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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秦治刚

赢得武汉人最高礼赞的ICU医生
好友说：他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撤离武汉时，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秦治刚
的行李比来时多了本《武汉一定赢》。
这本由温情漫画家“小林老师”创作的
漫画集， 是很多医护人员在武汉时的
减压神器。 秦治刚珍藏的这本是武汉
当地志愿者团体“白衣护盾队”领队秦
雨送的临别礼物。 秦雨在扉页上写道：

“不论经历多少岁月，不论走过多少路
途，我都深深怀念2020，它曾引导我们
与你们相遇， 感谢你们为武汉拼过
命。 ”在武汉奋斗52天的秦治刚，赢得
了武汉人的最高礼赞！

在武汉的52个日夜，秦治刚经历了
初来乍到的紧张忐忑， 也经历了患者
康复的喜悦， 更经历了一段段起伏跌
宕、悲欢离合的故事……

“觉得我去武汉能做点什么”
时间回到2月6日23时，秦治刚接到了

医院紧急组建支援武汉医疗队的通知。当
知道报名条件是党员、 能从事重症救治
时，秦治刚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从事医生
这个职业，平时工作学习挺辛苦的，努力
学了很多知识很多技术，如果把平时学到
的， 用到给病人治病缓解他们的病痛，是
我们人生最大价值的体现。 ”能去武汉支
援，让秦治刚有些欣喜，“ICU在我们科发
展很久了，我的一个专业方向就是神经重
症，平时很多工作和这次新冠肺炎救治是
相近的，我觉得我去武汉能做一点什么！ ”
2月7日深夜，秦治刚随吉林省第二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到达武汉。航班在机场缓缓降
落的那一刻，秦治刚突然意识到自己盼望
又有点紧张的那一刻真实地来了！迈出机
舱，夜幕下的江城灯火闪烁，一股寒流迎
面扑来， 使他瞬间又恢复了平静———“武
汉，我们来了！ ”

“我们完成了来时的既定目标”
秦治刚支援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B7东疗区原来是血液肿瘤科疗区，秦
治刚他们的到来，让患者们看到了希望。

2月9日，为了迅速上岗正在紧张训练
筹备的秦治刚和队友们接到通知，疗区晚
上正式开始接收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此时
距离他们到达武汉不足48小时。 本着“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原则，病区的50张病
床在很短时间内就收满了危重症患者，平
均年龄76岁，80岁以上患者近四分之一。
“3月27日下午最后一个病人治愈出院了，
我们完成了来时的既定目标，是第一个自
己治愈所有患者的疗区。 ”48天时间里，
B7东疗区以收治59名患者、54人治愈出
院、医护人员零感染的成绩完成了这次抗
疫的使命。

秦治刚把这归功于整建制接管疗区，
以国家指南为基础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疗，
“我们是整建制接管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B7东疗区。 大家
配合默契，对各自的治疗习惯非常熟悉。 ”
早期接诊的两位重症高龄患者的死亡，对
整个医疗队的打击非常大，医疗队领队刘

天戟副院长马上制定了一个适合疗区病
情的治疗方案。“为了实施精准管理，我们
进行了临床分组， 根据是否伴有基础病、
合并症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并在治疗
中不断探索、调整，用最快的时间稳住阵
脚、从容应对。 我们医疗队后期把抗体筛
查、细胞因子检测都用上了，评估病人的
感染阶段， 对机体免疫系统的损伤程度、
炎症反应的强弱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B7
东疗区，病人被彻底分开，1个医生直接管
理两到三名病人， 这样针对性非常强，在
自己管理的病人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还会
再辅助同组其他医生照顾8个病人， 治疗
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当时队里要求不让出
现过度劳累的情况，如果谁感觉不舒服不
要强挺去上班，大家就换班，宁可这个班
少去一个人，也不要勉强去上班出现危险
情况，“我们队始终坚持这个原则，所以一
直到最后，我们医疗队保持了零感染。 ”

“乐观是战胜困难的良药”
直接管理的患者都顺利出院了，这让

秦治刚觉得很幸福。“我的患者都很乐观，
而且很尊重我们！ ”别看患者们的年纪都
比秦治刚大很多，每次去查房，只要身体
状态允许，他们都会尽力坐到床边，和医
生聊病情。

“当我们熟悉了穿脱防护服之后，最
大的压力就来自患者本身的治疗。 ”秦治
刚坦言，第一次接触新冠肺炎哪怕是医生
也难免紧张，是问诊的第一个病人用信任
打散了他对新冠的恐惧。那是个慈祥的老
奶奶， 见到秦治刚主动和他打着招呼，并
做了拱手致谢的手势，当时她呼吸有些困
难，但还是耐心地回答着每个问题：叫什
么名字？ 家住在哪里？ 做什么工作？ 家里
主要的联系人是谁？ 什么时候开始发热？
有什么症状？……她的武汉普通话并没有
那么难懂，但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一会
儿，为了一次听清楚，秦治刚尽量离她近
一些。“出了病房我才知道，由于初期工作
安排不当，当天至少有三个医生先后问诊
了大娘，每次她都很耐心地回答了几乎相
同的问题，尽自己所能地配合着我们。 ”老
奶奶亲切的态度，让秦治刚觉得这就是一
个普通的病人，“我去了我就努力地为她

做好处置， 没有考虑会不会感染这件事
情。 ”

第一次见面就说“我有信心”的万女
士，从进入病房开始，便抱有必定战胜病
毒的决心，从未气馁！“我一定能恢复”“我
积极配合治疗” 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语。
尽管在治疗的过程中，她的病情一度出现
反复，但乐观的情绪始终不减，每次查房
看见她都信心满满。她还经常帮助邻床的
奶奶做“翻译、解释”工作。病情略有平稳，
她便积极参与到呼吸康复操的训练中。果
然她作为第一批治愈患者顺利出院，社区
隔离结束后，她又顺利地转入家庭自我隔
离阶段。她还时常通过微信告诉秦治刚自
己出院生活的点点滴滴：两个月来第一次
不戴口罩睡眠时的畅快，回家后再次品尝
到自己烹饪的菜肴时的满足，以及独自一
人在家还暂时无法与家人团聚的孤寂。从
她的文字中，秦治刚感受更多的是重生后
的喜悦和憧憬。

经过不断地摸索，秦治刚他们发现真
正起作用的是提高自身免疫力、 加强营
养、给予他们早期的对症支持治疗，保证
他们的血液循环，血液动力学稳定，病人
通过抵抗力、免疫力的恢复，慢慢就都治
愈出院了。

“医疗队里的全能管家”
除了奋战抗疫前线的白衣勇士，医

疗队大管家是秦治刚在武汉期间的另
一个身份。 所有物资的接洽、生活方面
管理……都由细心的秦治刚一手掌管，与
白衣护盾队的情谊就是在一次次的物资
采购中结下的。“这是一支武汉当地人自
发组建的志愿者团队，平时都有自己的工
作， 他们自发组织所有小区居民募捐，然
后过来找到我们询问缺少什么物资，然后
帮我们去采购送到酒店。 ”早期武汉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只有志愿者才能在外面行
走，那时所有商店都关了，他们冒着很大
的被感染的危险，挨家挨户去敲门，帮我
们买方便面、薄羽绒服……早期武汉物资
紧缺，后方又交通不畅，医疗队早期的生
活物资完全靠白衣护盾队来提供，解决了
秦治刚的大难题。

医疗队另一个强大助力则来自“白求

恩医科大学校友会”。“我们到武汉后，当
地的校友会知道我们是来自母校的医疗
队，立刻来给我们提供各个方面的援助。 ”

“不论是去了武汉，还是在家里，只要
亲身经历过这场疫情的人，跟我的感受都
是一样的，生命是最可贵的！ 经过这次洗
礼，就像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珍惜眼前
的每一天，珍惜和家人的每一段时光。 ”清
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街头随处可见的
樱花、马路上排队的车流，路边三三两两
散步的行人……“活着真好！ ”或许也是此
刻每一个武汉人或是奋斗在武汉的外乡
人的真实感受！

在秦治刚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 显示出了国人的团
结，也显示了国家强大的凝聚力。

“走的时候只告诉爱人和女儿了，父
母年纪大了怕给他们增加负担，结果他们
从电视上看到医疗队的情况， 总打电话
问，最后实在瞒不住了就告诉他们了。 只
要不回去，他们就很担心，回去以后多陪
陪他们。 ”秦治刚说，武汉是除了家乡他待
得时间最长的城市， 是他第二个家乡，他
会带着家人再一次回到这个战斗过的地
方，看看种下的友谊树，看看武汉的美景，
让他们也好好感受一下武汉人民的热情。

才子、暖男、衣架子、好医生、好老公、好爸
爸……在我心里，秦治刚有着无数的标签，最重
要的那个是我认定一辈子的好兄弟。 我是看到
名单后，才知道他要去武汉支援了，佩服、担心、
激动、恐慌、自豪……各种情绪纠缠在一起涌上
心头， 这个在前路未知时义无反顾往前冲的医
生，是我的兄弟！ 就像我儿子对他的评价一样：
我的秦叔叔是个大英雄！ 现在他平安归来，真
好！我的好兄弟，等你回来，我们一起为你接风！
———秦治刚大学同学、吉林省人民医院糖尿病
足诊治中心副主任李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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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亲朋好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