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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已如约而至。最近每次
下班，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援助湖北
医疗队的孙晓谛都会透过车窗，看
看路边的树木和花草。看到樱花绽
放，孙晓谛想，这种憋闷的日子大
概真的快要结束了。

孙晓谛来到武汉已经40余天，
临行前家人的不舍和叮咛还历历在
目。孙晓谛也将家人的思念化作动
力，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武汉
的‘脾气’也从刚开始的冷冽慢慢
变得温润起来。说实话，刚来的时
候，我会害怕、会失眠、会崩溃。
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我之所以能选
择勇敢面对，不逃避不放弃，是因

为这条路上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而是有我们整个医疗队携手坚定
向前。”孙晓谛说，现在回想，
恐惧或许也不全是坏事。因为未
知 ， 会 更 迫 切 地 去 探 索 、 去 寻
找、去学习新的知识，去积累从
未有过的经验，去努力地成长。
她说，这段经历，是她生命中最宝
贵的记忆。

孙晓谛说，在这里的医疗工作
与之前工作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
同。“每天我们都要穿上厚厚的防
护服，穿过‘生命线’，到隔离病
房去查看患者。有的患者很危重，
需要有创呼吸机、CRRT；有的已

是高龄，90多岁，没有自理能力，
需要全程照顾；有的患者焦虑、恐
惧，需要心理疏导……除了治疗，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生活照顾、倾
听和安慰，这是对体能和心理的
双重考验。”孙晓谛说，随着天
气逐渐转暖，医护工作也越来越
难。每次出舱，大家内层的衣服
都会湿透，脱掉防护服后，衣服
都能拧出水来，但没有一个人退
缩。大家都相信，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

孙晓谛介绍，在这里，对医
疗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为了更
好地救治患者，医疗队每天早上

都要讨论危重患者的诊疗，并且
针对每一个危重患者，都要做好
病例讨论的演示文稿，接受全国
专家们的审阅和指导。“我有幸
也在医院汇报过一次病例，收获
颇丰。我们医疗一组每天晚上都
要进行组内的病例讨论，因为我
们组有来自呼吸、ICU、急诊、消
化、心内、肿瘤、老年等各个专业
的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团队，讨论
时，大家各抒己见，交换意见，充
分拓展了我的思路。这种机会平时
在医院里是很难获得的，因此，我
也成长了很多。”孙晓谛说。

让孙晓谛最感动的是，在这

里，医患关系纯粹而质朴。“我收
到了太多的感谢，也看到了太多的
故事，十分感动，也十分心疼。我
时常想，患者真的很了不起，他们
把自己的世界又重建了起来，重
新出发，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所
以，我必须全力以赴帮助他们，
或许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求无
愧于心。”孙晓谛说，“战斗到
最后，不是因为勇敢，而是我想
见证这一切。我们一起走下去，看
看命运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孙晓
谛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通讯员 王厚江

>>山东医疗队在湖北

在这里，收获勇气和成长

“今天天气不错，挺暖和
的，晚上我还是睡车里就行。”2

月的一天，高密市经济开发区小南
曲村疫情防控执勤点上，赵洪江忙
着对进村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

45岁的赵洪江是高密市经济
开发区韩伍屯村村民。他话中的

“车”就停在执勤点旁边，是辆二手
吉普。赵洪江前两年贩菜赔了钱，
原来的车卖了，为了志愿服务拉东
西方便，他花了几千块买了这辆二
手越野车，老是老了点，但容量大，
能装东西。由于吉普车耗油大，他
平时没事就骑着个电瓶车，“能省
一点是一点嘛！”

从正月初四开始，老赵的车
不仅是他的交通工具，还是他临
时的“家”。打开车门，被子、
毛毯、水壶、方便面等生活用品
堆得满满当当。每天晚上，赵洪

江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家”中熬
过困倦与寒冷。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赵
洪江主动请缨，从正月初四上午
开始，带领其他50余名志愿者协
助当地一些村居党组织，开展入
户摸底排查、外来人员劝返、体
温测量、车辆消毒等志愿服务。

初四那天，赵洪江在小南曲
村执勤完回家，却被村干部告知
“回村就不能再出村，还想出村
就不能再回村”。对此，赵洪江
也十分理解，他给媳妇打了电
话，让她把执勤用的棉大衣、毛
毯以及简单的生活用品送出来，
“家里人很心疼，但是也都理
解。”

赵洪江告诉媳妇：“这段时
间我就不回家了，我在村外车里
睡就行了，就算是给村里值夜班

了……”
嘴上虽这么说，可是下半夜

赵洪江还是被冻醒了。
毕竟不是年轻人了，一觉起

来，老赵经常腰酸背痛，膝盖也
要揉一会儿才能恢复灵活，然而
他依然兢兢业业地每天坚持志愿
服务。

从事志愿服务的50余名志愿
者居住比较分散，村居封锁后，
有些志愿者的车无法出村，为此
赵洪江每天早上都开着车围着高
密城转，把志愿者挨个送到各自
的执勤点，晚上再逐一送回去。

“疫情早点过去，我就能早
点回家，吃顿媳妇做的饭，再好好
睡个觉。”说起以后，满脸胡茬的赵
洪江一扫疲惫，笑开了花。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 超
通讯员 单政达

3月11日早上7点，简单扒了
几口饭，马峰就赶到了广安家园
社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身为
济宁市高新区柳行街道广安家园
社区党总支书记的马峰，已连续坚
守社区疫情防控岗位近50天。不
过，他身边比其它人多了根拐杖。

广安家园社区共38栋楼，住
着6350名社区居民，超过1/3的人
口为租房住户，居民每天都有流
动，防控难度较大。从1月24日开
始，马峰就带领社区党员干部昼
夜值守在防控一线，宣传防控知
识，入户摸排外来人员和当地居
民情况、建立人员台账等，并给
过往群众测温、登记。2月3日下
午3点，马峰一边打电话沟通人员
信息，一边急匆匆往大门口赶，一
不小心绊倒在隔离带上，差点摔晕
过去。“医生说右脚踝骨折，要求我
居家休息2个月。”一听到要休息，
马峰不干了，让医生赶紧给处理
好，因为社区还有很多事等着他
办。

任凭别人怎么劝，他都嚷着
得回去。妻子虽然心里不乐意，
但拿他也没办法。2月4日一早，
她照例给马峰口袋里塞了几个口

罩和一个装满了酒精的消毒瓶送
他出门。也是从那天开始，马峰
手里多了根拐杖，但还像往常一
样按时出现在防控一线，指挥调
度社区各项防控工作。早上7点多
离家，晚上11点回家，马峰拄着
拐一忙就是整整一天，吃饭也多
是一桶泡面、一根火腿肠匆匆对

付过去。
通过筛查，广安家园社区共

排查出6名外省返回人员。为此，
马峰专门建起了6个微信“隔离
群”，每个群里只有他本人和村
党支部书记以及被隔离人员。自
我隔离人员除每天2次自查体温上
报外，还可以在群里提出生活需
求，柴米油盐全由工作人员送上
门。马峰还主动承担起心理疏导
的任务，该讲政策的讲政策、该
谈心的谈心，确保他们能用良好
的心态坚持自我隔离。

广安家园社区周边有几家医
药企业，不少社区居民在这些企
业工作，为此，社区开通“绿色
通道”，确保他们能够按时到
岗，也能及时回家休息。这些不
起眼的小做法，保护着社区不受
病毒侵害，也温暖着社区居民的
心。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绪 言

拄拐战“疫”的党总支书记马峰

以车为家，
他连续40多天吃住在“抗疫”一线

春分已过，便是梨花清明。
在这日暖风轻的好时节，我

们应该高兴——— 虽然新冠肺炎疫
情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没到庆祝
彻底胜利的时候，但比两个月以
前，疫情被很好地控制住了，窗
外不再是寒冷的风，不再是令人
心慌的气氛。

在高兴的同时，我们应该感
谢，感谢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感
谢全国医务工作者，他们面对生
死，舍小家为大家，毅然决然走
上一线；感谢广大党员干部，他
们不忘初心，全身心地投入到防
疫工作；感谢以种种方式参与了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人们。我
们要为他们点赞。

在这里，笔者特别想为山东
的农民点赞。在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山东农民做得很好。山
东农民做了些什么，各媒体这两
个月宣传报道了很多，多到难以
用简短的篇幅来说完。

笔者又想起老家那个山村。
那是个沂蒙山区的偏远小村，人
口四百，土地瘠薄，除了打工，
栽种果树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除夕夜，村民知道了新冠肺
炎疫情的可怕。之前，他们没当
一回事儿，因为湖北和武汉离他
们很远。大年初一上午，村里的
大喇叭里开始一遍遍地播放着防
疫知识和要求。

村小人亲。每年春节，村里

要好的村民都会三五成群、八九
一帮地聚在一起，喝着酒，说着
一年来的见闻，交流能过上更美
好生活的经验和想法。可今年整
个春节，没有村民聚在一起喝
酒。姑舅姨不能去看望了，打个
电话说明情况，长辈们很理解。

村里人给笔者发来的照片和
视频中，村大街上几乎看不到
人；在村口，村干部和党员在寒
风中裹紧大衣值守，他们身后是
安静的山村。

以前过了初四初五，便有村
民陆续外出打工，可今年走出去
的步伐慢了不少。

雨水过后，村民开始坐不住
了。春风来了，果树一如既往地
发芽、开花。村民戴上口罩，拿
着果剪来到自家果园。到了果
园，看地邻也在，便远远招手打
个招呼，不像以前那样坐在一起
聊聊天气，展望一下今年的收
成。

在这两个月中，笔者从一些
渠道了解到，山东各地农村都在
严格按照要求做着防控工作；广
大农民，不管是留在家里种地
的，还是外出打工回来的，都在
严格地按照要求配合疫情防控。

在乡亲们看来，在疫情到来
之时，需要我做什么，我会坚决
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山东农
民。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
闯 通讯员崔鹏森 张同勇)3月下
旬，随着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山东医疗队员陆续分
批返回。近日，医疗队行李陆续寄
达山东。一件件邮件上印着的醒目
大字“情重泰山，大爱永记，红色
黄冈，感恩有您”，向归来的白衣
战士表达着敬意。

山东省邮政公司安排专门人
员做好医疗队员物品的投递服
务，把承载着鄂鲁两省深厚友谊
的包裹第一时间送到医疗队员家
人手中。

济南市邮政分公司自3月8日

起，认真组织专人实时跟踪进济邮
件，细心安排优先处理、优先投递
医护人员行李邮件。截至目前，累
计接收投递邮件336件，妥投率达
100%，确保邮件安全及时送达。

3月24日下午3点，滨州邮政宣
家揽投部，投递员郭洪松、董晓栋
忙碌了起来。这天，他们接到任
务，要为5名返乡的山东援助湖北
医疗队员上门投递15件行李。两名
揽投员与医疗队员家属电话联系
后，开始按顺序投递医疗队员个人
行李物资。据了解，滨州邮政已经
投递返乡的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员
包裹共12批，110件。

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员的行李到家了

为山东农民点赞
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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