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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 陈维灯

倏忽而至的寒潮，让孝感的天空下
起了大雨，天气寒冷。

冒着大雨，匆匆赶来赴记者之约的
刘景仑神情疲惫。

十几分钟前，他刚刚结束为孝感市
中心医院的一位危重症患者进行的远程
会诊。

行色匆匆，这是刘景仑在孝感半个
多月的工作常态，通宵或每天只睡两三
个小时已成了“家常便饭”。

“我是医生，我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有多大的能力就尽力去做多大的事情。”
尽力做事的刘景仑，常常忘记了自己也
需要休息和照顾，却在接受采访时，刻意
与记者保持距离：“我暴露太多，是高危
人群，你们要离我远点。”

“有困难、有危险，我先上”

暴露太多，是因为刘景仑总是冲在
一线。

1月30日，刘景仑初到孝感市中心
医院，有确诊患者必须救治，但该院防护
条件达不到国家诊疗规范要求。

怎么办？
初次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医护人员

都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但患者必须
救治，必须有人站出来。

“有困难、有危险，我先上”，时任重
庆支援队重症专家技术组组长的刘景仑
为了避免队员被感染，提出自己在最低
安全程度防护下率先进入隔离病区救治
患者：“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我是党
员、是组长，就应该先上。”

所幸，在刘景仑准备最低安全程度
防护装备时，在孝感市中心医院的库存
物资里找到了一批能够达到标准防护的
装备。

身先士卒，这是刘景仑这名有着21
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危急时刻的使命和担
当。

2月3日，刘景仑接到孝感市中心医
院的紧急求助：该院一名患者病情极其
危重，需要进行指导抢救治疗。

没有任何犹豫，刘景仑立即赶赴医
院。

在经过评估，确认该患者有立即气
管插管指征后，刘景仑立即指导医护人
员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并顺利进行有
创机械通气。

然而，患者插管后氧合仍不理想，俯
卧位通气治疗效果也欠佳，刘景仑决定
启动体外膜氧肺（ECMO，俗称人工心
肺）进行治疗。

可是，孝感当地从未进行过ECMO
支持治疗，重庆支援队里也只有刘景仑
有相关经验。

“当时的情况是不用ECMO，患者
一定救不活了，用了还有希望。”用还是
不用？不用，患者死亡，刘景仑也没有责
任；用了，如果救不活，刘景仑就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

巨大压力下，刘景仑没有退缩。熬
了一个通宵，刘景仑提前作了详细而具
体的预案，并在第二天带领孝感市中心
医院3名医护人员成功为患者置入EC-
MO生命支持设备。

ECMO这项代表重症医学生命支
持最高水平的技术，在孝感地区得以首
次实施，填补了该区域的技术空白。

目前，患者生命体征稳定，ECMO
运行良好。

“坚持专业和科学救治的理
念，才能提高治愈率”

冲在第一线，也让刘景仑第一时间
发现孝感当地在重症患者救治中，存在
防护流程不到位、三区两通道设置不合
理、医务人员对院感防护不重视和穿脱
防护衣不合格等多个院感方面的问题。

刘景仑立即向市委、市政府主管领
导进行及时反映，并邀请重庆支援队院
感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为保护医务人员

作了最大的努力，目前重庆支援队队员
无一人感染。

同时，作为重症专家，刘景仑还要负
责孝感全市危重症患者的巡诊和查房。

2月1日，孝感市下辖汉川市急报疫
情形势严峻，存在死亡病例较多、危重患
者救治困难等情况。

刘景仑立即赶赴汉川市人民医院，
通过到病房调研、分析死亡病例、总结死
亡高危因素、对危重患者进行医疗查房
等方式进行工作，及时准确掌握当地新
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的总体情
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坚持专业和科学救治的理念，才能
提高治愈率。”刘景仑提出了将危重病患
者集中在设施最好的人民医院新院区进
行救治；集中重症医学专业医护到新院
区对患者进行救治，发挥专业优势；规范
院感防护措施，确保无医务人员感染发
生；对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实行每日全
院会诊（必须有重症医学科专家参加）制
度，保证“一人一方案、一人一团队”；加
强危险因素筛查，将治疗前移，在轻症出
现重症变化倾向、重症患者出现危重症
倾向时，提前干预，从而降低危重症发生
率、降低死亡率5条建议。

如今，这条建议已在孝感全市推行，
有效遏制了孝感新冠肺炎死亡例数增高
的势头，重症患者总体情况较前稳定，部
分有缓解。

在巡诊过程中，刘景仑还发现孝感
存在重症医学专业医生和专业护理人员
极度缺乏的问题。为此，刘景仑建议，首
先可以集中全市重症医学专业医护力
量，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重症救治团队来
提高救治效果；其次是向孝感市、湖北省
求助，请求外省重症医学援鄂医疗队援
助。

在此基础上，刘景仑非常注意在巡
诊过程中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技术帮
扶，对当地医护人员“传帮带”，在查房过
程中注意理论和技能的培训，最大程度

上提高了当地医生对重症患者救治的专
业能力。

“爸爸，我爱你！你要照顾好自己”

在患者救治中身先士卒，对当地医
护人员“传帮带”不遗余力，可刘景仑却
对家人充满内疚。

“写请战书的时候，我爱人根本就不
知道。”刘景仑的爱人，同样是一名医生，
就职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敏感，
刘景仑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初期，就
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当得知武汉有十几名医护人员感
染，其中一名病情危重时，刘景仑即判断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即将打响。

1月21日，他背着家人向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写下了请战书：

“作为一名有15年工作经验的医生，我
学习并掌握了病毒性肺炎的相关知识，
也有过阻击甲流疫情的诊治经验，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更需要专业的重症救治。
作为一名‘老手’，一名共产党员，我不上
谁上？”

当时，重庆还没有组建支援湖北市
级医疗队的通知，但他已经做好准备，随
时待命。

这一切，爱人全都蒙在鼓里，直到刘
景仑接到出发湖北的通知。

“虽然舍不得，但同为医护人员，她
对我表示理解和支持。”爱人的理解和支
持，却无法释怀刘景仑对女儿多多的歉
疚：“工作太忙，很少陪伴她，就连到湖北
都是出发那一刻才打电话告诉她。”

其实，女儿早已知道父亲将前往一
线。

缓缓驶向江北国际机场的大巴上，
刘景仑的电话里传来女儿的声音：“爸
爸，我爱你！你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妈妈
等着你平安归来。”

泪水，涌出眼眶，刘景仑为女儿准备了
千言万语，此刻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重庆赴孝感市对口支援队队员刘景仑——

“我是医生，我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本报讯 （记者 彭瑜 通讯
员 辛晨 何洪泽）2月 14日，重
庆三峡中心医院再次传来好消息，
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和精心护
理，10名新冠肺炎患者在重庆三峡
中心医院治愈出院。其中年龄最大
的68岁，最小的38岁。

这10名患者中有7男3女，最
早出现不适症状在1月18日，还有
一名男性患者无症状，但有流行病
区接触史。此次出院患者中万州3

人，忠县和石柱各2人，云阳、奉节、
湖北各1人。

10名患者入院后，经市、区两
级专家组会诊，在医护人员的悉心
救治下，病情逐步好转，连续7天无
发热，两次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血象、肺功能各项指标
均正常。经专家组会诊评估，符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于2月14日
出院。

10名新冠肺炎患者在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治愈出院

年龄最大的68岁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1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
获悉，重庆又有24例确诊患者治愈
出院，目前，全市共有152名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在24例患者中，万州区4例、
潼南区2例、忠县2例、云阳县1例、
奉节县2例、石柱县2例、渝中区2

例、江北区1例、南岸区1例、渝北
区1例、江津区1例、永川区1例、綦
江区2例、璧山区1例、垫江县1例。

以上24名患者，经定点医院和
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专家组
评估，认为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最
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解
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于14日出院。

重庆又有24例确诊患者痊愈出院
目前共有152例出院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我要
深深地感谢你们！”2月14日下午，
来自綦江的治愈者余芳（化名）离开
重庆市公共卫生中心时，对照顾她
的医护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

两天前，余芳的丈夫刘刚（化
名）也从这里治愈出院。从确诊到
经过10余天的治疗出院，夫妻俩的
共同感受是“全国上下是一个大家
庭，其中任何一个人生病了，其他人
都盼着能快点好起来。”

一周标准治疗后，他从重
症转入轻症病房

余芳是被从郑州回来的丈夫传
染的。“他腊月二十五回的綦江，22
日有感冒症状，输了两天液也没有
好转。”余芳回忆，除夕那天晚上，自
己也发烧了，38度。

大年初一一大早，两人便到綦
江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看病。“老
公当时精神已经明显不好了，走路
都很累。”余芳说，第二天，经过复
查，刘刚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

“当时病情来得很陡。”如今，刘
刚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已经很洪
亮。他说，自己在綦江区人民医院
时，情况很严重，不想说话、吃饭，不
停喘气，只能躺着。

呼吸衰竭、低钙低钾血症、急性
肝损伤……重症的刘刚在1月28
日晚上转院至市公共卫生中心。

入住负压病房、上无创呼吸机、
提高血氧饱和度等，经过两三天的
治疗后，刘刚便感觉自己有了明显
的好转，“31号的时候做检查，其中
肝功能转氨酶一项便从800多降到
了300多。”

随后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经
中医药专家确定的清热解毒中药，
刘刚喝了10多袋，自我感觉很有
效。

“在重症病区大约待了一周，我
就转入轻症病房。那时候头也不
昏，胸也不闷了，后期主要就是进行
保肝治疗了。”

护士隔着窗玻璃对她比
“爱心”的手势

在刘刚住进市公共卫生中心的
第二天，确诊的余芳也被送了进来，
住在轻症二区。

第一天，余芳便被护士感动了：
“护士给我们送饭，只能放在窗台，
然后我们再去取。”余芳看见，护士
隔着窗玻璃对自己比了个“爱心”的
手势。

“她是在鼓励我们，给我们加
油！”余芳说，医护人员就像亲人一样
耐心、细致地照顾大家，经常问我们
还有些啥需要。“抽血的时候也特别
轻柔，一边打针还一边像哄小孩一样
安慰。我特别爱听她们的声音。”

刘刚说，医生除了每天查房、给
他打电话问情况外，还在视频里鼓励
他，“喊我‘雄起’！不要有负担。”

转入轻症病房后，刘刚感觉不仅
治疗非常标准，伙食也会因人而异。

“比如吃饭，由于我体质和室友不一
样，吃的饭菜都是不一样的。”刘刚
说，自己是苞谷米饭，室友是白米饭，
给两人搭配的菜，也完全不同。

愿意捐赠血浆帮助他人

在这样的治疗环境下，夫妻俩
对治病很有信心，还每天打电话、发
微信互相鼓励。

目前，刘刚和余芳夫妻俩虽然
先后出院了，但还需要继续隔离一
段时间。“我们俩不在家的日子，政
府帮我们把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照
顾得很好。”余芳说。

经历了这一番波折，余芳很想
去做志愿者，做一切自己能做的事
帮助他人。“我们俩治疗新冠肺炎
时，除了最开始检查花了检查费，
后面的费用根本不用我们操心。”
余芳说，国家出台了那么多政策，
还有这么多专家、工作人员在一线
工作，“我们没什么压力，康复得也
快。”

夫妻俩还说，看到新闻里讲康
复患者体内含有抗体，捐赠血浆对
治愈患者有好处，“我们俩都愿意
捐！”

“治疗了一周，我就转入轻症病房”
綦江治愈夫妻讲述治疗经过

本报讯 （记者 彭瑜）安安的
核酸检测牵动着广大读者的心。2
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三峡
中心医院获悉，安安第二次核酸检
测结果也为阴性，她还将接受第三
次核酸检测。与此同时，安安母亲
的精神状态也不错。

2月11日深夜11点46分，安
安顺利诞生。但安安的母亲是新冠
肺炎患者。分娩后，母亲被送到重
症肺炎应急病区继续接受医疗救
治，安安被安排进新设的新生儿隔
离病房，专门的医护人员监护。

新生的安安究竟有无感染病
毒？2月13日上午，安安的第一次
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2月14日，
安安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仍然呈阴
性。

作为重庆首例新冠肺炎孕妇

分娩，医护人员都很辛苦，对安安
和母亲的健康也很用心，对安安
的检测结果也很谨慎。接下来，
医院还将对安安进行第三次核酸
检测。

据了解，安安母亲确认为新冠
肺炎患者后，父亲也被确认为新冠
肺炎患者。随后，家庭另外四名成
员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被集中隔离
观察。

在重症肺炎应急病区，医院还
专门安排了产科护士专门护理。
14日下午，安安母亲在重症肺炎应
急病区病床上看到了护士专门找来
的安安照片，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
容。

“她精神状态很好。”傍晚，重症
肺炎应急病区护士长谢咏梅特地走
进隔离区看望了安安母亲。

安安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也为阴性
还将接受第三次核酸检测 其母精神状态不错

“作为一名有15年
工作经验的医生，我学习
并掌握了病毒性肺炎的
相关知识，也有过阻击甲
流疫情的诊治经验，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更需要专
业的重症救治。作为一
名‘老手’，一名共产党
员，我不上谁上？”

请战书

▲刘景仑
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张锦旗摄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杨骏

2月10日晚7点许，第三批重庆支
援湖北医疗队（下称重庆第三医疗队）住
地会议室，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的护
士李文清忙着整理冲锋裤。

此前，重庆第三医疗队成立了后勤
保障组，李文清是其中一员。

“我年轻，精力旺盛，多做一点应该
的。”1996年出生的李文清乐观积极。

在重庆第三医疗队里，像李文清这
样的“95后”护士有8名。她们选择在疫
情发生时冲到一线，作守护大家健康的
勇士。

垫江县中医院的胡春花是在2月2
日凌晨接到赴武汉的通知的。她在当天
早上7点多，告知父亲。父亲迟疑了半
晌，问道：“可不可以不去？”胡春花安慰
父亲说：“已经决定了，爸爸放心吧。”挂
了电话，胡春花开始收拾东西，父亲的电
话再次打来。这一次，父亲换了口风，告
诉她，在那里只需小心自己，家里一切不
用担心。

“我不敢哭，因为父亲会担心。”那一
刻，胡春花鼻子泛酸。她说，与父亲叮嘱
相反，在武汉，自己最大的牵挂便是家
人，纵然想家，也不悔初衷。

与胡春花不同，北碚区中医院的刘
亚琴没有被父母叮嘱过多，倒是被同样
学医、尚未毕业的表妹一直劝阻。

表妹认为武汉疫情严峻，危险性大，

希望刘亚琴再考虑下。
“我也紧张和害怕，但是，我必须

去。”刘亚琴说，自己是护士，出行前看到
武汉同行们如此艰辛作战，非常心痛。
申请来一线，她只是想尽自己一份力。

刘亚琴的同事，同为95后的李小
敏，则“幸运”一些。

那天，她所在科室微信群开始征集
愿意去武汉的人，李小敏马上报名。她
给出的理由很简单——自己是党员，应
冲到最前线。

她把这一消息传回家里，全家上下，
都很支持。

“尤其是我爷爷，他说身为医务工作
者，这种时候你就该上！”李小敏表示，她
爷爷是党员，自己就是在爷爷影响下入
的党。

重庆第三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大足
区人民医院的谢晚琴便进入“紧张”状
态。由于她性格内向，每天和100多人
在一起，让她觉得有些不适应。

人已在武汉，如箭在弦上，谢晚琴必
须克服情绪与困难。她的选择是积极备
战。

为了通过防护服穿脱考核，谢晚琴
除了吃饭与睡觉，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
花在了防护服的穿戴上，一天要练上10
次左右。

努力，让谢晚琴通过了考核，也收获
了肯定。2月9日，谢晚琴给一位患者抽
血。患者连连感谢，还称她温柔心细。

“旁边一个阿姨还说，以后谁娶到我一定
是福气。”谢晚琴说这话时，明显自信很
多。

垫江区人民医院的护士罗雪每天也
在“备战”，目的是为整个医疗队提供“安
全”。

“来到武汉后，我成为院感组的一
员，主要负责医疗队日常工作生活的感
染防控。”罗雪说，重庆第三医疗队仅有
一名院感科医生，为了减轻其压力，医疗
队指挥部让她加入了院感组。

但罗雪从未接触过院感，一切都要
从头学。一段时间下来，罗雪逐渐成为
医疗队的“管家”。她每天要查看队员们
的身体情况，了解他们是否发热、是否有
暴露危险、睡眠是否充足等。遇到有问
题的，她要逐个电话叮嘱，并让其使用相
应药物。

“队友们安全了，才能没有顾虑去救
治患者。”罗雪说，比起在病房里的队友，
她并不辛苦。

2月5日零时，重庆第三医疗队来到
武汉的第一个夜班。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的护士、医疗
队最小的成员、22岁的龚静说，进入病房
的第一个小时，自己一直不敢和患者说
话。直到给一个患者换腕带时，患者的
鼓励和感谢，才让她勇于面对，继续坚
持。

“患者很勇敢，前辈们也很勇敢，我
没有理由拖后腿。”龚静如此说。

与龚静一样，涪陵区中医院的况柯
羽也勇敢地“扛”下自己的第一个班。

“防护服特别闷热，护目镜还容易因
为汗水起雾。”回忆当时情景，当时，她正
在抽血，因视野受限，要找好一阵才能找
到准确位置，操作时也需格外谨慎。但
患者很耐心，一边说自己不痛，一边说谢
谢。

“抽完血，他说我真的就是白衣天
使。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瞬间有了力
量。”况柯羽说，从那时起，便有一种信念
油然而生，也是这种信念，让她全身心工
作下去。

如今，8位“95后”也逐渐适应了病
区环境。“希望能早日取得胜利。然后，
我们摘下口罩，去想去的地方，拥抱相见
的人。”李文清说。

8名“95后”护士的战“疫”故事

李小敏（左）与同事和患者合影。
（受访者供图）

◀刘景仑（右一）和助手在调节呼
吸机参数和用超声检查患者，进行EC-
MO术前准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