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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
晴转多云
8℃~18℃

小雨转多云
5℃~13℃

明天 后天
晴间多云
4℃~16℃

市气象局提供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来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这战“疫”一线，有
一抹“她”力量格外动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巾帼英雄们用坚守与付
出践行着初心使命，用行动和担当诠释着时代信仰，成为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最
亮丽的风景线。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我市几位抗疫一线的巾帼英雄，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她们最美的身影，感受这股气势磅礴的巾帼力量。

抗疫一线 巾帼力量

□本报记者 潘丽亚 通讯
员 梁 煜

吴晓，市第三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的一名护士， 2 月 15
日，作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员
的成员出征武汉。3月7日，趁
着吴晓休息的间隙，记者电话
连线对她进行了采访。

37 岁的吴晓是个有心人，
在援鄂这段时间，只要有空，
不管多累，她都会拿起笔，写
下工作心得与生活感悟。从她

的笔下，记者感受到的是乐
观、积极和奋战到底的决心。

在 吴 晓 的 日 记 里 有 一 句
话：“这哪是相对无言，只是有
些思念不能说，一说就如堤坝
决堤般再也收不住。”吴晓表
示，和女儿视频时，简单几句
问候后她和女儿互相默默看着
都不说话，老公笑说她和女儿
这是相对无言了。结束当天的
工作后，吴晓想到老公和女
儿，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吴晓对记者说，那几天，9

岁的女儿有点不舒服，晚上翻
腾着睡不着，老公问她怎么
了，女儿小声说想妈妈了。但
到白天视频连线时候，女儿却
笑着让吴晓照顾好自己。

采访中，吴晓说她觉得在
病区里，患者和医护人员是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前几天，
她在病区里发调查问卷时，一
位大爷正在吃饭，看到吴晓过
来赶紧说：“不好意思，你等会
儿，我戴上口罩再和你说话。”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吴晓觉得
自己和伙伴们的辛苦很值得。

在病区里，每天穿着白色
的防护服，时间长了难免有点
压抑，为了调节心情，她忙里
偷闲给同事娄远的防护服上画
了只小狮子。吴晓说，之所以
画这只狮子，是希望自己和同
事们能如同这威武霸气的狮子
一样，早日打赢新冠菌这个怪
兽，让这磅礴的荆楚大地重拾
往日的繁华。

与家人联系时，老公曾问
吴晓，是否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武汉的工作。吴晓说：“不知
道，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
不问。不问归期，奋战到底，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吴晓：不问归期 奋战到底

吴晓吴晓（（左左））和同事一起和同事一起。。 本人供图本人供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实习
生 闫 晶

“旭浩，你吃饭了吗？这是
不准备回来过年了，我看新闻
上说……”“妈，你都知道了
呀，没事，过几天我都回去
了。”“几天是啥时候。”“等桃
花开的时候，我就回去了。”这
是市七院“90后”护士栗旭浩
记录下的她和母亲大年初二的
对话。在父母眼中，成为抗疫
战士的女儿还只不过是个“孩
子”。3月 7日上午，记者通过
电话采访了栗旭浩。

大年三十 （1 月 24 日） 早
上，栗旭浩接到通知，医院成
为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
院。“我没有结婚，父母身体健
康，家庭没有压力，我要上。”
栗旭浩中午递交了请战书。

当天晚上，他们开始收治
第一例患者，在踏入隔离病房
的那一刻，栗旭浩还有些紧
张。“但进入病房后，真正忙了

起来，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心里更多想的是患者，我在家
虽然是孩子，但现在更是白衣
战士。”栗旭浩说，每次进入病
房都要6到8个小时，要给病人
输液扎针、做治疗、送三餐、
倒茶水、收垃圾。

进入隔离病房的第七天，
栗旭浩的手开始过敏，脚也站

得有些浮肿，想到家人在老家
过年，又看到同事收到女儿的
礼物，栗旭浩更加想家了，终
于控制不住情绪，蒙头大哭起
来。可是坚强的她在第一梯队
值班结束休整一周后，又作为
第二梯队再次进入隔离病房，
共在病房值班25天。

让她坚持下去的除了同事
的鼓励，父母的关心，还有未
婚夫孟帅航的支持。提起孟帅
航，栗旭浩的声音里透着甜甜
的幸福，她告诉记者，去年 11
月他们刚订婚，原本商量着春
节一起过，可从大年三十进入
医院后就只能电话联系了。

“这次你保护我们，平安回
家，我保护你一辈子。”孟帅航
知道栗旭浩要作为第一梯队进
入隔离病房后，通过视频向她
的喊话让人泪目。

栗旭浩说，这是她离家的
第 44天，目前正在指定生活区
进行自我隔离，但她相信离回
家的日子也不远了。

栗旭浩：在家是孩子 抗疫成战士

栗旭浩栗旭浩。。 本人供图本人供图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
玉 实习生 何佳乐

“发热、胸闷是吗？躺好
让我听一下。”3月 7日 8时，
漯河医专二附院急诊科，已
经连续工作 20多个小时的宋
蒙恩准备下班时，来了一名
发热病人。问诊、检查、登
记……她又忙碌了起来。

宋蒙恩是漯河医专二附
院急诊科的一名住院医师，
研究生毕业至今从医 4 年。

“我单身，比较好与家人隔
离，于是申请到一线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24

日，宋蒙恩主动要求在急诊
科接诊发热病人。

（下转02版）

□见习记者 党梦琦

“接到有疑似病人的消
息，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找出病人最近 14天的生
活轨迹、密切接触者等。”3
月7日，记者在召陵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采访杨杰时，她
告诉记者，作为流行病学调
查 （简称流调） 小组成员，
她穿梭在定点医院、隔离病
房，像前沿阵地的侦察兵一
样，追踪每个病人的行程。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N95
防护口罩、护目镜、手套、
防护靴等，是流调人员的标
配。流调结束后，防护服内
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身
体上的辛苦这些都能忍受，
最困难、最棘手的，是一些
被询问人员的不配合。”杨杰
告诉记者，“一些群众不了解
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为了回
避问题，回答五花八门。”有
的病人因为心情烦躁，会说
一些难听话，但她还是会耐
着性子，安抚对方。

“有位老大爷，刚开始问
他啥都不说。”最后，杨杰想

了一个办法，跟老大爷拉家
常。“大爷，快过年了，年货
准备得咋样了。”“家里孩子
过年回不回来啊？”就这样，
老 大 爷 渐 渐 放 下 了 心 里 防
备。“大爷说，你这个闺女真
能啊，还先哄哄我。”说到这
里，杨杰笑了起来。

“一旦出现新的疑似病
人，流调小组成员就出发，
半夜去医院是常事，有天晚
上，我们出了 3次现场。”杨
杰说。因为近距离接触疑似
病人，为降低感染风险，杨
杰吃住在单位，5岁的儿子全
靠父母照顾。大女儿在许昌
上初中，这次假期回来也没
能好好团聚。

“每次儿子想我，视频时
候都说‘妈妈，你现在就回
来吧’，我哄着他说‘妈妈马
上就回家了啊’，但还是没能
回去，后来他再打电话就喊
我‘大骗子’。”杨杰说起时
笑中带泪。

“作为一名疾控人，看到
通过我们各方人员的努力，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再辛苦
也值得。”杨杰说。

杨杰：逆向奔跑的“侦察兵”

宋蒙恩：抗疫一线急诊先锋

杨杰在整理调查报告杨杰在整理调查报告。。 本人供图本人供图

宋蒙恩宋蒙恩（（右右））给患者拿给患者拿
体温计体温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