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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期

身边人说：

吉林省前卫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医生王晓研

女医生“疫”线连采20位患者咽拭子
“武汉前线急需要掌握重症医学的医

生，我的专业对口，我还是一名党员，请组
织批准我到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前线去工
作，我将不辱使命，听从安排，努力打通重
症患者生命的通道。 ”

这是吉林省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吉
林省前卫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医生王晓
研递交的请战书中的一段话。

她坚定的话语中透出医者的责任与
坚毅，更透出一名党员的无畏与担当。 在
疫情蔓延的危急关头，在国家有难的关键
时刻，在病人危亡的生死瞬间，王晓研第
一时间在请战书上郑重地按下手印，用

“疫情不退，我不退”诠释着党旗下那份铮
铮誓言。

支援武汉
报完名才告诉父母

5月 11日，是王晓研从武汉返回长春
后整一个月。 她告诉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回来后，休整一个星期，返回工作岗
位。“我的科室是急诊重症监护室，每天的
工作和之前没有太大差别，但因为是疫情
期间，要做好防护，不能放松警惕，包括我
们收治患者也要有严格的筛查。急诊抢救
的病人比较多，风险稍微大一些。 时间就
是生命，抢时间就是在和生命赛跑！ ”

“我是大年初二从蛟河回到长春的，
初三我们全体医护人员都要返岗。我是初
三接到通知，报名去武汉支援，接到通知
之后，当时的疫情也比较重，湖北的医务
人员非常紧缺，然后就赶紧报了名。 我是
报完名才通知我父母的， 我也怕他们担
心。 我母亲当时就哭了，但是我父亲说虽
然他们很担心我，但是知道我身为医生应
该去支援，所以还是比较支持我。 而且自
己本身也是一名党员， 碰到这种事情，就
是应该第一时间去支援。 ”

这是王晓研第一次去武汉。 热干面、
武大樱花、黄鹤楼……在武汉的 56 天，每
日从驻地到医院，“两点一线”是她工作和
生活的全部。“以前出差开会也没来过武
汉，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没想到因为疫
情来支援。 街路上人和车都特别少，不是
我想象中的样子。每天在班车上能看到沿
途风景，心里还挺欣慰的。我们刚去时，恰
巧碰见武汉下雪了。 武汉很少下雪，看到
雪，就想家了……”

“疫”线救治
与时间赛跑 和“死神”抢人

抵达武汉后，作为吉林省前卫医院第
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战地临时党小组
组长，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前线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
控疫情斗争最严峻的地方高高飘扬。 她一方
面要尽力安抚队员的情绪，另一方面要时刻
掌握各项紧急通知，带领队员执行每一个命
令。 虽然困难重重，但在王晓研的鼓励和带
领下，各项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正式上岗后， 与我们对接的是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疗区内共有 50 名重症患者， 每天的查房
工作是摆在医生面前的一道难题。 因为疗
区病人较多，绝大部分是合并其它疾病的
重症老年患者，在语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
沟通问题。 每天我要对每名患者情况进行
详细的询问和查体，由于需要大声喊着说
话， 有的时候还需要用肢体动作来解释，
所以在体力上需要更多的付出，往往是刚
检查了几个病人，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 ”

大声喊话， 脑部很快会出现乏氧症
状，每当这个时候，王晓研医生都在心里
默念“坚持，一定要坚持！ ”当走出病房时。
本来身体就瘦小的她整个人都虚脱了，顾
不上喝一口水， 脱下防护服换上病号衣，
立即投入到疗区的其他工作中。“因为现
在的时间就是生命，要与疫情抢夺生命就
得跑在时间的前面。 对于我们医护人员，
每一次上岗都是在做一次挑战，挑战的是
自己的身体极限与精神极限。 ”

患者感恩
很幸运遇到吉林好医生

在王晓研上岗的第二天，疗区收治了
一名七十多岁的女性患者，患者呼吸困难
非常明显，血氧仅 70％多，吸氧后症状没
有明显改善，立即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
气治疗，患者不耐受，烦躁得厉害，已经在
岗位上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的王晓研一边
耐心地安慰患者，一边不断调整呼吸机参
数，直到患者情绪稳定，症状缓解，血氧逐
渐上升到 95％左右， 她才疲惫地离开病
房。“后来了解到患者老伴前几年就去世
了，只有一个女儿也因新冠肺炎住进了监

护室。 为了能让老人安心配合治疗，我们
只要有时间都会留在她的床旁多和她聊
聊家常，尽管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闷得喘不
上气，可是我们心里无比温暖。 她说，谢谢
你吉林的姑娘！ 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帮助我
们，我得早点好，你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 在王晓研的治疗和积极关怀下，这
位女性患者顺利康复出院。

“疗区有一名患者的化验、 检查结果
都比入院时有明显好转，但是本人情绪低
落精神状态极差。 在我们耐心地询问下，
患者终于说出了影响心情的症结所在，是
因为之前隔壁床的患者病情加重去世了，
她内心非常害怕增加了心理负担。 ”得知
这一原因，王晓研找到疗区护士长商议给
患者调整病房， 让她同一位积极乐观、性
格开朗即将痊愈的阿姨做邻居，在阿姨的
影响下患者状态逐渐好转。 在得知这名患
者因家属在隔离期内不能给送必备生活
用品时，王晓研又将自己一部分生活用品
给患者送去。 患者感动地说：“谢谢你，我
真幸运遇到了这么好的医生！ ”

迎难而上
连续采集 20 名患者咽拭子

每天查房后都要给需要复查核酸的
患者采集咽拭子，操作需要近距离面对患
者张开的口腔， 所以感染的风险比较高，
防护措施也要做到非常严密。

有一天， 疗区有 20 名患者需要采集
咽拭子， 这可给王晓研和队友提出了挑
战， 防护头套戴久了缺氧症状就会更明
显。还没采完 10个患者，王晓研和队友就
已经开始出现头晕、胸闷、恶心的症状了，
队友跟她说，“太难受了，咱们出去透透气
下午再继续采吧！ ”出了污染区再重新回
去就要浪费一套防护服，王晓研心里这样
想着。“你先出去吧，我还可以，能坚持！ ”
就这样她顶着强烈不适感自己完成了后
面的操作。

王晓研不仅在工作中照顾队友，生活
中也是“老大姐”，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
“这几个丫头都比我小， 我不照顾她们谁
照顾！ ”经常要叮嘱队员们上班做好防护，
休息也不能大意， 监测体温， 不能着凉
……有时间还要视频召开党小组会议，提
高战地的组织凝聚力，引导每名党员在这
个特殊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心念武汉
想到没有去过的景点“打卡”

得知即将返长，王晓研和很多医疗队
员一样，彻夜难眠。“因为当时心情其实挺
复杂的，刚去时想着赶紧结束任务，赶紧
回家看看，跟家人团聚。 然后回到我原来
的工作岗位跟同事团聚，但是真到要离开
的时候，根本就兴奋不起来。 ”王晓研说，
知道自己任务完成了， 但是心里舍不得。
“因为在那待了 50 多天， 跟接触的患者，
还有给我们帮助的一些武汉人民结下很
深的感情。 那个时候，武汉的疫情明显好
转，当时，还是挺想看到武汉解封的场景，
想和武汉人民一起庆祝一下！ 我们在武汉
解封前走了，心里还是有点遗憾。以后有机
会还要再去一次武汉。 想看她恢复常态后
的那种繁华，到没有去过的景点‘打卡’。 ”

这次支援， 让王晓研对医生这份职业
有了新的认识。“之前对医生的理解就是治
病救人，现在觉得使命感更强了，我们不是
单纯在工作岗位上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
而是全国每个地方， 不管是像这种传染性
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自然灾害，作为医务工
作者，有需要我们的地方，随时都得上！ ”

从医十二年，王晓研一直在重症医学
科工作。“我是 2003 年参加高考的，那年
是非典，所以报考志愿也跟非典有关。 当
医生可以治病救人， 感觉是挺神圣的职
业，我们家里没有医生，我父母也是挺希
望我学医的。时隔 17年，我们能在祖国需
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非常
光荣。 ”

“当时，医院派人支援武汉，我第一个想到
晓研姐一定会去。 晓研姐是特别认真、特别有
责任感的一个人，虽然她话不多，和她在一起
值班特别有安全感。 她业务能力方面特别强，
满满的正义感。 有时榜样就在身边，我是一名
90后护士，晓研姐就是我们身边这些青年医护
很好的学习榜样。 ”

———王晓研的同事、吉林省前卫医院急诊
监护室病房护士黄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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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医护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