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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生、长春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刚

自制“小窍门”应对呼吸困难
还成了疗区流行语

李刚，长春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共产党员，吉林省研究型
医院学会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
春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吉
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
常委，吉林省康复医学会重症专业委员会
常委。 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从事重症
医学24年。 2003年非典期间，他先后两次
进入非典疫区工作，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累
计33天；2009年甲流爆发， 他进入长春市
传染病医院病房指导工作15天；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他率队出征武汉56天，送出
完美“答卷”；在国家出现险情之时，他屡屡
逆行向前，他的负重前行，为祖国换来了
岁月静好。

接起电话之时，李刚医生正在长白山
休养，从2月1日晚上11点半接到医院通知，
2月2日赶赴武汉进行支援，已经过去了60
多天。

“2月2日走的，3月28日回来的，一共56
天，我记得清清楚楚。”李刚说，支援武汉的
这56天一直很匆忙， 如今终于有了闲暇，
在武汉支援的一幕幕，便如同过电影般展
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就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带着我们在
前线冲锋，有他在，我们都很踏实。业务上，他
作为科主任，自然是没的说，业务能力突出，
会根据病人病情定制不同的诊疗方案， 带着
我们去查房，为患者做心理辅导；生活上更是
关心我们每一个在前线工作的人， 叮嘱我们
如何做好防护工作，关心我们的饮食起居。 ”

———同事杨磊
/城市晚报记者 陆续报道 受访者本人供图

有他在 我们都很踏实

从医 25 年 家人对其叮嘱是“能
多救几个就多救几个”

“家里人还是挺支持我的，虽然也担
心， 但毕竟我从事重症医学科已经 25 年
了，这些年也常有任务，他们多少也都习
惯了，2003 年非典的时候，我也先后两次
去了前线，所以她们还是能接受的，只不
过我今年 49 岁了， 她们怕我身体吃不
消。 ”李刚说，临行前他给父母打了电话，
父母一再叮嘱他“能多救几个就多救几
个，全力以赴，别担心家里”。

李刚表示，自己的家人对他都非常有
信心。“毕竟我面对的患者大多数都是重
症、危重症的，他们也相信我有能力保护
好自己，更多的是鼓励我，让我别有顾虑，
在前线把工作干好。 ”李刚说，当天家人送
他去机场的场面很轻松，并没有依依惜别
那种情绪。“家里人都相信我，能够健健康
康回来，完成任务。 ”

自制“小窍门”应对呼吸困难
还成了疗区流行语

2 月 2 日晚上 8 点钟，吉林省支援武
汉医疗队的飞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到了武汉就上岗，我们进驻的是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这个
院区在当时很出名，是武汉最早开放的收
治重患危重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 ”李刚
表示，在他们赶到之前，同济医院的同行
们已经坚持奋战了半个多月了，他们的到
来缓解了当地医护人员的压力。“当时医
院都是满床的，武汉当地的同行说实话已
经精疲力尽了， 我们入驻后立即开展工
作，制定诊疗方案，在 2 月 5 日就顺利交
接了，当地的同行见到全国各地的支援队
伍，都是非常感激的。 ”

工作开展以来，摆在眼前的第一道难
关就是“防护装备关”。“手套要戴三到五
层， 防护服里面是高温消毒的病号服，外
面还有一层，口罩护目镜，穿上之后真感
觉要窒息了。 ”李刚说，最开始的时候，穿
脱一次防护装备，就需要四五十分钟。

“超过两个小时，就憋得难受，我还总
结了一个小窍门，别说，还挺有用，那就是
‘争一口气，出一口气’，跟着节奏就不那
么难受了。 ”李刚表示，慢慢地这个小窍门
成了疗区内的流行语。

有一位 70 多岁的病患便将这句话牢
牢记在心中，有一次去洗手间，她摘掉氧
气面罩觉得很难受，走几步，就得停下来
歇一歇。于是，她便念出，“争一口气，出一
口气。 ”再走几步，再默念。 等李刚查房见

到她时， 这位病患轻轻拉住他， 悄悄说，
“你的办法真管用。 ”

为节省防护装备
医护人员“节衣缩食”

李刚回忆，为了节省防护设备，所有
医护人员都“节衣缩食”。

“进入疗区前，我们所有医护人员都
尽量不吃太多东西，少喝水，就怕上厕所，
浪费防护装备，而且还耽误时间，有这个
脱衣换衣的时间，我们更希望多去查几个
房间，给更多的患者做做心理疏导。 ”李刚
说，在疗区内，基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会
使用成人纸尿裤，“正常护目镜三四个小
时就是极限了，我们经常要连续戴六七个
小时，你们在电视上都看到过，我们所有
人都被勒出了大花脸。 ”

李刚团队所负责的疗区一共有 50 余
名危重患者，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由于
医生人数严重不足，一圈查房下来至少得
3 个小时，而重患本身病情变化快，需密
切关注病情， 遇有突发状况随时处置，工
作期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

不仅如此，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性强，咽
拭子、鼻咽拭子检测，患者鼻咽部受到刺激
会引起打喷嚏或咳嗽等造成飞沫传播，危
重症患者随时可能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
多脏器功能衰竭等需要全力抢救等情况，
医患随时随地进行着近距离的接触， 防护
工作一旦疏忽，随时可能导致感染，因此对
每一个人而言，风险与压力极大。

“最初还比较担心，后来就习惯了，就
跟上战场一样，到了战场，什么都不想了，
就是治病救人！ ”李刚说。

从陌生到熟悉
武汉患者用手势为其点赞

在武汉抗疫的这段日子里，李刚最感
动的就是武汉当地患者的乐观精神，这些
患者虽然被病痛折磨着， 但依然乐观，积
极配合治疗，并且互相打气，显示出了强
烈的求生欲。

“其实感动的事特别多，几乎每天都
在发生，刚开始去的时候，患者都不认识
我们，但知道我们是从吉林来支援的。 他
们开始用当地话跟我们表示感谢，见我们
听不懂，就用手势给我们点赞。 ”李刚说，
虽然这些患者年纪从 20 多岁到 80 多岁
不等，但都非常乐观。“每次看到我们医生
去查房，都特别开心，会拉着我们聊病情，
聊生活。 ”

让李刚铭记的一幕是疗区内有一对
老夫妇，二人并不在同一个病房，平时也

见不上面，但彼此知道都在医院治疗。“每
次我去给老太太查房的时候， 她都会问
我，她老伴儿怎么样，让我为他老伴儿加
油打气，其实他老伴儿也是一样，还没等
我说他的病情呢，就先问对方的情况。 ”

李刚说，在疗区这些天里，他除了是
一名医生，更是这些患者的朋友，在他的
防护服上除了写“吉林李刚”外，还有两个
大字———加油， 他说，这不只是同事们彼
此之间的鼓励，也是送给病患的祝福。

每次查房结束后， 站在门口的李刚，
总会回身对病患们竖起拇指， 而此时，病
患们也会慢慢抬起胳膊，竖起拇指，轻轻
说着，“一起加油！ ”

他从抗疫斗争中体会到了民族的
凝聚力

在这次抗疫作战中，李刚带领团队向
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整个疗
区治愈率高达 88.1%，无一名医护人员感
染。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次经验是非常
宝贵的，我在执行这次任务期间，感受到
了我们民族的那种强烈的凝聚力，无论哪
的医护人员，都赶到了武汉，我们聚在一
起，都在竭尽所能去奉献、去帮助这座城
市渡过难关，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参与其
中，才能体会到。 ”李刚说，这次经历让他
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是一句口
号，除了我们医护人员外，各行各业的人
都在努力，都在奉献。 ”

李刚表示， 自己作为一名医护人员，
救死扶伤是他的工作，他只是换了一个地
方工作，“我是重症科的医生，这个时候就
该我上场，正好能把我的一技之长发挥出
来，其实换成别的群体，如果祖国需要他
们，他们一样会冲上来的，这就是我们祖
国的凝聚力，我坚信，所有为这场疫情付
出过的人民，都是英雄。 ”

同事说

得知疫情后首批递交请愿书
连夜接到通知支援武汉

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李刚得
知新冠疫情的相关信息要比一般的医
护工作者要早一些。“当时知道的是武
汉有了新型肺炎，但具体什么情况不太
掌握，其实在 1 月中旬开始，我们医院
就接到了省卫健委的相关通知，医院院
党委也非常重视， 在医院的院感科、发
热门诊、 留观病房等部门提前做了准
备，到了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了，那时
候我们就知道问题严重了。 ”李刚表示，
虽然正赶上过年，但他却一天也没有休
息过，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已经进入戒
备状态了， 他作为医院专家组的成员，
24 小时值班，即使是回到家，只要有发
热的病人到医院，他就会从家赶回来。

李刚清楚记得，他是在 2 月 1 日晚
上 11点半接到医院电话的，“电话里通
知我们 2 月 2 日就要搭乘飞机飞往武
汉支援， 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非常少，
只有不到半天的时间。 ”不过，作为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的李刚早已有了心理准
备。“早在过年后，我们院里的医护人员
就开始主动递交请战书了，作为重症医
学科的医生，我更是责无旁贷，最先请
愿的。 ”李刚说，大年初二，长春市中心
医院派出了首批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
从那时候起， 他就开始等待医院的调
令。

“我们医院前后一共有 3 批医护
人员赶往武汉支援， 共有 28 名队员，
我是第二批去的，第一批我没去上，是
因为长春这边也需要有人留守维持科
室正常运转， 不能整个科室都派过去
……”李刚说，在得到通知后，他迅速
整理好行装，“可以说，作为重症医学科
的医生，作为一名党员，在国家有难，需
要我挺身而出的时候， 我是责无旁贷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