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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期

身边人说：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王宇石———

“支援武汉的日子，
温暖与感动伴我一路前行”

“王宇石医生， 我是13床的患者……
我解除隔离很长时间了，谢谢你和吉林的
所有医生，希望有机会来武汉一定到我家
做客……”时间一晃已进6月，支援湖北抗
疫的日子好似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只
要手机弹出一条来自武汉的问候信息，哪
怕是寥寥数语，都会把吉大一院心内科副
主任王宇石的思绪带回那个曾经空气凝
重的江城武汉。

在那里，王宇石与全体医疗队员以超
强毅力坚守62天，昼夜的鏖战为患者的治
疗康复赢得了宝贵时间，她也因此获得了
武汉人发自内心的尊敬与感恩。

支援武汉“我最尊敬的两个人给
了我无穷的力量”

作为一名C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的带头人，亲历过抗击“非典”考验的资深
医者，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王宇石
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做好了“战斗” 准备。
“我当时就想，新冠肺炎会导致呼吸衰竭，
随后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这正是我所从
事的重症救治的对象。不管有多少的艰难
险阻，我一定要在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
出，冲锋在前。 ”

而实际上， 王宇石并非一身轻松，作
为家里的独生女，年老体弱的母亲是她放
不下的牵挂。 疫情暴发时，正迎来母亲75
周岁生日。 自18年前父亲因病过早离开
后，母亲身体愈加虚弱，肺炎更是频繁发
作。 加之母亲性格多愁善感，最受不了分
离之苦，只要送别家人亲朋远行，都会一
直送到机场车站， 然后抱头痛哭难以自
抑，更不要说独生女儿要离家远行了。

“母亲是我最牵挂的人， 不告诉她心
有不忍， 直言相告又担心母亲年纪大，情
绪过激影响健康……后来母亲还是知道
了。”王宇石回忆说，起初被批准支援湖北
的消息一直瞒着母亲，2月7日一早， 即将
远赴千里支援武汉的她发现，经过一个不
眠之夜后，母亲憔悴苍老很多，做女儿的
当时心一紧，鼻子发酸，眼泪险些掉下了。

“要注意防护安全，照顾好自己，不忙
时记得打电话……”离开家门时，王宇石
能感受到，母亲其实很担心，但为了让女
儿放心地支援湖北，故意装出一副很轻松
的样子， 并在絮絮叨叨中努力控制着情
绪，一直目送女儿的电梯门关上。 全程没
有拥抱、更没有哭泣，记忆中柔弱的母亲

突然坚强了，这让王宇石有种莫名的感动
与力量。 她深知，母亲是用自己的坚强鼓
励着她要努力坚强，打赢疫情之战。

2月7日晚，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准时集
结。 列队登机时，王宇石看到了一个熟悉
的面孔———身材瘦小的郑杨主任走在队
伍最前面，步履铿锵。如果不特别介绍，或
许没人知道，63岁的她是医院驰援武汉医
疗队中年龄最大的老专家。

“那一瞬间， 我感到一股热流涌遍全
身，那是榜样的激励，也是楷模的力量！ ”
王宇石说，从认识郑杨主任那天起，她就
是自己心中的导师楷模。三十余载的职业
生涯里，她像只不知疲倦的蜜蜂，一名披
荆斩棘的开路先锋，永不知疲倦地影响带
动着周围人奋勇前行。

王宇石后来才知道，最初支援武汉医
疗队名单里并没有郑杨主任的名字，但是
她不顾年龄和身体情况坚决请战，最终走
到了出征队伍的前列。“我当时就想，一个
不久前由于年纪的原因刚刚卸下科室主
要领导责任的老主任，一个已经取得了无
数成功和赞誉的医学前辈，在疫情危急关
头，依然大步前进，作为后辈的我唯有紧
紧跟随，做一名勇敢的逆行医者。 ”

抗击疫情 4小时工作制
为了患者轮岗后再上岗

2月9日21时许， 医疗队正式深入抗
疫一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10楼东区重症疗区。 从正
式收治第1位患者开始， 仅15个小时，50
个病床全部收满，这也意味着抗疫工作正
式步入正轨。 王宇石有着ICU工作经历，
还是CCU的带头人， 深知肩上的责任与
使命。重症疗区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或危
重症患者， 其中80岁以上患者就有6人、
70岁以上的有15人、60岁以上的有15人，
其余的年龄虽然相比他们偏年轻，但也依
旧是重症。

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再加上老年患
者的基础性疾病，稍不留神，患者很容易
合并多个脏器衰竭。 为应对复杂局面，疗
区的医护队伍全部由重症、心血管、神经
内科、老年病科、呼吸重症、感染及胸外和
心脏外科的医生组成，如此“高配”，就是
希望所有人发挥各自专业特长，提高重症
患者的存活率。

身为团队中7个医疗组长之一， 王宇

石所在小组接下7名重症患者。 救人如救
火，来不及过多的休整，王宇石立即与队
友们投入到紧张的救治工作中。可是一个
棘手的困难让诊疗工作“犯了难”，原来由
于所在的医院属后改建，抢救设备远远不
够用，几台简易无创呼吸机已无法满足重
症治疗。

“马上请求后方支援咱们！”吉大一院
副院长吕国悦身兼医疗队长重任，当机立
断马上致电吉大一院党委求援，给力的后
方援助火速驰援而来———ECMO、 呼吸
机、监护仪、输液泵等重症救治所需医疗
物资从长春运到武汉，那一刻，王宇石的
心里有底了。 当即，医疗队以最快速度在
疗区建起ICU， 为重症患者评估病情、顺
利开展呼吸机及ECMO治疗……在与时
间赛跑的路上， 医疗队员们星夜奋战，全
力抢救重症患者。

紧张的救治中，王宇石和队友们克服
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比如防护的需
要，医护人员几乎“负重”工作，笨重且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三四层的防护手套，如此情
形下，即便日常中最简单的动作也要消耗
很大的气力，更何况还要频频与患者沟通，
疏导患者情绪。由于隔着防护服，说话听不
清多数时只能靠喊，而且病人缺氧情况下，
情绪也十分焦躁。 为了让患者得到最好的
治疗与看护，4个小时轮岗的时间到了，王
宇石和队友们走出隔离疗区短暂休整一
段时间，又会返回病房，最忙碌最紧张时，
一个人坚守“两个轮班”工作到8个小时，时
间增一倍，意味着更长时间承受防护服内
的汗流浃背的考验……在武汉隔离病房
里，王宇石就是这样，常常几乎忘掉自己，
忙碌中只有一个信念，自己再多坚持一分，
患者们的希望和健康就多一份保障。

精湛的医术与大爱的关怀最终冲破
疫情的阴霾，患者被治愈康复的喜讯接踵
而来，一直凝重的病房里开始变得轻松起
来，看着一张张恢复生机的笑脸，那一刻，
王宇石感觉经历的所有艰辛、苦难都是值
得的。

温暖记忆“队友的关怀与患者的
问候让我感动”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病房内超负荷
的紧张工作后，等回到宾馆，身体已疲惫
不堪，不想说话，不想动一下……但医者
仁心又在提醒她，必须坚持住，患者还在

病痛中煎熬。 于是，王宇石坚持着梳理病
情、明天如何给药、哪个病人情绪需安抚，
就这样一直忙碌到深夜，才带着一身的乏
累沉沉入睡。

“尽管支援武汉的日子，尽是紧张、艰
难与辛苦，但还是留下很多温暖的记忆！”
王宇石说，在异乡抗击疫情，医疗队就好
像一个大家庭， 队员们彼此关照鼓劲，队
长更是无微不至，在生活保障中给大家增
添温暖。

王宇石至今记得， 顺利到达武汉那
晚，气温骤降。办理入住手续、清点各项物
资、收拾行李，结束时已凌晨。等回到房间
才发现，这里没有东北标配的暖气，第一
个感觉就是冷， 当时为避免感染危险，中
央空调也不能开， 只能在一丝凉意中入
睡。次日一早，刚刚休息几个小时后，又马
上精气神儿十足前往疫情最严峻的“战
场”———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熟悉
环境和培训。 因为宾馆与医院间有40分
钟车程，一路上看着街路冷清，大家不禁
感叹房间的冷。

说者无心，听者却有心。就在第二天，
取暖小电器、柔软的坐便垫、洗澡时的小
凳……各种小物件出现在房间里，顿时让
大家感觉到家一样的温暖。 原来，大家生
活中的不方便都被医疗队长吕国悦听到
并记在心里，一样样的置办齐全后就带着
暖心和惊喜派发给每个人。带着这份关心
与关爱，大家战斗的热情也更加高昂。 王
宇石说，支援武汉抗疫的日子，队友的关
怀与患者的问候，也成了她最温暖、最感
动的记忆，至今镌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王宇石等医生们，你们好！你们在武汉为我
们救死扶伤、无私地奉献，忘我工作，我深感敬
意。 这份情、这份恩让我终身不会忘记，希望你
们以后抽时间来武汉游玩，到我家做客，我会热
情招待， 我也会去吉林看望你们， 希望保持联
系，带家人和朋友来江城。 祝你们平安幸福、开
心快乐！

———患者柳建国
/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受访

者供图

“你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让我深感敬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