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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期

2月17日获悉医院即将组建支援湖北
医疗队那一刻， 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副院
长、 重症监护室主任易梦秋立即主动请
缨参战，“我擅长的专业是急诊重症，必
须冲到前线去！ ”一句坚定的宣言透着医
者的大爱与担当。 作为吉林省支援湖北
第十一批医疗队队员， 她与战友们刚抵
达武汉就迅速接管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新冠肺炎重症疗区， 在抗疫最前沿开始
了昼夜鏖战，直到疫情得到控制，方才凯
旋。

“感谢你们不顾生命危险到武汉来，
你们是真正的天使。 ”“谢谢你，姑娘，你
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32天里，病区
的点点滴滴真实而平淡， 但她的温暖举
动，不仅收获了病患的感谢与信任，也温
暖了病患的心，暖意在病房里流淌。 易梦
秋说：“武汉是一座英雄之城， 也是一座
温暖之城！ 许多事至今想起来还让我感
动。 ”

亲人说：

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易梦秋讲述武汉“疫”线故事

离开武汉那一刻无比自豪
感觉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国家需要，尽你所能
易梦秋奔赴武汉临行前，告诉我自己加入

了支援湖北医疗队，作为父亲，作为一名老共
产党员，我非常支持她的选择。 我告诉她说：
“国家需要，尽你所能吧！ ”

———易梦秋的父亲易经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受访者本人供图

主动请缨
率10名伙伴紧急支援武汉

“2 月 17 日医院接到通知要组建支援
武汉医疗队，我当即主动请缨参战。 ”易梦
秋说，在此之前，就曾征求过家人的意见，
一旦有医疗队支援武汉，自己会第一个报
名参加。 虽然父母年迈，孩子还小，但家人
却给予她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不过，院领导和同事考虑到她“上有老
下有小”需要照顾的情况，此行危险重重，
还是让她慎重考虑。 但易梦秋一句话让大
家无可辩驳，“我的专业就是急诊重症，担
任科室主任多年，我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管理能力，我去武汉最合适。 ”最终，医院
确定由她作为领队， 带领 10 名医护人员
组建吉林油田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奔赴
武汉前线。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但出
发前的一幕， 却经常在易梦秋脑海里浮
现。 一张张熟悉的面庞，一个个忙碌的身
影， 一句句温情的话语，22 个超大号的满
满的再也塞不下一点东西的皮箱，都是载
不动的亲情。

“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医院石院长因为
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叮咛，却无意中成为

‘不差钱院长’网红。 我们深深懂得这重于
千金的关爱。 ”易梦秋回忆说，出发当天，
在龙嘉机场整理物资时，她和队员携带酒
精、消毒液等紧缺物资，立即引来其他医
疗队羡慕的目光， 甚至有人悄悄打听，这
是哪个医院如此“高配”。“其实，我们知
道，这是医院同事、亲人们掏空了‘家底’
为我们置办的行囊，心里既骄傲又心酸。 ”

压力很大
完成任务同时保证所有人平安

“飞机降落前舱内空气就紧张起来，透
过飞机舷窗，整个武汉灰蒙蒙的，偶有灯

光闪动，仿佛空气中都漂浮着病毒。 我们
都开始做防护的准备，N95 口罩、帽子、手
套，竖起大衣领子，全副武装。 晚上十点半
我们到达武汉天河机场。 偌大的机场空荡
荡的，我们的到来仿佛给它带来了一丝生
机。 ”易梦秋说，当时她和医院 10 名队员
召开了简短的一次碰头会，重点强调防控
的必要性， 同时互相打气， 拉起手大喊：

“松原吉林油田医院，武汉我们来了！ ”那
一刻，感觉 11颗心紧紧贴在了一起。 去往
酒店的路上，大巴车穿梭在静悄悄的武汉
街头，大家的心事和武汉的夜一样深。

易梦秋坦言， 带领团队去武汉支援，
压力还是很大的，武汉的状况如何，能不
能圆满完成支援任务，能否实现医护人员
零感染……重重顾虑一直像块大石头一
样压在心头。 到达驻地后，还没来得及收
拾行囊， 就组织分发各种医疗和生活物
资，一直忙到凌晨。经过简单的休整，11名
队员进行了简单的内部分工，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工作。 同时，大家约定所有医疗物
资按需发放，统一管理。 事实证明，这样分
工效果很好，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都非
常尽职尽责。

鏖战“疫”线
最忙时8小时接诊8名重患

易梦秋和队友们支援的医院是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 作为湖北省资深大型三甲
级医院，此次疫情压力很大，从医院到科
室建制已经打乱。 但让人感动的是，中南
医院所有医护人员悉数在抗疫一线，她们
饱满的热情、忘我的工作，给易梦秋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包括吉林省医疗队在内，一共 9 家医
疗队来到这里支援。“我们进驻中南医院
前进行了严格的感控培训，每个队员都进
行了上百次穿脱防护服训练，恶补感控知
识，我们甚至在酒店房间进行三级分区管
理。 2月 23日，我们整建制接管中南医院
新冠肺炎重症一疗区。 ”易梦秋说，任务来
了，困难也来了。 中南医院的电子病历系
统很复杂，尤其对于她，平时在医院都是
科里医生操作系统，如今开始写电子病历
难度不小。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经过
主动学习，她不仅熟练掌握了电子病历操
作，而且下医嘱、写病历速度不断创新高。

在诊疗方面，易梦秋信心十足。 有前
期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救治经验和专
业素养，她很快在 25 名医生中脱颖而出，
开始担任二线主任工作，负责制定诊疗方
案，每日查房，指导一线医生诊疗及夜间
备班。 期间，她还代表吉林省医疗队参加
中南医院疑难病例讨论。

“我带的组有 5 名医生，我每天都要
下病房的，高峰阶段，我一个班 8 小时就
接了 8 名重患。 ”谈起在抗疫一线的工作
强度，易梦秋说，当时疫情紧急，诊疗工
作极为忙碌。 但繁忙之余，她也不忘借机
学习。 当时，同在中南医院支援的 9 家医
疗队都是精兵强将，各医疗队特色鲜明，
尤其是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医疗队
和广东医疗队都给易梦秋留下了深刻印
象。 易梦秋抓住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主
动与来自其它地区的医疗队员沟通交
流，虚心学习。 在交流中，外省医疗队也
对易梦秋所在的吉林医疗队给予很高的
评价，称赞吉林医疗队团结协作精神，令
他们难忘。

温情一幕
患者说并肩战“疫”不恐惧

“我们疗区接收的患者来源相对复
杂。 有方舱的，有社区筛查的，有其他疗区
转来的，有 ICU 转出的重症患者，且多是
基础疾病复杂的患者。 ”易梦秋说，当时抗
疫一线各科室不健全，无法进行多科室会
诊， 这就需要医生有全科的诊疗经验，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和团
结协作，这些都让她备受考验，但经过努
力和医疗队的密切配合，问题都得到有效
解决。

除了业务上的困难，易梦秋还要应对
一个更大的考验： 由于疗区封闭隔离，没
有家属陪同，住院时间一长，不少患者情
绪很不稳定。 作为医生，她不仅要诊治患
者的身体疾病，还要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
和安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些老年
患者尤为伤感，他们内心的焦虑恐惧不难
想象。 ”易梦秋看着头发花白的老年患者，
常常会想起远在东北老家的父母。 于是，
她就按照平时哄父母开心的方式，讲东北
笑话，做鼓励加油的手势，陪他们在病房
散散步，用自己的专业医术为他们梳理战

胜疫情的信心……能想到的各种减压方
式，易梦秋逐个尝试，针对不同人的性格，
给予不同的安抚方式。 她温暖的举动，不
仅收获了病患的感谢与信任，也温暖了病
患的心， 一位老年患者感动地说，“谢谢
你，姑娘，你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与你
并肩与疫情战斗，我不恐惧。 ”就这样，老
年患者内心的阴霾被逐渐驱散，康复的喜
讯陆续传来。 每逢有治愈的患者出院，易
梦秋都会亲自欢送，虽有不舍，可是看到
他们自由健康走出病房回归生活，作为医
生，内心无比的自豪。

除医疗护理工作外，感控的工作非常
关键。 易梦秋深知责任重大，她不仅自己
严格做好防护，同时督促身边队员。 医疗
组每班 8 小时，护理组每班 6 小时，但护
理的工作强度大于医疗。 由于医疗物资相
对紧张，每班次每日只能提供一个 N95 口
罩，一件防护服，为节约物资，每人当班前
都少喝水，少吃饭，免得去卫生间。 戴上了
护目镜，穿上防护服，一个班下来，所有人
都汗流浃背，脸上满是压痕，手泡得起皱，
辛苦自不言而喻。 为了让大家保持情绪乐
观，她在回到驻地宾馆时，总是找机会与
大家在微信群内互动，为大家一起加油鼓
劲。

随着武汉疫情逐步缓解，3 月 22 日，
在武汉战斗 32 天后，易梦秋和 10 名同事
零感染安全返乡，圆满完成任务。“离开武
汉时，武汉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 坐在
前往机场的大巴车上， 凝望武汉这座城
市，路上的车多起来了，整个城市透着一
种前所未有的轻快。 ”易梦秋说，那一刻自
己感受到了极大的自豪，感觉自己做的一
切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