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默，问十句答一句，从武汉回
到承德家中的这20多天里，张国民
好像自己给自己加了个外壳。他没
有向任何人提起在武汉 38 天的经
历，甚至连女儿好奇地问起来，都含
糊避开去。大多数时间，他的目光停
留在自己被消毒水无数次浸泡清洗
过的手指上。

记者：为什么不愿意跟别人讲
这段经历？

张国民：2003年我刚参加工作
两年，赶上了非典。作为感染科医
生，我参加了非典救治工作。救治结
束后，从隔离区出来，我自己跑到商
场里买了 7双鞋。其实根本穿不了，
就是想买鞋。我想这大概是当时排
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但这一次从武
汉回来，我心里很平静。

回顾这两次战疫经历，相隔 17
年，我从被人照顾着上战场，到这次
带着一帮兄弟上战场，我感觉自己

应该是成熟了。如果说上次还有一
些压力需要发泄，这回我觉得这是
一个医生非常普通的一次任务，并
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

记者：从接到任务到出征武
汉，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张国民：大年初二，我们医院
就走了一批医生支援武汉，我也写
请战书了。作为感染科医生，年富力
强，不去一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
个坎儿。2月8日夜里医院就接到了
上级的集结通知，第二天早上才通
知我，估计是怕我晚上睡不好觉。其
实上一线，我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早有心理准备。

记者：家人心里有准备吗？
张国民：我媳妇也在医院工

作，她心里有数。两个孩子还小。其
他家人我没打招呼。我姐是看了电
视才知道的，给我打电话时我已经
在从承德去石家庄的路上了，她拿

着电话一句话也没说，哭了两分钟。
我妈 84岁了，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去
武汉了。我没给她打过电话，她就每
天盯着新闻看，从中央台看到地方
台，还把所有跟我们有关的报纸都
剪下来留着。

记者：出发的时候有压力吗？
张国民：从专业上看并没有太

大压力，我干的是感染科，又参加
过非典救治，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明
显更加严重，但是我对自己还是有
信心的。

最大的压力是我是承德医疗队
的领队，我还要负责另外 39 个同
事的安全。出发前领导跟我交代，
要把大家好好带回来，一个都不
能少。

我们的队员，都是从各县医院、
中医院集结上来的，很多年轻的医
护人员经验不足，甚至没有接触过
防护服。都不是感染专业，对传染病

了解也不多。如果说出发前大家靠
的是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头，真正
上路之后，任何人都会有所恐惧。

我记得从承德到石家庄的大巴
车上，全车队员没有一个人说话，都
在默默地刷着手机，一遍一遍地看
亲戚朋友们发来的短信，有的在掉
眼泪。

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个普
通人，是弟弟妹妹，是孩子。我平时
说话少，那天有点喋喋不休了，不停
地给大家讲我掌握的技术要领。一
些年纪小的同事们，不自觉地围着
我来说话。那时候，我知道他们害
怕，我得给他们信心。

记者：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武
汉吗？

张国民：出发前，不知道岗位
在哪儿。到了武汉才知道要去方舱
医院。大家之前对方舱医院了解不
多。2 月 10 日凌晨我们抵达武汉的

时候，江岸方舱医院还在紧张地建
设中，还没有接收病人。

未知把这种恐惧再度放大了，
很多年轻医护人员第一次接触防护
服的时候，手都是抖的。我们反复做
准备工作，反复练习穿脱防护服。人
被包裹在防护服里的时候，生理和
心理上都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此时
应该是紧张的极点。

我们承德组的队员，正好排在
江岸方舱接手第一批病人的第一
班。我们是第一批进舱的队员。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上一秒穿
防护服时手还颤抖的年轻队员们，
下一秒进舱之后面对病人时，马上
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那一瞬间，他们手不颤抖了，
语气也不迟疑了，一下子恢复到在
各自医院时的那个状态。一接触病
人，他们马上从会恐惧、会流泪的普
通人、孩子，变成了战士。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打了很多
字，又都删掉了。
今天发的这些漫画
图，是我这几天不
眠不休赶制出来
的，已经很久没有
这么拼命地去创作
了，我感觉我的心
中有一团火，它让
我的画笔无法停
息。64 位抗疫英
雄，我用我的方式
向你们致敬！”

这是一份特殊
的致敬：承德网友
@阿迪阿洁，拿起
手中画笔，为家乡
64 位支援湖北医
务人员画了一幅战
疫英雄谱，设计、
绘制了 64 个各具
特色、潇洒俊逸的
侠客形象。

@阿迪阿洁本
名吴迪，是承德市
城管局的一名职
工。

河北支援湖北
医疗队全部返冀
后，“承德发布”
公众号发布了其中
来自承德的 64 位
医疗队员的合影照
片。吴迪将这张

“全家福”反复看
了很多遍，想给他
们每个人画一幅肖
像图。

“当时正在听
《沧海一声笑》 这
首歌，又想起金庸
小说里的一句话，

‘侠之大者，为国
为民’，灵感一下
子就来了。”吴迪
决定，要为这 64
位支援湖北的家乡
医务人员，各画一
幅侠客图。

清明假期，吴迪每天趴在桌子
前，从早上一直画到凌晨两三点，
一共画了三天四夜，每名医务人员
的形象都力求精致。他说，虽然会
有画得不太好的地方，但他尽量把
每个人都画出侠者风范。

战疫英雄谱完成后，吴迪将其
发布在了自己和两个朋友的微信公
众号里。没想到，一下子引起人们
的注意。更让他感动的是，许多画
中的医务人员也在他的公众号里留
言，说很喜欢自己的漫画形象。有
的医护人员还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
成吴迪的侠客漫画。

“特别想解释一件事情。”吴迪
特意嘱咐记者，“原来第一版的侠
客图中，有一位叫邢天逸的医护人
员。刚开始画的时候，我把她画成
了一个帅气的书生。后来有人告诉
我，其实她是一个小姑娘。原来她
们为了穿防护服，把头发都剃掉
了。后来我又重新给她画了一张女
侠图。”

“明明正是爱美的时候，为了
这次抗疫工作，剃掉了头发，还是
女生，让人敬佩。”吴迪说，“这位
女侠，请受我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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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民张国民：：

方舱最方舱最有力的那支桨，是信心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陈宝云

从武汉回来，张国民保留了很多
小纪念品：机票、证书、纪念册……他
唯独对一块纪念章格外重视，采访时
始终拿在手里，不住摩挲。这块并不
起眼的透明纪念章，是方舱医院49名
患者出院后亲自设计制作的，不久前
刚刚从武汉寄过来。

纪念章附带着一个小花名册，写
着49名患者的床号、姓名。

张国民说，他后来负责核对方舱
内患者的核酸检测结果和CT片子，以
确认是不是符合出院标准。他虽然没
有见过全部病人，但对这些病人的名
字都有印象。每一个病人的名字后
面，都是一个故事。

记者：方 舱 医 院 里 的 工 作 紧
张吗？

张国民：江岸方舱医院主要分
四个区，共 900余张床位，河北支援
湖北第五批医疗队负责 A+B2 区
494 张床位的医疗护理工作，医院
的工作是 24 小时连轴转，实行 6 小
时轮班制。自2月12日正式开舱收
治病人以来，河北医疗队共投入
300 名医护人员，严格按照国家卫
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及医院感染防护有关要求
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目标，科
学开展救治。

记者：您感觉方舱医院的主要
作用体现在哪儿？

张国民：由于此次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波及范围广，感染人群
多，医院床位紧张，已超过收容极
限，许多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救
治，这也是初期武汉重症率、病死率
偏高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患
者不能得到及时隔离救治，也为疫
情控制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威胁
极大。

隔离救治患者是控制疫情最有
效的方法。建固定的新医院受很多
条件限制，方舱医院恰恰能弥补这
些不足，由于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可
以快速部署展开，可以在短期内大
大缓解医院收治的压力。

方舱医院收治的主要是轻症患
者。相比治疗，方舱医院最大的意
义还在于，在疫情蔓延期间，让很多
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轻症患者能够有
床位，有治疗。但是这给了武汉市
民极大的信心。从初期床位不足到
应收尽收，从人等床到后期床等人，
可以说方舱医院为稳定武汉市民情
绪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记者：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张国民：前期我作为主治医生，

每天要进舱查房，提供治疗方案。后

期主要作为医疗队专家组成员，承担
着所有患者身份信息、核酸检查结
果、CT 报告等数据统计工作。近
500名患者，每人近30项数据每天都
在更新。这些信息必须做到精准无
误。错一项，不仅会影响后续治疗，
还会对是否满足出院标准产生误判。

记者：唱歌，跳广场舞，练太极……
很多视频里的方舱医院里是这样
的，有人说不太真实。

张国民：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我
们亲身经历的。方舱医院大多数是
由体育场、健身中心和会展中心这样
的场馆改建的，条件肯定不如正规医
院。患者刚进来时，因为不适应方舱
环境，或多或少出现了焦虑、烦躁等
情绪。所以我们医护人员在对患者
进行必要治疗之外，还有一项工作是
疏导患者情绪，缓解患者心理压力。

有的人觉得不真实，还有的人
甚至觉得有些荒诞，但你设身处地
才会知道，那是方舱里真实的自然
状态。无论是热热闹闹地跳广场
舞，还是安安静静地读书，那都是不
同表象背后，患者们对抗病毒的一
种方式。

所以我们在方舱里也尝试了很
多方法，比如情人节的时候给患者
送花，为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过生

日，医护人员变身“金牌导游”带着
患者在方舱医院里“旅游”，一对一
结对子帮扶等等，效果非常好。

人们把方舱医院比作方舟，我
们一直说，这个方舟需要两支桨，一
支是患者对我们医护人员的配合与
信任，另一支是患者自身的坚强和
乐观心态。

记者：方舱同时也在为患者建
立起信心？

张国民：不仅仅是为患者、为武
汉市民建立信心，也为我们医护人
员建立起了信心。我印象最深的
是，一开始，刚进方舱的患者都愿意
追着医生护士说话。到后来，是我
们的医生不管多忙多累，也愿意追
着患者多说几句话。

两个原因，一是你穿着防护服
在方舱里待上几个小时后，可以说
度秒如年，跟人说说话，这种难受劲
可能还缓解一些。另一个原因，是
听患者讲讲他们的故事，能够感受
到武汉人那种特有的坚韧乐观。交
心才能将心比心，我们医生，也从患
者身上得到了坚持下去的信心。方
舱最有力的那支桨，是信心。

记者：您为什么会记得很多患
者的名字？

张国民：批准出院有着严格的

检测过程，需要体温正常 3天、呼吸
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
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连续两
次呼吸道标本核酸检测阴性才能
出院。

作为专家组成员，我心里很纠
结——希望患者能够快速好转，早
日出院，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把好
这道关口。有个患者，女儿很小，在
另外一家医院治疗，这个患者就特
别着急出院。她的两次核酸检测都
合格了，但是肺部CT片子就是没有
好转，我咬着牙又把她多留了好
几天。

2 月 20 日上午，我们首批患者
出院了，这是对我们和患者最大的
鼓舞。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李先生，
今年 62岁，退休前是武汉市第八医
院的一名医生。他是1月22日感觉
自己有些感冒，体温38℃，之后几天
情况有些反复，2 月 13 日正式转到
了江岸方舱医院。

那天，医生护士专门给几位首批
出院的患者开了一个小小的欢送
会。李先生激动地在照顾他的护士
长防护服上写上了一段话：人美心更
美，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觉
得，我经手的这些患者，其实才是最
可爱的人。

3月18日，河北支援湖北医疗
队首批575名队员圆满完成支援湖
北抗疫任务，搭乘河北航空4架包
机抵达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机场
用“过水门”方式，迎接“英雄”
凯旋。坐在车里的张国民，看着车
窗外的警察、市民向他们敬礼、招
手，不禁心潮澎湃。这是国家和人
民给他们的最高礼遇。

回忆起38天来的点滴细节，有一
瞬间他觉得，应该把最好的赞誉，给他
在武汉时遇到的清洁工、的哥、快递
员、厨师，和刚刚从方舱医院治愈出
院，转身又回来帮忙的无名志愿者。

记者：方舱医院休舱那天，您有
什么感受？

张国民：很奇怪，并没有觉
得特别的兴奋，反倒觉得有些空
落落的，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有
做完。

3 月 8 日，江岸方舱医院正式
休 舱 ， 我 们 开 始 在 驻 地 调 整 休
息。刚刚休息的时候，大家还觉
得可以好好睡上一觉，调整一下

身体。然而，几天过去了，我们
看 到 很 多 医 护 人 员 还 在 一 线 战
斗，有点坐不住了。我们的队员
开始在群里询问情况，是否可以
继 续 请 战 ， 投 入 到 其 他 医 院 当
中，紧接着，有人执笔写下请战
书，准备再上战场。我们所有队
员都签字按了手印。

我还记得请战书的内容：尊敬
的党组织，江岸方舱医院的工作任
务即将结束，但武汉的疫情防控并
未停止，仍然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
中之重。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职责所在，身为一名党员，更应冲锋
在前。因此，我郑重向党组织请求，
如有需要我将继续留在武汉，为疫
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召必战，战必
胜，服从指挥，不讲条件，不计生死，
无怨无悔，恳请党组织批准。另外，
如果我不幸意外，请将遗体解剖用
作科学研究。

记者：回来后，你们聊在武汉的
经历吗？

张国民：会聊，但我们很少聊自

己的经历。回来后大家提及最多
的，反而是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
人，司机、服务员、志愿者们。

记者：他们给你留下了哪些深
刻印象？

张国民：我有一个患者，是个小
伙子，父亲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了。他是轻症患者，在方舱医院治
疗了十多天。出院之后，他竟然自
己主动又回来了，他说要在方舱医
院当志愿者，干什么都行，搬东西、
跑腿，什么杂活都可以干。

按理说，经历这样一场变故之
后，人都会刻意回避伤心之地，可是
他没有，没人要求他做什么，他主动
回来了，自费给我们买水果和各种
物资。

除了这个小伙子，还有一大批
武汉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他们
尽管没有完善的防护物资，仍然冒
着风险主动走出来当志愿者，为我
们服务。每天我们从方舱下班回
来，总有私家车停在身边问，你们是
医疗队的吧，上车，送你们回驻地。

我一直觉得，支援武汉的医务
工作者当得起最高礼遇，他们用仁
心仁术，在最危险的时刻逆行前线，
但是武汉能够战胜疫情，也同样靠
武汉人自己，靠他们这种坚强、乐观
和感恩的精神。

我们说武汉人是英雄的人民，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承受了苦难，更
为令人动容的，是他们在苦难之中
展现出来的不屈斗志。

记者：听说一张照片让你掉
泪了？

张国民：那是我在武汉时一起
并肩战斗过的一个同行，湖北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的同事发来的。我们
在驻地的阳台上，正好能看到对面
高楼上的灯光，原来一直写的是“武
汉加油”，4月8日那一天，他给我发
来一张照片，“武汉加油”已经改成
了“武汉你好”。为了这两个字，武
汉人拼了很久，我们和全国各地的
人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拼了很久。这
两个字，是给我们参加的这场战
斗，最高规格的奖赏。

“一接触病人，他们马上变成了战士”

“方舱医院像个方舟，它有两支桨”

“回来后大家提及最多的，反而是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

■
相
关

张国民最喜欢的张国民最喜欢的
纪念品纪念品，，是方舱医院患是方舱医院患
者寄来的纪念章者寄来的纪念章。。

河 北 日 报 记 者河 北 日 报 记 者
陈宝云摄陈宝云摄

纪念章附带的卡片上，记录着每
一位患者的床号、姓名。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摄

网友为张国民设计的侠客图。
吴迪供图

4月8日零时，封城76天后，武汉“重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同行给张国民发
来一张照片，“武汉加油”的灯光，已经改成了“武汉你好”。

作为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张国民，曾在武汉
江岸方舱医院战斗了26天。至3月8日江岸方舱医院休舱，363名患者相继治愈出院，圆
满完成患者“零回头”“零病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任务。

从武汉回来的这二十多天里，张国民甚至跟家人都绝少提起在武汉前前后后38天的
经历。唯有这张照片，一下子戳中了他的泪点：亲历过这段日子的人们，太知道从“加油”到
“你好”，这两个字改变的分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