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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新发展党员中
涌现出一批优秀代表，两江新区第一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黄佳便是其中之一。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见到了黄佳。黄
佳今年29岁，身形清瘦，穿上小号的护士
服也略显宽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
柔弱的姑娘，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
主动请缨进入隔离病房，在隔离病房里写
下对党的忠诚。

一个决定得到全家支持
腊月二十八，爱人送她进隔离病房

接到医院招募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的消

息，已是2020年1月21日，离除夕仅有3天。
“我想去试试。”当天，黄佳跟爱人和

公公、婆婆提起这件事时，出乎意料地获
得一致支持。

为啥说出乎意料？原因有二。一是
公公、婆婆宠她，平日里对她呵护备至；二
是爱人在几年前被查出淋巴癌，已做过9
次化疗，需要人照顾。

不过，家人的支持其实也不难理解。
黄佳的公公是老党员，又是退役军人，爱
人从小立志从军，对军人、医生等职业充
满敬意，婆婆也长期生活在军人家庭。一
家人都认为，在危难之际为党和人民贡献
点滴力量，是无上的光荣。

22日上午，黄佳报名获得批准，医院
告诉她当晚就要进入隔离病房。回家收
拾必备用品途中，黄佳又得到紧急通知：
因疫情形势严峻，进入隔离病房时间提前
到当天中午。匆匆收拾好东西，爱人开车
将她送到医院。在车上，黄佳一边与爱人
相互说着“注意安全”，一边迅速吃完了婆
婆精心准备的午饭。

黄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爱人
心里再清楚不过。黄佳曾跟他提起过，小
时候，只要哪里不舒服就去镇上的卫生所，

“医生爷爷”总是能把她治好。那时，成为
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愿望，便在黄佳心
里扎根。高考过后，她选择了护理专业。

一个心愿在抗疫一线实现
隔离病房内，她递交入党申请书

成为护士，黄佳儿时的心愿只完成了

一半：她还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小时候，大伯和舅公就是我的榜

样。”黄佳说，大伯和舅公都是党员，印
象中，他们正直、勇敢、有担当，在亲朋
好友中有口皆碑，父母也经常叮嘱黄佳
向他们学习，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党
员。

上大学时，黄佳便交了入党申请
书，参加了党课学习；进入医院后，更
是努力工作、加强学习，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

2020年1月30日，黄佳和几名年轻
同事在隔离病房里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黄佳回忆，隔离病房里急难险重的任
务，比如给病人吸痰、上呼吸机，打扫卫生
间等，党员总是冲在前面。

尤其是病房消毒这一项工作，穿上厚
重严实的防护服，坐着不动都流汗，但一
同进入隔离病房的呼吸科党员护士王小
琴却还要背上40多斤的喷壶，不留死角
地在每一间病房喷洒消毒液，然后里里外
外擦拭两遍，再用紫外线灯消毒，整个过
程持续近3个小时。

以党员前辈们为榜样，长期在消化内
科工作的黄佳很快学会了呼吸科的专业
操作，接过了为病人量体温、输液、采集核
酸拭子、观察仪器运行参数等任务。

这年2月14日，黄佳刚刚结束和爱
人的视频通话，就接到自己被确定为预备
党员的消息。儿时的心愿在抗疫一线得
以实现，她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与写有

“隔离病区临时党支部”的牌子“合影留

念”，也为自己加油打气。

一种使命激励她接续奋斗
通过护师考试，帮助新人成长

“黄佳，5号床的病人说昨天输液的
药还剩了1000毫升，存在哪里的？”采访
期间，一名同事向黄佳询问起前一天休假
时自己病人的情况。

如今，大事小事，同事们总会想起黄
佳。

“以前觉得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好
了，现在即使不是自己的病人，我也会多
留心。”黄佳说，成为党员以后，她更加感
到责任重大，方方面面都对自己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比如理论学习，她已经习惯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打开学习强国App读文章、悟
思想、做习题。一年多来，她的学习强国
账号积分飙升至2万多分。前不久，她还
认认真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
话全文。

前不久，黄佳通过了护师考试，获得
了教带新人的资格。

“有时候，一个亲切的动作就能安抚
患者的情绪。”黄佳说，尤其是对小朋友和
老人，摸摸头、拍拍肩膀等细微的举动都
能快速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给他们信心
和勇气。

黄佳说，她要向优秀的党员前辈们学
习，更好更快地提升自己，帮助新人成长，
在护士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

黄佳：

在护士岗位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重庆日报记者 王天翊

去年2月，黄佳在隔离病区。
（受访者供图）

“再过一段时间，待200余平方米的
书画修复室全部准备就绪后，我们书画修
复师就要到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工作

了。”近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书画修复
室内，59岁的书画修复师杨军向记者说
道。

杨军提及的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
是三峡博物馆下辖的一个建筑面积约1.8
万平方米的“文物医院”，位于南岸区丹回
路1号，已于今年6月启用并对公众开
放。

要说杨军和文物的故事，得从四十多
年前说起了。

1979年，杨军高中毕业后来到重庆
市博物馆（三峡博物馆前身）实习，1982
年转正后从事书画修复工作。2017年，
杨军退休后被返聘继续为书画“治病”。

历代书画珍品，如已糟朽破碎，一经
精心装裱修复，犹如枯木逢春。目前，杨
军已累计修复了100余件珍贵书画。

杨军记得，自己最初和书画修复打交
道，是在位于渝中区枇杷山的重庆市博物
馆。“当时，馆舍条件有限，书画修复条件
也比较差。”她笑称，那时候修复文物，是
个体力活儿，不仅要经常跑来跑去接水、
烧水，用于清洗画心，还要举起钢锯、柴刀

等工具制作地杆。
何为地杆？“每幅书画的尺幅不同，

在修复和装裱时，我们要给书画量身定
制卷画用的圆木杆，它的学名叫地杆。”
杨军介绍，制作地杆时，要用钢锯、柴刀
等工具在木头两侧雕凿出榫头，用于固
定轴头。

2005 年，三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
放。一切准备就绪后，2010年，杨军等
书画修复师来到三峡博物馆新的修复
室工作。修复人员可以在修复室内接
水清洗书画，使用锯杆机制作地杆，用
洗衣机清洗毛巾，很多工序都变得高效
了。

但书画修复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
程。杨军介绍，书画修复的步骤分为清洗
画心、揭画心、修补画心、托画心、上墙、全
色等，工序繁琐，且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技
术性，还要求修复师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一幅”患病“书画从“确诊”到“出院”，要经
过数十道工序，修复时间短则一个月，长
则数月。

让杨军感到欣慰的是，现在，由于有

了专业的恒温恒湿设备以及灯具等，她修
复的不少珍贵书画都重获新生，一一和观
众见面。

如正在三峡博物馆“抗战岁月”展
厅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1940 年文工
会成立时的签名轴》，该文物修复前污
迹满面。经过杨军等人修复，签名轴上
的绝大部分签名和印章变得清晰可见，
这件文物得以更好的”面貌“向观众讲
述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历
史。

三峡博物馆书画厅还举办系列展览，
按照主题“晒”出馆藏书画。“在展览中看
到自己曾经的‘患者’重新焕发光彩，我感
到十分欣慰。”杨军说。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进步，三峡博物
馆的文物修复有了更加崭新的面貌。杨
军说，位于南岸区的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
地配备了多个高精尖“黑科技”设备，能够
精准分析各类文物的构成成分。观众还
可以走进基地，通过透明玻璃、摄像头等

“无死角”观看文物修复过程，和“文物医
生”零距离对话。

杨军：

“文物医生”为书画“治病”近40年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陈雯倩

7月21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杨
军正在为一幅年画全色。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