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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湖北黄冈。
早晨，一场春雨滋润着黄冈大

地。此时，山东医疗队队员孙宪洁
读着一封家乡小学生的来信，不觉
之间春风化雨润心田。

满脑子阿姨出征的模样

信是淄博市张店区实验小学二
年级学生高钰淇写来的。

他在信中说，最近查了很多关
于孙宪洁阿姨的资料，知道她除夕
夜接到了出征指令，感动得眼泪在
眼眶里直打转。他希望阿姨保护好
身体，“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
回”。

孙宪洁，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的主管护师，与高钰
淇并不认识。这段特殊的缘分，要
归功于山东广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

沙 画 短 视 频 《 妈 妈 ， 亲 爱 的 妈
妈》。

沙画的创意源于孙宪洁除夕夜
接到指令后，以最快速度赶回济南
集结出征的真实故事。高钰淇在电
视上看到了这段视频，幼小的心灵
大受触动。

高钰淇的父亲高先生介绍，他
们后来发现视频里的故事是真的。
这段视频，钰淇含着泪连着看了十
几遍，晚上久久不能入睡，说满脑
子都是阿姨出征的模样。

2月21日晚上，高先生在哄儿
子睡觉时说，你可以给阿姨写封
信，我想办法给你寄过去。高钰淇
很高兴，第二天就认认真真写好了
信。

一定要帮助孩子完成这个心
愿！高先生后来辗转联系到了孙宪

洁，然后孙宪洁就结识了这个叫高
钰淇的小老乡。

“追星”就追钟南山爷爷

“2 6日早晨看到了钰淇写的
信。”孙宪洁告诉记者，“很感
动！没想到钰淇这孩子能有这么
一种情怀……想想在家乡还有这
样一个孩子惦念着我，心里好温
暖。”

钰淇在信中写道：“期待您的
回信，我还给您放了一张信纸。”

26日上午，孙宪洁思量许久，
认认真真地写了回信。她写道：
“你是一个充满正能量和爱的孩
子，很棒！看到你写的字，阿姨就
知道你是多么优秀，很愿意和你成
为朋友。”

回信的时候，孙宪洁反复提醒

自己，对方是个 8岁的孩子。她
说，很愿意能够帮到孩子们去学
习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像
钟南山、袁隆平这样的国士，以
他们为偶像，长大后能够“为国
为民”。

因此，她在信中告诉钰淇，
阿姨“逆行”出征，做的都是医
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挺身而出
的钟南山爷爷才是真正值得学习和
敬佩的英雄，“也是我的偶像”。

患者写诗相约山东探亲

作为最早一批来到湖北的山东
医疗队队员，孙宪洁与战友们已经
在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连续
奋战了31天。

她在给钰淇回信时提到，在黄
冈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感触最多

的不是困难，也不是危险，而是
爱。”

这些日子里，队员们收到过患
者 的 诗 作 《 夸 一 夸 咱 山 东 医 疗
队》，他们说将来要到山东探亲；
保洁大姐悄悄将她们泡在盆里的衣
服洗了，给孙宪洁的同事留字条说
“请原谅我的自作主张”……

爱来自四面八方，随时随地。
孙宪洁在信中告诉钰淇：“这些爱
时刻鼓舞着阿姨，让我充满了力
量，让我拥有必胜的信心。”

在孙宪洁看来，山东人的朴
实、纯厚换来了湖北乡亲的信任与
爱，以心换心的爱让不同地方、不
同年龄的人们团结一家亲。

团结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心手
相连，无可比拟！

农村大众报记者 边良

山东医疗队在湖北

故乡小学生来信，不曾谋面却似家书

大年初一至今，山东第一批援
助湖北医疗队已经在工作岗位奋战
31天。虽然对工作依然拥有饱满的
热情，但大家确实疲惫了。以前下
班后车上欢声笑语，现在集体睡
觉，15分钟的车程，到酒店门口都
叫不醒，实在让人心疼。

今天的工作，是把所有重症患
者交付给山东第二批医疗队。昨天
晚上，主任和护士长召集我们几位
呼吸治疗师商讨转运危重患者的详
细流程。在这方面，我在平时的工
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交给我，
保证完成任务。

上午7点钟，所有人员上车集
合。来到科里，照例做好防护。依
照昨晚的分配，有人负责整理病

历，有人负责卫生清扫，有人负责
转运，有人负责摄像(想把这毕生
难忘的细节记录下来)……

我和刘伟明、王祝国、张伟负
责转运过程中呼吸机和管路的管
理。呼吸机管路是危重患者的生命
线，我们先后转运了几例无机械
通气患者，把路线和转运时间大
致掌握了。剩下四例经口插管的
危重患者，需要高压力、纯氧支
持 ， 也 用 着 大 剂 量 血 管 活 性 药
物，必须仔细考虑每一个细节，
把风险降至最低。我们将转运呼
吸 机 、 微 量 泵 、 监 护 仪 放 置 床
上，大容量氧气钢瓶放置床尾，
所有管路妥善固定，所有抢救设
备及药品备好，开始转运。大家

推着床飞奔在走廊，有人早已在电
梯等候，从4楼到7楼，1分半钟的
时间，我们已经到达指定病房，患
者生命体征稳定。

详细交接后，我准备下楼去打
扫卫生，这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叫我。我看过去，防护严密，看
不清脸，但是身上写着“孔得珍”
3个大字——— 竟是我大学的舍友！6

年前，他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6

年后，我们在黄冈相见了！抑制不
住激动的泪水，寒暄过后，他又转
身投入紧张的工作。

4楼病区已空荡荡，像极了我
们第一天来到时的战场。我们收拾
着每一个角落，也收起了对这里的
每一片回忆。病区里床安排得整整

齐齐，地板擦拭得闪闪发亮，不只
是要彰显山东医疗队的高素质，更
像是为在这里打拼的每一个日夜画
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杨雪告诉我，她想去普通病房
看看陈大爷，她对这位大爷倾注了
很多感情，现在感觉是亲情了。普
通病房暂时交给黄冈本地医疗队。
来到陈大爷的病区，有医护人员推
着床出来，刚好是他。他看到我
俩，愣了一下，没有任何言语，接
着眼中闪起了泪花，杨雪也一直轻
轻抽泣。我们紧紧握住他的手，将
他转运至3楼病区。“你们山东医
疗队对我太好了。”陈大爷激动地
说。

脱掉防护服，全身湿透，但是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们
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是在国家
有难时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聊城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田龙营 2月25日 黄冈)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闯 整理

来到武汉，每天的工作都是在
忙碌和奔波中度过。照顾病人，协
助检查，做好护理，数小时穿着厚
重的隔离衣，戴着口罩的我已经适
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每天
下班后在宾馆，看着微信里亲人的
关心、朋友的祝福，真心感动。就
在昨天，我无意间翻看朋友圈，看

到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工作的大学
同学刘晓卉就在离我不远的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
谷院区奋战。我顿时兴奋起来，我
们十年未见，现在一起奋斗，这种
感觉真好！

我当即和她取得了联系。由
于是疫情期间，我们无法见面，

微信成为我们沟通的工具。我询
问了她的工作情况，两个人之间
还和学生时代一样，有着说不完
的 话 题 。 当 年 我 们 一 起 学 习 知
识，向往成为像南丁格尔一样救
死扶伤的人；如今我们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携手奋战，带着我们
的初心和信念。我们在陌生的城市

武汉，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彼此
提醒着对方注意防护，多休息，照
顾好自己。

晚 上 躺 在 床 上 ， 我 心 情 激
动，久久难眠。这是一种神奇的
缘分，更是我们作为护士无悔的
选择！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
们 都 做 出 了 最 坚 定 最 正 确 的 选

择。我想，待到我们结束战斗离
开的时候，定是我们两个人欣悦
相拥的时刻。那一刻山河无恙，
幸福徜徉；那一刻，春暖花开，
蝴蝶自来；那一刻，情谊相伴，
拥抱未来。

期待着我们两个人相见的时
刻！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科专业
护师王娅琳 2月27日 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东院区)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 闯
通讯员 王文斐 整理

十年后同窗再聚首 并肩作战待凯旋

>>“疫”线日记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6年后在黄冈重逢

今天是中午班，带着所有病号
的午饭进病房，然后在组长带领
下，对危重患者及治疗完成情况进
行快速交接，再和组里另一名同事
给患者发放中午饭。

这看似简单的活其实一点都不
好做，因为你要记得所有36个病号
的饮食情况。糖尿病、高血压等患
者都要单独给饭，还有禁饮食的患
者也要区别对待。没有家属的陪伴
照顾，很多年老的患者（整个病房
1/3的患者年龄在60岁以上）进食
就需要更多地用心安排。有时我们
会拿自己的水果、营养粉等帮他们

调节胃肠道功能，他们的营养有了
保证，康复才会事半功倍。

走到45床时，我没有直接把饭
给他，而是向老大爷要他的营养
粉，准备给他调配。他嘱咐我要先
倒一点温水溶开 ， 再 用 热 水 稀
释。我说 :“我知道啊，这样冲不
会有冲不开的小疙瘩，昨天我就
给您这样调过啊！”老大爷忽然
问我 :“你是不是小雅？”这可把
我给惊到了，要知道我们穿着防
护服，很难辨认。这个时候46床
的患者告诉我说，大爷一早就开
始念叨小雅有没有上班，我当时眼

圈就泛红了。
后来，在46床大哥的帮助下我

才知道，昨天是45床流质饮食的第
二天，刚好碰到我上早班，我帮他
冲的营养粉他很满意，所以问了我
的名字并且记了下来。他不知道我
们的排班，以为我还是一早上班，
所以把早班的同事错认成了我。他
说，我调的营养糊最好。

其实这真的是很小的一件事。
我家女儿经常吃芝麻糊，所以我会
分多次加水调适，吃完后我还给他
把碗洗干净用热水烫好，下次可以
直接使用。没想到这些细节竟然入

了老爷子的眼，我也很意外。难怪
我这两天上班他都表现得很听话，
这应该是源于一份发自内心的信
任。

俗话说好事成双，今天我们科
里迎来了首批两名康复出院的患
者，其中一个就是46床那个热心的
大哥。我们刚来时听不懂当地语
言，他给我们翻译其他患者的话，
在45床不配合的那几天，也是他帮
着我们安抚老爷子的情绪。“从那
么远的地方冒险来这里救我们，我
们没什么理由不相信你们、配合你
们，看到你们来了，武汉就有希望

了！”在聊天中我得知，他确诊后
因为医院没有床位在家里呆了几
天，我们接手病房后他就被收进来
了，所以他很珍惜这个治疗机会。
“在你们的精心照顾下我好了，是
你们让我重生了，谢谢你们！”听
到“重生”这个熟悉的词时，我心
内感慨万千，作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护士，我经常能在病房听到
患者及家属感谢我们赋予他们新
生。来武汉驰援也只不过是换了一
个地方工作，继续帮我的患者重生
罢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科专业
护师刘肖雅 2月26日 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东院区）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闯
通讯员 王文斐 整理

“你是不是小雅？”大爷的话让我眼圈泛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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