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
康委15次刊发
重庆市支援湖
北 医 疗 队（武
汉）典型做法和
先进经验

15 次

■累计收到感谢
信 167 封，以及
感谢短信、视频
等492条

数读重庆支援武汉医疗队战绩

■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236人次

■响应病区联络会诊62次

■为患者进行心理干预101人次

■累计培训医
疗队和当地医
护人员 5015
人次

3002人 236 人次 5015 人次 492 条

■重庆市支援武汉医疗队管
理病人全部实现清零
■累计管理患者3002人

■护理患者2220人

■出院13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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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李星婷

白衣执甲入荆楚，今朝载誉返巴
渝。

3月29日，重庆市第三批、第八批、
第十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来自30家
医疗卫生机构的 313 名队员平安返
渝。这是重庆市支援湖北抗击疫情最
后一批医疗队员返渝。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重庆市
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抽调815名重
症、感染、呼吸、感控、心理援助等方面
的精兵强将奔赴武汉。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中”。815
名医疗队员从1月28日抵达武汉，整整
60天战“疫”，体现了“共饮一江水，渝鄂
心连心”的浓浓手足之情。

815名医护人员“逆行”

“爸妈，我回重庆了。你们多保
重。”3月28日，离开武汉的前一天，第
八批医疗队队员蔡佳与在武汉硚口区
的父母告别。

42岁的蔡佳，是一位湖北籍重庆医
生，曾在武汉大学度过11年求学时光。

“父母、哥哥都在武汉。我该回来
帮忙。”2月12日，重医附一院接到驰援
武汉的命令，蔡佳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很多重庆医疗队队员来说，来武
汉支援，就是回家。“我的老师、同学都
奋战在一线。”第十四批医疗队队员郑
兆斌是湖北荆门人，从武汉大学硕士毕
业，已在长寿区人民医院工作16年，

“我请战了3次，终于来了！”
“如果重返江城，我会给两个女儿

讲述这里发生的故事。”九龙坡区人民
医院医生赵静和丈夫都曾在华中科技
大学度过一年求学生涯。虽然小女儿
才四个月大，但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
战。

对于更多的重庆医疗队队员来说，
他们也许与武汉交集不多。但，总有一
种牵挂无时不在。

数据显示，自1月28日开始，重庆
市先后派出9批医疗队、815名队员从
重庆驰援武汉。

“各医院、医疗机构均派出强大阵
容，精锐尽出。”第三批医疗队领队、市
卫健委发展规划处处长王世纯表示，重
庆市派出的医疗队涵盖重症、呼吸、感
染、肾病、心血管、中医、心理等多个专
业，正高、副高、博士所占比重较高，护
理团队也非常强大。

重症医学科人员打下一
场场“硬仗”

重症医学科，是抗击新冠肺炎的
“桥头堡”，打下一场场“硬仗”。

第三批医疗队是重庆医疗队在武
汉战斗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这支医
疗队（后增补第七批医疗队队员26人，
共 146 名队员）由27家医疗单位组成，
于2月2日抵达武汉，整体接管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第12、13两个重
症病区。

3月26日，第三批医疗队所负责的
病区“清零”，累计救治患者126名，治
愈出院95名，转出16名。最后21位病
人出（转）院中，年龄最大的出院患者刘

华（化名）95岁。这名患者是重庆医疗
队在武汉治愈的年龄最大的患者。

“如果不是团队的精心护理，爸爸
不会转危为安。”老人出院时，他的女儿
留下感动的泪水。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共有来自全国
的10支医疗队，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在这里创下5个“第一”：在重
病区建立临时ICU救治危重患者、实施
ECMO(俗称“人工肺”)，针对患者和医
护人员提供心理危机干预、采用中药煎
剂治疗新冠肺炎、针对患者开展肺康复
训练。

这支163人的医疗队于2月13日
深夜抵达武汉市硚口区。由于救治任
务重，第二天，国家卫健委便要求医疗
队进驻医院工作。14日晚，46名医生、
护士（其中党员38名）组成的“先锋队”
首批进入病区。3个小时内便收治70
名患者，所有病床全满，其中年龄大、基
础疾病多的重症患者占多数。

“武汉人民以命相托，我们必全力
以赴。”医疗队副领队周发春说，医疗队
针对重症及危重病人进行专人专护、一
人一策，在科学救治、精准施策上苦下
功夫。

2月26日，第八批医疗队与武汉市

第一人民医院合作，为一名71岁的危
重新冠肺炎患者实施ECMO治疗。这
是重庆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实施
的首例体外膜肺治疗。

简单地说，体外膜肺就是在患者体
外再安装一个“人工心肺”。难度高、风
险大、操作复杂……历时数小时，团队与
死神赛跑，为下一步治疗争取了时间。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第
三批医疗队根据国家诊疗指南实时调整
治疗方案，如采用血液净化术挽救危重
病人等，取得显著疗效。队里56岁的杜
先智，是31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第三
批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但在对危
重患者实施气管切开手术时，老杜冲锋
在前做主刀医生。“我是党员，我先上！”
老杜说，“江渝一家亲，他们都是我们的
家人、亲人。”目前，这些经高难度手术或
先进手段治疗的患者，病情均好转。

第十二、十四批医疗队是两支医疗
队合二为一的一支队伍，共318人。这
支队伍先后负责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
院区)的第12、14、15三个重症病区和
ICU，是重庆市医疗队在武汉唯一承接
了ICU病区的医疗队。医疗队在ICU
病区派出27名医生、117名护士的强大
阵容，对病人实施有创机械通气、气管

插管、中心静脉穿刺置管等治疗方式，
经过团队精心的治疗和护理，ICU病区
累计管理病人31例，转入普通病区21
人。

“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清一色的上下床，整齐排列；下面
睡人，上面放东西，按英文字母分区编
号。类似野战医院的方舱医院，在发挥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以及隔离传染源
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重庆市第四批、第九批医疗队主要
在方舱医院工作。第四批医疗队又名
重庆市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共39人，
他们先后转战东西湖方舱和沌口方舱，

“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上”。
第九批医疗队在沌口方舱医院管理

床位数最多的第三病区，累计收治216
名患者，治愈出院161人，转出55人。

打太极、练八段锦、合唱……在沌
口方舱医院，为让患者保持良好心态，
在治疗病人身体的同时，还开展不少有
益身心的活动。不少患者出院时纷纷
表示感谢：“热干面欢迎重庆小面！”“武
大樱花欢迎重庆小姐姐！”

“待我们比亲人还亲！就像一家
人。”患者刘青（化名）说，重庆医疗队做

了太多让人感动的事情。
“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好的心态

对于病情好转非常重要。”第四批医疗
队队员、重医附一院急诊科护士齐建伟
是90后大男孩。他是湖北荆门人。

方舱里，有位姑娘神情忧郁，一直
很沉默。“她跟我一样，是90后，父亲因
为新冠肺炎去世了。”齐建伟便从网上
学会叠千纸鹤，写上祝福语送给那位姑
娘。还有位转去金银潭医院的患者，齐
建伟也坚持每天为他叠一个千纸鹤，直
到他出院。

“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
很多医疗队护理人员听得最多的话。
重庆市第二批医疗队只有15人，却获
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集体。他（她）们从2月1
日开始进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直至3
月下旬离开武汉，累计护理患者6292
人次。

音乐疗法、中医治疗、心理干预等，
也是重庆医疗队的特色。如第八批医
疗队牵头武汉市第一医院及10支国家
医疗队，组建“圆梦心理睡眠联合干预
工作组”，在武汉市成立首家“阳光医
院”，医疗队联合武汉市第一医院和其
它国家医疗队成了心理干预小组，完成

上百例一对一的心理治疗和数十例心
理危机干预。

重庆市第十六批医疗队共30名队
员，是国家第二批心理救援队组成部
分。该医疗队分布到武汉市肺科医院等
5所医院，利用热门平台、创新科普形式，
对患者、医务人员等进行科普宣传，提供
心理干预支持，保障医务人员身心安全。

“小面姑娘把你们想要的
武汉交还”

“昨天得知将要撤离的消息，有点
遗憾。疫情不散，我不撤。请战理由如
下：……”这是3月18日，第三批医疗队
90后队员肖亚在得知医疗队将于月底
撤离后写下的请战书。

事实上，在即将离开这座大家为之
拼过命的城市前，不少医疗队和队员都
写下继续战斗的请愿书。

3月21日，原本是重庆市第八批医
疗队返回家乡的日子。但是，根据疫情
防控的情况，需要医疗队留下。医疗队
领队、重医附一院副院长肖明朝与全体
队员写下“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请战书，
在本该回家的日子，再次“逆行”。

第四批医疗队曾三次写下请战
书。领队钮柏琳介绍，第一次是首次进
东西湖方舱工作时，医疗队18名党员
写下请战书，请求第一批进舱；第二次
是医疗队在完成东西湖方舱的工作后，
医疗队请战用已有经验去支援新的方
舱医院，并在从东西湖方舱撤出的当天
就投入沌口方舱的工作；第三次是3月
14日，随着沌口方舱休舱，医疗队的工
作暂告一段落，于驻地休息待命时再次
写下请战书上前线。

3月下旬，当各省市医疗队有序撤
离武汉市中心医院时，重庆市第十二、
十四批医疗队却主动要求留下来，“能
多做一天就多做一天，能让武汉当地的
医护人员多休息一下，就多帮一点。”领
队陈勇这样说。

医护人员的付出，也得到武汉人民
深深的感谢。

“有一天，护送一位爷爷出院到电
梯口的时候，他原本往前的步伐突然停
下来，然后转身，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
躬!”那一刻，来自大足区人民医院的90
后队员唐悦立即落泪，“平凡的岗位也
能收获不平凡。我收获了生命的价值、
职业的荣誉、内心的丰盈。”

当双手接过患者送来的锦旗、当手
捧一封封真挚的感谢信………重庆医
疗队的队员们无不泪流满面。

与众多武汉市民写下的感谢信相
对应的，是许多医疗队员写给武汉的信
件、诗歌：“在这30天里，我和我的战友
们奋斗在此地，同你的人民肩并肩站在
一起，誓要打赢这一场保卫你的战役。”

“再见了！武汉。重庆小面离开
了，勇敢而善良的热干面，终究把小面
姑娘还回了重庆，小面姑娘也把你们想
要的武汉，还给你们。”

来自市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3
月26日，重庆市支援武汉医疗队管理
病人全部实现清零，圆满完成医疗救治
援助任务，医护人员开始进行休整。累
计管理患者3002人（其中重症274人，
危重症81人），护理患者2220人，出院
1397人。国家卫生健康委15次刊发重
庆市支援湖北医疗队（武汉）典型做法
和先进经验。截至3月21日，查床巡诊
覆盖所有病患，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236人次，响应病区联络会诊62
次，为患者进行心理干预101人次；累
计培训医疗队和当地医护人员5015人
次。累计收到感谢信167封，以及感谢
短信、感谢视频等492条。

“共饮一江水 渝鄂心连心”
——重庆市医疗队武汉战“疫”60天纪实

（上接1版）

去前线是一种成长

“我已经和家人约好，明年一起去
武汉看樱花。”重庆第三批医疗队队员、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龚静是队里
最小的，尚未满23岁。这次去武汉，她
收获了很多。

2月5日零点，重庆第三批医疗队
迎来在武汉的第一个夜班，同事告诉
她，不用进入污染区，在清洁区做辅助
工作即可。

“我要和大家一起去！”龚静回忆自
己当时鼓足了勇气，可在进入病房的第
一个小时里，根本不敢和患者说话。直
到给一个患者换腕带时，听到了患者的
鼓励和感谢，这种信任支撑着她继续坚
持了下来，“在武汉的日子是自己一段
珍贵的成长经历”。

“回到重庆，感觉空气中都是家乡
的味道。我想好好地吃上一顿火锅！”
龚静说。

“感谢从重庆来的医护人员”

“落地的一刹那，很放松，因为我回
家了！”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姚勇刚的
朋友圈里有一张照片：一名年轻男子正

对着镜头的方向深深鞠躬。
这是2月20日，发生在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门口的一件事。男子鞠躬的对
象，正是重庆第三批医疗队队员，而这
名男子也是该医疗队进驻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接管病区后的首位治愈患者。

这位患者入院时，胸部CT提示肺
部病变较重，原本预计需要治疗20多
天才能出院，而医疗队以中西医结合的
方式治疗，15天就让他达到出院标准。

“患者的支持是我们战‘疫’的强大
动力。”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
符跃强说，记得元宵节时，医疗队收到
一段暖心的视频，一位患者在视频里
说：“感谢从重庆来的医护人员，你们辛
苦了，我会一辈子记住你们！”

用镜头记录医护人员的辛苦

最后一批回到重庆的队员中，有四
名随队记者。其中，本报记者谢智强是
在武汉一线采访的唯一一位摄影记者。

下飞机时，妻子平索西已在停机坪
等待。

为了报道疫情，这对新婚燕尔的夫
妻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只能通过视频
聊天，相互关心。眼下，夫妻二人虽还
不能拥抱，但近距离说说话也充满了

温暖。
谢智强说，在武汉的47天里，值得

回忆的细节很多。大年初二，同事随重
庆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前往一线，当
时他到机场送行。后来，自己抵达武
汉，与这名同事又第一时间见面。如
今，提前回渝的同事也早早守在机场迎
接他回家。“这种‘循环’，也是我们之间
一种特别的默契。”

作为重庆支援武汉抗击疫情唯一
的摄影记者，谢智强是重庆媒体的代

表。此前，他的形象出现在重庆地标建
筑的LED屏幕上。“这个荣誉是属于所
有媒体记者的，我仅仅是一个代表而
已。”谢智强说，他所做的就是用手中的
相机，记录下前线医护人员工作的艰
辛。

陪武汉从冬天走到春天

“来时寒霜雨雪，走时春暖花开。”
重庆第三批医疗队副领队、重庆市第十
三人民医院院长赖晓东在即将离开武

汉时，写下这一句话，以纪念自己与队
员在武汉抗疫57天的日子。

“支援武汉的市级医疗队里，我们
是成建制队伍中，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的。”赖晓东说，医疗队的责任医院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进驻之时，该医
院病亡率是武汉定点救治医院中最高
的。

为降低病亡率，医疗队拼尽全力。
“每天早上7点就要起来，晚上1点后才
能睡。”作为副领队，赖晓东要负责的工

作很多，比如队员的院感防控、医疗队
的行政管理、病区的患者救治等，很多
事情他都亲力亲为。

医疗队的付出也换来了收获。该
队负责的 12病区连续 42天零死亡，
13病区连续30天零死亡，使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的整体病亡率降至中间水
平。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到来。春暖花已开，生活将如
常。

1636人一个都不少
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全部返渝

3月18日，武汉市第一医院，重庆医疗队医生正在为最后一位即将出院的患者查看肺片，讲述病情恢复过程。
本组图片由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谢智强摄

3月17日，武汉市第一医院，一名即将出院的
患者展示他写给重庆医疗队的感谢信。

3月29日，武汉市，一位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车上用“我爱你武汉”表达
自己对武汉的不舍。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谢智强 摄

3月29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挥舞国旗依次走下飞机。
记者 龙帆 摄

3月18日，重庆医疗队医生正在为即将出院
的患者换上隔离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