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綦江区驰援湖北孝感抗疫的40余名医护人员
中，有位被大家亲切称为“黄妈妈”的护士长——黄开
霞，她是綦江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理师。

2月20日，年近半百的黄开霞加入了綦江区
人民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并担任副队长。她
带领的护理团队承担了孝感中心医院隔离重症一
病区的护理工作，她担任护理组组长，兼任重庆援
孝感医疗队孝感中心医院分队第三小组临时党支
部书记。在她的带动下，医护团队不怕困难、不怕
危险、逆风而行。

主动请缨上一线

疫情突发，武汉危急，根据上级驰援湖北的紧
急命令，在区人民医院举行的援鄂报名活动之初，
身为医院护理部主任的黄开霞主动请缨。

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报名
时，院领导考虑到綦江当时疫情也十分严重，医院
护理部自身抗疫工作任务繁重，抽调作为主任的
黄开霞驰援孝感对医院的抗疫护理工作极为不
利，没有批准其前往。

到了申请第三批驰援时，经过前期的努力工
作，已完成了本地抗疫护理工作的所有调度和部
署，作好报名驰援湖北的一切准备。黄开霞找到
院领导陈述的理由是：我是一名党员，应该带头到
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我有内科和危重症护理及
护理部管理经历，能更好地胜任对危重病症的护
理任务。另外，我的参与能给其他报名前往的姑
娘小伙子们力量，让他们更加踏实安心，保证团队
能更好地完成疫情防控救治任务。在如此坚决的
理由面前，院领导特批她带队前往。

确保医护零感染

前往孝感前，在黄开霞的带领下，对驰援护理
团队全体队员举行了为期2天的疫情防控业务培
训，重点学习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和危重症患者护
理技能。她告诫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不仅仅靠
一腔热血。穿脱防护服时，哪怕一个细节、一丝头

发没有做对，她都要队员重来。经考试全部顺利
过关后，队员们才踏上了前往湖北孝感中心医院
的驰援救治之路。

黄开霞以身作则，细心指导大家穿戴好防护用
品，每天到床旁指导示范，压疮预防、血栓预防、三管
感染预防等，有“黄妈妈”在，队员们一点也不恐惧。

每当遇到患者病情变化需做气管插管等高危
操作时，她都挺身而出，一丝不苟完成了任务。

在黄开霞团队负责的病区没有一例安全事故
发生，没有一例三管感染发生，没有一例压疮发
生。病区的各项工作多次得到上级专家好评，也
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巡视组专家的认可。

顺利完成重症救治

初到孝感时，黄开霞所在的孝感中心医院重
症病区，是一个已经入住了27个危重患者的临时
ICU病区，面对设施设备等不达标的情况下，黄开
霞配合队长张文军带领全体队员迎难而上，紧锣
密鼓地进行调整布置，用三天时间建好了一个符
合要求，仪器设备、床单元、防护设备等基本配备
完整的有30张床位的隔离病区。

作为病区护理组组长的黄开霞告诉笔者，他
们每天重复三件事：一是配合医生为患者进行临
床治疗，完成为病人吸痰、口腔护理、病情观察、翻
身等日常重症护理操作；二是照顾部分重病患者
进食，一口口把饭菜喂进重患口中，直到他们吃饱
为止；三是做好病区清洁卫生，夜深了，患者进入
梦乡时，护理人员才开始清理病区垃圾，一包一包
的垃圾整齐地堆成小山放在指定区域，一点一点
认真清洗浸泡过的护目镜和面屏等用品。

一名护理人员说，工作累且辛苦，但跟“黄妈
妈”在一起，大家都不觉得辛苦。在他们负责的
27名患者中有危重症患者5名，重症患者22名。
在团队全体人员和孝感市中心医院医护的共同努
力下，通过积极医疗护理救治，3名危重症患者转
为重症，12名患者转为轻症并转出重症病区。

而今，所有患者全部出院，重庆綦江驰援孝感
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顺利返回原单位。

黄开霞：驰援孝感的重庆护士长
通讯员 熊亚中

人物名片

冯宗德，退休教师，
现担任渝北区优秀科
技 教 师 工 作 室 主 持
人。曾荣获全国科学
教育先进个人，全国科
研优秀教师，全国优秀
科技辅导教师。

科技创新·人物
2020年6月11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牛小芒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6

共青团重庆市科协委员会主办

防控疫情·我在行动

基层科技工作者·风采录
渝北区科协协办

他，2016年被批准成立优秀科技教师工作室；他，
从事了40年教育工作，其中18年一直坚守科技教育；
他培养了众多科技创新获奖学生，其中18项创新成果
获得全国、重庆市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他，带领了10
多名教师，踏上了“科技辅导员”的新征程……他就是
渝北区实验小学优秀科技教师——冯宗德，在他眼
中，自己的工作就是为孩子启蒙科技创新教育，成为
他们踏上科技路上的启蒙人。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2004年，冯宗德带领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参加青
少年科技类比赛。“那个时候，我们到赛场参加比赛，由
于多种原因，只能乘坐公交车，我和学生抱着参赛作品
经过两个小时车程才到达赛场。”冯宗德说，这次参加比
赛的作品——自动浇水装置，获得了三等奖。自动浇水
装置的创意来自人们忘记浇花，造成植物缺水，这是根
据灯芯棉线吸水的现象，制作而成的自动浇水装置。这
一次参赛开启了冯宗德走向科技创新教育的序幕。

“在科技教育中，我们不只扮演教师的角色，有时
还要承担父母的职责，全方位地照顾孩子。”冯宗德说，
在去北京参加比赛的过程中，乘坐卧铺前往北京，当时
需要两天一夜的时间，在火车上过夜，冯宗德不仅仅是
教师，还要充当父母照顾孩子的生活。“那次参赛的学
生大多来自三年级，八九岁，晚上睡觉一翻身就滚到床
下了，我要把孩子抱上床，这种情况一晚上要发生好几
次。”现在回想起来，冯宗德都会抑制不住地笑起来。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冯宗德和他所带领的学生们
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奖项，经验越来越丰富，创意

也越来越新奇。

令公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前更种花

近几年，冯宗德带学生去北京参加比赛的时候，
总有一项固定活动，就是现在在北京求学的他曾经的
学生来看望他，不管有多忙，冯宗德都会和学生们好
好地聊一聊。

这些学生曾经跟随着冯老师的脚步，踏入了科学
研究的大门，他们有的从事生物研究，有的选择计算
机领域，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科学启蒙
老师都是冯宗德。

2017年，冯宗德接到了以前辅导过的一名学生的
电话，希望冯老师能将自己曾经的科学论文传给自
己。“每一位学生的研究论文、科技小发明，我都给他
们留着的，这是他们踏入科学研究大门的记录。”冯宗
德说，“作为老师，我经常收集、整理学生的科学小论
文、小发明，就像看见了曾经走过的路；作为科技老

师，我希望我能给他们科技创新启蒙，就如同学习诗
歌，教会他们诗歌一样。”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如今，冯宗德已经连续18年担任科技辅导员，主
要担任学生的科技创新辅导和教师科技创新、教学的
指导培养工作。多年来，冯宗德组织师生参与“少年
儿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宋庆龄少年儿童
发明奖活动”科学体验等活动。在负责学校科技工作
中，冯宗德把学校科技管理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健
全、完善科技活动制度，实现了科技工作和科普档案
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冯宗德辅导的学生10
人获得渝北区政府区长奖（1～6届渝北区区长评选活
动）；2人获得重庆市小科学家、4人获得科技小能手
称号；20人次获得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称号、12人
获得中国少年科学院预备小院士称号、18人次获得中
国少年科学院小研究员称号等。

如今，冯宗德继续在自己的优秀教师工作室工
作，在他的带领下，语文教师、数学教师、科学教师多
学科相互融合教学，在2019年中，语文老师曾令华的
科教活动方案获得了35届重庆市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在35届重庆市科技创新大赛中，工作室工作老师
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二项；在2020渝
北区科技创新大赛暨九届科技节数学老师万琳获教
具制作一等奖，数学、科学老师的科教活动方案获3
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

未来，冯宗德说，他将继续从事科技启蒙教育。

冯宗德：专注科技启蒙教育
文/图 本报记者 沈静

时有所需，必有所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看到了一股坚韧而强大的青春力
量，青年人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责任与担当。战“疫”前
线有了你们，才有了现在的硕果累累。今天，我的脑海
里依然满是你们的模样。

你是新青年郭琴，你是优秀的急诊护士，帮助百余
名新冠肺炎患者转危为安，你也是护理中被感染的患
者，治愈后第一时间重返战场，用自己的果敢，给患者带
去救助和鼓舞。

你是活跃在战“疫”一线的“特种兵”，你是温暖治愈
的呼吸治疗师刘凯。如果说医生是船长，那么呼吸治疗
师就是水手，各司其职，共同为患者保驾护航。

你，心系病人，平凡的言语中展现的是中国医生
的仁心仁爱，你是奋战在疫情“最前线”的医生潘
纯。大年初二，在收到需前往武汉驰援的“急令”，就
匆匆收拾行李毅然奔赴金银潭医院，深入疫情最“凶
险”的危重症病房，直面患者，为患者插管治疗，你表
示用自己的能力挽救生命是自己“冲锋前线”的最大
意义。

你们是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王奔、张佳男、刘金
鹏……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用行动证明新时
代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你们是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
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的青年音乐人，创作出
一首首振奋人心的歌曲，用音乐的力量治愈心灵、为祖
国加油。

还有你们，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坚守在不同的岗
位，守护着人民的平安，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
己的力量。

寒风苦雨中，一个个忙碌在抗击疫情一线的身影，
你们不辱使命，与时间赛跑，与病魔竞速。

你们是散落在人间的平凡天使，向你们致敬，你们
的样子真美！

（此文在“防控疫情·我在行动”故事征集活动中荣
获三等奖。）

致敬“疫”中人
重庆科技馆 刘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