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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毕姐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她的业务能力是全院的标杆，屡
次获得院里市里嘉奖，同事们无不佩服。作
为我们的领导，她对大家严格要求，悉心教
导。工作这些年，我们都从毕姐身上学到了
很多。 生活上，她就像我们的大姐姐。 处处
照顾我们，体谅我们，事无巨细地替我们操
心。这次带领我们去武汉支援，她不仅是我
们医院的领队， 还是省队 100 名护士的护
理组副组长，她勇挑重担，带领大家出色完
成了任务， 受到湖北省护理学会的高度赞
扬和认可！
———辽源矿业集团总医院 ICU护士 张鑫

/城市晚报记者 王耀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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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雪娇，今年 44 岁，2004 年 6 月入
党， 吉林省辽源矿业集团总医院 ICU
科护士长，辽源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
员，也是吉林省支援湖北第二批危重症
救治医疗队护理组副组长。支援的医院
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

“我是党员，要带好队伍出征”
疫情发生后，毕雪娇是辽源市第一个报

名的，她觉得自己是最适合去武汉去前线的
人选。 她参加工作 24年，任 ICU 护士长 12
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危重症护理管
理经验。 她说，“我不是独生女，还有一个妹
妹，儿子已经大二了，是成年人了，国家有需
要，我有责任去担当。 ”

2 月 2 日零时 20 分接到出发去武汉的
电话，告诉她上午 8 点到医院，领导会为医
院出征的 7个人送行。“一夜未眠，说不出来
的感觉，现在想想就是上战场的感觉吧。”“7
点，一切收拾好以后，我去儿子那屋，儿子在
大连理工大学读大二，放寒假在家，虽然 20
岁了，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在我眼里也还是
宝贝。我握着儿子的手，他一下就醒了，然后
就问我，妈，你要去武汉啊！我的眼泪就再也
止不住了。 ”

武汉的病例日益上涨，此次逆行，前路
如何，一点儿不知道，但是她心里的声音很
坚定，“我是共产党员，是总医院多年培养的
重症拔尖人才，我要代表辽源，代表医院出
征，还要带好队伍！ ”

飞抵武汉，新冠肺炎疫区，还是很受震
撼，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就那样静静
地出现在她和队友面前，一个人没有，一辆
车没有。武汉，她真的是病了。作为支援武汉
的危重症救治医疗队队员， 带着吉林省人
民、带着吉林省医务工作者的大爱，她和她
的兄弟姐妹们义不容辞！

岗前培训，让战斗前的弹药更充足
国家为各省支援队伍都进行了严格培

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疫情严重，却也容
不得半点马虎。 大家培训后开始整理物资，
做上岗前充分准备， 大家表示万众一心，一
定不辱使命。准备整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 C12 西危重症疗
区。

2 月 3 日，同济医院的医务部门和感控
部门联合做了培训。 培训结束，毕雪娇等负
责人和所接管疗区的主任护士长了解了情
况， 这是一家专门接收重症患者的医院，所
接管的疗区 60张床，已基本达到满床状态，
本科室原有医护人员多数都被医院集中调
配，急需外援。护士长人很好，这大概是护理
人的共性吧，温婉和气、热情周到，让人心里
吃了“定心丸”一样。

回到驻地宾馆，毕雪娇和陈雪组长一起

再次培训所有的护士， 逐个检查穿脱防护
服，保证 100 个护士人人过关，一直到凌晨
1 点才休息。 但是只有这样才觉得有把握，
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要督导大家准备充足
的弹药，对抗病毒，绝不做无谓牺牲！

初次上岗，每一项操作都是挑战
2 月 5 日，毕雪娇初次带领护士进隔离

大病房，还是有些紧张，不是怕工作也不是
怕患者，就怕不熟悉环境不熟悉流程，影响
救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医生护士打
消了大家的顾虑，他们热情周到，对国家队
的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耐心指导穿脱防护
服，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不让每一个环节有
遗漏，他们的目标就是“医务人员零感染”。

按要求穿上防护服，极热极闷，瞬间就
觉得喘不上来气。 5 层手套，对扎针技术也
是挑战，出病房的时候隔离衣都被汗水浸透
了， 就像刚洗过一样。 在病房 4 个小时，输
液、静点、发放口服药，无创呼吸机，给予患
者生活照料。 穿着密不透气的隔离衣防护
服，负重前行一样，走路快点都会心跳加速。

听不清别人说话，也看不清医嘱和巡视
卡，只能对光找角度硬看，护理生涯 24 年，
毕雪娇说，“第一次觉得每一项操作都是挑
战。 这感触太深了。 但是患者们都积极配合
治疗，每做一样操作，都会说‘谢谢’”。

患者们戴着口罩，望向医务人员的都是
信任和渴求的眼神，有一个患者呼吸有些费
力，想咳嗽，他示意护士赶紧离开病房，待他
咳嗽完，才让进去。 武汉人真是很善良很勇
敢的，这场无情的疫病，把武汉人推到了生
死的边缘。“我愿意倾己所能帮助他们，姐妹
们和我们所有吉林队及各省队的医务人员
都是这样的想法，只要大家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就一定能战胜疫情，打赢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武汉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大中国
一定会胜利的！ ”

专业精准，引领临床护理新高度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质量的高低关

乎着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质量、 就医体验
和康复质量。 他们收治的患者，90%-100%
都需要氧疗或通气治疗，20%-25%的患者
需要密集护理，5%-10%的患者需要一定程
度的机械通气治疗。

这些工作，作为护理组副组长，指导护士
去精准完成。建立护理责任组长负责制，将患
者床位明确分配到每位责任护士， 确保对患
者的全程连续护理，做到了逐级分层管理。

每天，毕雪娇都早早为护士准备好防护
物品，协助每个班次的人员穿防护服，监督
护士防护到位， 不能有一点疏忽和纰漏，努
力做到零感染。 她还要制作工作流程和规
范，不断进行改进，提高护理质量。 同时，她
还要做好职业暴露的应急预案，优化排班模
式， 每个班次由高级职称护士担任护理组
长，每组成员兼顾专科护士、职称、学历、工
作年限等， 充分体现高年资护士的临床价
值。“每天，我要掌握身体出现异常的护士的
情况，这是最重要的，并要做好清洁区的消
毒工作，坚持做好每一个细节、保证每一个
护士每一个医生的安全”，毕雪娇说。

她所在的 C12 西病区， 患者所有的护
理几乎都依赖护士，包括饮食、大小便、气道
管理，一刻都不能离开护士。 病情危重的患
者， 护士还要随时监控各种监护设备的情
况，要为患者进行输液、采血、动态心电等专
业操作。

重症患者病情较重，在临床护理中需要
医护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多重症
患者采取了无创呼吸或有创呼吸，因此医护
人员与其交流不便，护理过程中需要使用多
种方法进行有效交流。 除了科学的护理之
外， 心理方面的疏导和鼓励也非常重要，新
冠肺炎患者在经受疾病考验的同时，也承受
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每天，毕雪娇和护士们都能听到许多患
者的提问，比如“我们得的病能治好吗？ ”“出
院还需要隔离吗？”“还会传染给家人吗？”可
以感受到患者们的焦虑、恐惧、忐忑、担忧、
自责。

负面的情绪不利于病情的康复。 为此，
毕雪娇和同事们还特别成立了人文关怀小
组和康复锻炼小组， 加强患者的心理疏导。
一些患者的焦躁情绪是由呼吸不畅引起的，
所以通过加强肺部的康复锻炼，指导患者做
简易呼吸操，也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期间，毕雪娇和陈雪组长还加入了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多学科联合护理 MDT
团队，和国家队的护理专家一道，现场或远
程查看患者， 开展护理疑难问题的讨论，提
出会诊意见，追踪患者的转归，积累疑难病
例的护理经验，降低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
重症患者病死率，提高了治愈率。 她所在的
吉林二队的护理工作得到了同济医院护理
部和院内感染部门的高度评价，还收到了湖
北省护理学会的致谢牌匾“扛鼎逆行援楚
汉，专业仁爱佑生命”，是对她和护理团队工
作的最大肯定。

一个大中国，吉林武汉一家亲
武汉封城 70 多天，路上没有行人，所有

的商场、大楼，所有的门店都是关的，宽阔的
马路，行驶的都是“医疗专用保障车”。白天，
高高的住宅楼开着窗户，那是在通风，晚上，
大厦楼宇都打出了灯光字幕“众志成城”“武
汉必胜”“中国必胜”。 毕雪娇说，每每看到，
都是会激动、会感动、会热血奔涌，这座英雄
的城市，安安静静地心甘情愿地“暂停”，武
汉人民，承受了多少啊，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啊，悄无声息却展现给我们震撼心灵的坚强
勇敢！

毕雪娇说，接触到的武汉人，最多是同
济医院的医生护士和驻地宾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非常热情，乐观向上，经常是把“谢谢”
挂在嘴边。不悲观、不气馁、不抱怨、不含糊，
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阳光， 充满了力量，他
们亲切地称吉林队员“吉林老铁”，感恩千里
支援“给力”，吉林队员们的回答———一个大
中国，吉林武汉是一家人！

不辱使命，救治工作成效显著
支援湖北 56 天，感触颇多，吉林二队的

医护人员都是好样的，大家各司其职、各尽
所能，用他们所学所会，用全部的知识和力
量去帮助病人。团结一心，满满的正能量。这
次治疗，共收治 68 名患者，其中危重症 16
名，重症患者 49名，轻症 3名。 3月 25日疗
区患者清零，3 月 28 日遵照国家和省卫生
健康委统一安排， 毕雪娇和队员们承载着
56 天武汉抗疫的艰辛、牵挂、胜利的喜悦以
及家乡父老的期盼返回了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