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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汪志红：
尽力挽救生命 用心抚慰创伤

本报记者 刘代荣

“鱼都在草底下。”
程永彬手指的方向，“长草”的竹

格子在江边铺开，像一张绿毯。“你们
来得不是时候，早上四五点鱼才多。”
程永彬说。

今年2月开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重庆江津段，
人工模拟鱼类产卵环境，新建了600多
个人工鱼巢，分布在9处鱼类产卵较多
的水域。这些由竹竿、油草等天然材料
捆扎成的格子，就是鱼儿的新家。

4月初，长江上游正值鱼类产卵期。
经过批准，记者乘坐护鱼队员程永彬驾
驶的快艇，前往对岸一处人工鱼巢。为
了不惊吵鱼儿，临近鱼巢时，程永彬关掉
了引擎。江水推着船向鱼巢靠近。

“别小看这些草。”程永彬说，有了
人工鱼巢，鱼卵黏在草上，存活率高了
不少。鱼巢里有天然的浮游生物饵料，
幼鱼还能躲避攻击，不容易被鸟吃掉。
记者扶着船舷，近距离观察鱼巢。近乎
透明的幼鱼在水中游弋，一眨眼又钻进
了水草。“这群小鱼几天前才孵出来。”
程永彬说。

鱼巢没有网，鱼儿来去自由。“10天
来一批鱼儿产卵，一波走了下一波又进
来。”程永彬说，“就像约好了一样。”

引擎发动，快艇逆流而上，驶向另一
处集中鱼巢点。浪花时而拍打在程永彬
身上。从今年开始，长江实行十年禁渔，

眼前这一片江上，只有一两艘小货船。
快艇驶近一处伸入江中的半岛。

有人在岸边钓鱼。程永彬拴牢快艇，上
岸，把插在江中的一排鱼竿全部收缴。
禁渔期间，在江边钓鱼也是不允许的。

程永彬说，人工鱼巢附近鱼群集
中，有人打起了“歪主意”。护鱼队员
白天巡护，偷鱼、电鱼的船就半夜出
动，护鱼队员也改时间蹲守，“今年抓
到6起了。”

护鱼队员没工资。以前有20个队
员，有几个被偷鱼人收买了，通风报信，
被清除出队伍。留下的10个人，绝大
多数是过去的渔民。

52岁的程永彬在江边长大，10多
岁时就随父亲上船打鱼，每次出船，都
有几十斤的渔获，最多一次，打上来
200多斤鱼。

可近几年，鱼越来越难打了。他出
船一次，打到三五斤鱼都要“谢天谢
地”，更多的时候是一无所获。两年前，
程永彬弃船上岸，但并没有离开他熟悉
的长江，而成为保护生态的一员。

与记者同行的西南大学鱼类保护
专家李云说，通过禁渔、增殖放流、建设
人工鱼巢等修复生态环境的举措，长江
的渔业资源正在恢复。根据自然保护
区提供的数据，初步测算，600多个人
工鱼巢可增殖近4000万尾鱼苗。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
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这一天，不仅让全
体湖北人感到欣喜，也让全体参加援鄂
援汉的医务人员感到欣慰，大家的辛苦
和努力终于迎来了解封。

这一天，已回到重庆的汪志红，特
地起了个早，向参加援鄂的同事在微信
圈里发了一条“早安，您好！”的信息，回
想起在援鄂的46个日日夜夜，历历在
目，热泪情不自禁润湿了她的眼眶。

武汉告急 她主动请缨

今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
和出行计划。也让本已准备好好陪家
人过春节的汪志红，不得不取消春节期
间的一切安排。

春节期间，有关疫情的消息通过各
种渠道传到了汪志红那里。这时，一家
人也开始商量如何过春节的事。作为有
3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和几十年从医经
验，又经历过非典的汪志红很快意识到，
作为医生不可能安心享受春节假期了。

“妈妈，如果武汉需要医务人员，你
会去吗？”孩子问她。面对家人忐忑不
安、焦虑担忧的神情，她边安慰边坚定
地说：“我作为一名医生，能临阵当逃兵
吗？优秀应该是一种习惯，当危险来临
的时候就应该义无反顾。”

随着疫情的不断升级，汪志红已做好
了随时驰援武汉的准备，还主动向医院报
名，只要武汉需要，一切听众医院安排。

2月12日深夜，汪志红接到医院通
知，13日出发驰援武汉。她连夜再查检
了一次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行囊，安慰好
家人，踏上逆行的征程。

重症病区 她尽心尽力

汪志红和同事们到达武汉后，眼前
的一切比她之前想象的情况要复杂得
多，困难也大得多。

“我们是13日从重庆出发，14日就
开始进入重症病区。不仅没有休息，连
熟悉病区、了解环境的时间都没有。”汪
志红告诉记者。重症病人等着来支援
的医生，这里的医务人员已好多天没有
休息了，哪还容得汪志红他们休整，立
即投入病区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汪志红所在的援鄂医疗队来到武
汉后，整建制接管了武汉市第一医院两
个重症病区。医疗队任命汪志红担任
医疗组组长，临危受命，责任重大。事
后汪志红对记者说：“医疗组组长，不是
一个官，而是一份责任和使命担当。那
段时间，我心里压力特别大，时时都如
履薄冰。”

2月14日，即重庆援鄂医疗队到达
武汉的第二天，在病患情况不明、防护
设施不齐、防护程序不熟、面临危险不
知的情况下，汪志红作为首批进入病房
收治新冠重危患者的医生之一，在3小
时内就收治了70名新冠患者，其中近
80%系重型和危重型。他们从下午4
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中途连喝水、
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2月19日上午，危重患者李某突然
病情加重，出现烦躁不安，呼吸困难。
汪志红一边指导医护人员迅速抢救，一
边紧急求助国家队专家，同时请ICU、
麻醉科等会诊，经过对症施治、有创呼
吸机通气等，终于成功地使患者转危为
安，赢得了病人及家属的高度赞誉。

“在武汉的日日夜夜，我最大的压

力来自两个方面。”汪志红告诉记者，一
个是如何抢救重症病患、尽可能挽救他
们的生命，因为每个患者情况不同，必
须因人施策，立即决定救治方案。另一
个是医务人员自身的防护，担心自己和
队员有感染风险，虽然经过严格的应急
培训，但必定自己不是传染科医生，多
数医务人员也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的
治疗任务。但幸运的是，经过严格、规
范防护，医疗队全体队员零感染。

面对患者 她满腔热情

当记者问及汪志红，在救治过程
中，让记忆深刻的是什么？她说：“一些
患者初进重症病房，感到恐惧和绝望，
不配合治疗。通过医疗队医护人员耐
心细致的抚慰，全力精心救治，最终他
们康复后走出病房的那一刻，最感人、
最让人难忘。”

一些病人因为对疾病的恐惧和失
去亲人的悲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
伤，不配合治疗。汪志红他们在治疗过

程中如何帮助病患走出恐惧阴影，成了
医疗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患者夏大爷刚进病房时一度产生
轻生念头，汪志红多次守在病人的床
边，不仅耐心开导，还在病床前张贴温
馨提示，通过真情、悉心的呵护，使患者
重拾信心，积极配合治疗，恢复了健康。

走出病房的那天，夏大爷对汪志红
感激地说：“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为了救治危重病人，汪志红他们不
仅要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七八个小时
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已成常态，还要用
心去安抚患者受伤的心灵。“只要能够
用生命挽救生命，再苦再累我也无怨无
悔。”汪志红说。

到了3月中旬，一批批医疗队陆续
撤离之际，汪志红所在的医疗队又于3
月20日转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管理重危患者，直至3月29日凯旋。

“有始有终，坚守最后”，这是重庆
援鄂医疗队的承诺，上千名像汪志红这
样的医务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
份合格的答卷。

汪志红，中共党员，医学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医师。作为主研参与的课题“家族性
2型糖尿病的遗传方式和遗传标志研究”获
1999—2000 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胰岛素降解酶抑制剂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获2005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胰岛素
抵抗的评估及其转化医学研究”获2018年中
华医学会医学科学技术三等奖。

程永彬：为长江鱼安新家
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护鱼队员程永彬在查看人工鱼巢中幼鱼的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