时换班，六班倒，
在污染区4个小时，加上穿脱防护服的时间实际

上每班都在5-6个小时；医务人员是12小时换
班，白班夜班两班倒，白班上午查房，一般有4
到6名医生进入病区工作3-4小时，其他时间随
时都会有医务人员进入病区处理应急病情。都
是2人同时进出，以保证医护人员安全。

为更好地了解病人的第一手资料，利于制
订最合理的有效的治疗方案，曲仪庆坚持每天
到病区讨论病情，进入污染病区查房。他说：
“患者除去患新冠肺炎外，都存在一些心理问
题，精神创伤。我经常跟同事们说，多跟病人
沟通交流，心理疏通，开导患者，鼓励患者，
做到用心、用情、用力去救治患者。”

“第一次穿戴上各种防护用品，胸闷、头
疼欲裂。”但是曲仪庆仍坚决克服各种不适，
坚持3-4个小时的查房，利用自己丰富的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耐心地调整各项参数，并细心
地指导年轻医生。

“戴上护目镜，很容易起雾，看东西非常模
糊，看CT片子就更不容易了。队员们想了各种办
法，比如用洗手液擦镜片等，会好一些。”

连轴转的工作节奏让曲仪庆有些吃不消。
原来晚上睡觉不那么快，而现在累得躺下就能
睡着，为了保证按时到岗，手机里很少使用的
闹钟功能又被他用了起来。

开心与担心

2月17日，是曲仪庆来武汉后最开心的一
天。

3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顺利出院，这是第三
批医疗队所负责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
病区的首批康复患者，同时也是我省援助湖北
医疗队在武汉治愈出院的首批患者。

侯女士自2月3日入院，在这里治疗了正好
14天。出院前，她主动提出和救治她的医护人
员合影，“山东医疗队的队员们态度都很好，
照顾非常细心、到位，感谢你们。等疫情过去
了，再请你们到武汉来玩儿。”

侯女士一家也是多人被隔离，还有个8个月
大的孩子。刚入院时，她状态不太好，很担心
孩子。经过医护人员开导，她开朗了很多，积
极配合治疗。

曲仪庆说：“截至2月17日，我们收治了55
位重症患者，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制订了个性
化诊疗方案，医疗队员还经常为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人心都是肉长的，心理疙瘩慢慢就解开了。”

喜讯接连传来，2月18日，一名38岁高龄孕
妈妈出院。曲仪庆是她的主治医生。“这位孕
妈妈刚入院时自身病情比较严重，胎儿情况也
不好，胎心不好。“每次开药，她都问会不会
影响胎儿，非常焦虑，所以我们除了治疗，还
不断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曲仪庆说。

让曲仪庆担忧的是队员的安全，队员的安
全防控是他的头等大事。出征前，他就下过保
证，要把队员一个不少地带回来，也就是要做
到“零感染，无意外。”可是，环境恶劣。稍
有不慎，就会感染。他要求全体队员两点（酒
店和医院的病区）一线（班车），非工作特殊
需要任何人不准超越活动范围，医院严格的防
控流程，由专人监督执行；酒店也制订了详尽
的防控流程和措施，由专人值班巡回检查督
促，并制订了流程和应急预案。“对每一个队

员，我都是耳提面命，反复叮嘱。有时候，都
有点儿神经过敏，听到咳嗽，就紧张。有一个
队员发低烧，赶紧让他休息，隔离，观察。等
一切正常了，再上岗。”

他记录了103位医护人员的名字

3月6日早6点33分，曲仪庆给我发来图片、
截图7张。7点15分，像此前二十多天一样，曲
仪庆准时出现在去往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
班车上。

有一张图片是一串名单，我数了一下，包
括曲仪庆，共103个名字。曲仪庆说：“这是一
位中年男患者记录的他眼中的每一位医生和护
士，他说要永远记住他们。我们跟病人朝夕相
处，都处出感情来了。”那张纸的顶部写着
“衷心感谢山东医护人员和武汉护士！”“您
们是新时代的英雄！向您们致敬！”纸的底部
的字描黑描粗了，写着：“救死扶伤，白衣天
使。生命之托，重于泰山。”(下图）

曲仪庆发来的另一幅图片是一首诗，是一
位患者写的：“天空，飘起雪花/星星点点到漫
天比划/寂寥的街边只有惨淡的灯光/没有往日
的繁华/到处是北风的呼啸/魔鬼沉寂游走在小
巷大厦/……天空，一声惊雷/那是英雄的号令/
勇士的步伐/战机来了/物资来了/四面八方/驰
援荆楚华夏/白衣战士举起拳头/立誓要把魔鬼
消灭……”该诗表达了对白衣天使的感激之
情。诗作者说她每天写日记，记录下她看到
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她现在已经出院，她
会继续每天写日记，记录她的体会和感受。

所有病人，都没有家属陪护。陪护的角
色，只能由医生和护士来承担，他们成了最贴
心的“山东亲戚”，为他们打扫卫生，处理大
小便，给他们送衣服、毛巾、肥皂等生活必需
品，还把山东捐赠过来的面条、火腿肠、苹
果、青岛水饺拿到了病人面前。“病人很孤
独，尤其是重症老年人，一直躺在病床上，见
不到亲人，他们有的亲人还感染了新冠肺炎，
生死不明，他们很焦虑。我们的医护人员就陪他

们聊一聊，或者是给他们拨通亲属的电话，微信
视频，让他们的焦虑得到释放。”曲仪庆说。

医者仁心。一点一滴，都体现了医务人员
的人文关怀，而这一切都得到了回报，尽管这
些白衣天使不求回报。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默契

跟曲仪庆一起被评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的，还有护理组
组长李敏敏，她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东院新生儿科护士长，她带领来自19家医
院不同专业的重症方向领域的100名护士，日以
继夜地战斗在第一线。

2月4日晚9点，李敏敏率队第一批进驻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栋7楼西病区。经过严格培
训的首批护理人员在初步熟悉科室现有工作流
程的基础上，顺利完成当班所有任务。一同搭
档的同济医院工作人员说：“第一次和山东医
疗队的老师们搭档，对山东人的印象真的是太
好了，山东人社会风评好，果真不是盖的！”

“他们（武汉）的护士说自从与山东队在
一起工作，山东人的形象在他们眼中立马飙
升，我跟一个姑娘开玩笑说，跟我们到山东
吧，到山东找个山东男人嫁了，做山东人，她
说可惜了来不及了！哈哈。”老曲说。

越聊越热乎，老曲发给我一个微信聊天截
图，上面有护理组组长李敏敏的留言：“各位
队友（战友、家人）：同济医院刘菁菁护士长
轮休后要调回老院区，不再回病房了。她让我
一定转告她的道别和感谢，特别要跟大家说，
他们所有人都感觉很幸运跟山东医疗队一起工
作，……说跟咱们一起的时光是愉快的，配合
是默契的，还说大家特别给力，跟大家一起工
作的时光特别难忘，要感谢大家，给大家点
赞。”

老曲说：“刘护士长跟我们一起配合了一
个多月，我们刚来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全新
的环境，需要跟他们磨合，要熟悉他们的流
程。刘护士长和其他几位医生护士陪着我们一

起来做，磨合一周左右，从无序，到有序，从
有序到优质。这一切，都是他们陪伴着走过来
的，送别的时候，真的依依不舍。”曲仪庆
说，告别的那一刻，真有歌曲《送战友》的旋
律缭绕在心头。

陌生人成了熟悉的人、默契的人。他们结
下的是战斗的友谊。

许霞医生的日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呼吸科的医生许霞
的日记像优美的散文。她在日记中描述着空间
的“远和近”：“济南到武汉846公里，开车需
要10多个小时，很遥远的距离。对于我，山大
齐鲁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来说，这个距离很远
了。从来不曾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一切距离缩短，从大年初一开始，我和同事们
陆续来到湖北，来到武汉这原本很遥远的城
市。我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披甲上阵，和武
汉的同行们一起冲入战场并肩作战。”

她在日记里描述着心理距离的“远和
近”：“在那些数不清的日夜里，我们一起从
死神手里抢夺回生命，多少次累了，怕了，哭
了 ，是身 边的战 友 互相鼓 励 着 ， 继 续 战
斗。……我们和患者之间隔着层层防护服、防
护镜、面屏，患者根本无法看清我们的脸，感
觉彼此很遥远，但我们的心很近。从来到武汉
的第一天，我就一直跟着我们医院呼吸科的曲
仪庆主任。他是我一直尊敬的师长。从集中培
训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
如何去治疗，如何去温暖这些病人。”

许霞在日记里记录着“冷与热”：“面对
这可怕的冰冷的疫情，患者比我们更恐慌，拉
近距离，科学治疗，冷静处理才能有更好的结
果。18床的小伙子是曲主任和我一起负责的。
刚收入的时候，他情绪十分低落，每天在焦虑
中度过。曲主任每次查房，都会拍拍他的肩，
充满信心地告诉他，小伙子，恢复得不错，加
油。也许是从曲主任的鼓励中得到了信心，患
者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明亮，病情也一天比一天
好转。出院的那天，他握着曲主任的手说，齐
鲁医院的医生，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
我，我……”许霞的感悟是：“生与死之间，
医生和病人，没有人比我们更亲近。”

一远一近，一冷一热，一苦一乐，一暗一明、
一张一弛……强烈的对比色是武汉战役的节奏。

在曲仪庆看来，他的年轻同事，瞬间就长
大了，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对人的意志、
耐力、勇气的考验，危急时刻，能激发人的潜
能，没想到自己还有如此能量和胆量。曲仪庆
说：“我很荣幸，在武汉，陪着我的年轻同事
经受了一次大考，一次人生大考！”

到目前为止，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收治患者96人，治愈出院55人，转出10人，
接管病房后无1例死亡。他们建立出院病人随访
制度，对于出院的病人通过微信及电话的方式
随时联系沟通，1到2周固定随访一次，了解病
人的康复情况，指导病人用药，以及康复处理
等建议。

闲看樱花待来年

让老曲高兴的是，总领队左毅跟他们住在
一起：“说实在的，他在我们身边，起到了主
心骨作用，他在这里坐镇，我们心里踏实。他
是山东总领队，还是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临
时党委书记，政治站位高，常常给我们加油打
气，鼓励大家要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持到
底，扛得住，守得住，不能前功尽弃，要给山
东人争光。”

老曲两次来武汉，第一次是2001年在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读博士期间，博士生下乡服务
团，去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路过武
汉，住了一晚上，那次是热得出不去门，黄鹤
楼只能擦肩而过。而今，更不能出去。他和他
的战友们奔波在“两点一线”：病房——— 宾
馆。

作为一位科学学位博士生导师，曲仪庆把
临床治疗实践和科研结合起来。认真研究中西
医结合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作用，目前，病区
危重症患者中药使用已很普遍，所收治的患
者，中药使用率达到85%以上。曲仪庆介绍，接
到山东大学新冠肺炎应急攻关科研专项的通知
后，认真查阅资料，与医疗队中医医师反复讨
论，撰写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临床研究”获得山东大学立项。

眼下，武汉正是樱花烂漫的时节，但游人
如织的盛况不见。曲仪庆和他的战友们，用自
己的身躯抵挡着邪恶，闻不到樱花的芳香，看
不到樱花的容颜。他们的心愿，是再来武汉，
不是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而是休
闲地在街头漫步，不放过每一处美景。

记者亲眼目睹湖北抗疫前线的一个个忙碌
身影，心潮起伏。我在想，我不是君子，但我
靠近君子；我不是英雄，但我靠近英雄。打油
诗一首，送给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们：

武汉救人如救火
暂将樱花忘了罢
待到抗疫凯旋日
与君共赏胜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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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登上2020年“2月份山东好人榜”、获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表彰的曲仪庆，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在他正以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
医疗队队长、医师组组长身份跟战友们奋战在武汉抗击疫情前线。

曲仪庆：若赏樱花待来年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曲仪庆。

曲仪庆（上图左）对病人耐心解释病情、抚慰病人
情绪。

曲仪庆（上图左）和同事们一起研究病例，并细心
指导年轻医生。曲仪庆（左图右）查房时对病人进行治
疗指导。

一位中年患
者（右）记录了
他眼中的每一位
医生和护士，他
说要永远记住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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