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姑娘，你妈走了……”
4月 5日凌晨 5点 40分，刚刚穿上隔离衣，准备 6点全员核酸采样

的安海医院内二科护士黄秀华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她愣住了，泪水瞬
间滑落，默默地望着老家的方向，悼念心中的妈妈。

3月13日泉州疫情暴发后，黄秀华就投入到采样队伍中，刚开始是支
援内坑核酸采样，后来回安海镇开始担任全员核酸采样点队长工作。

每天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她，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妈妈突然过世
了。听到噩耗的那一瞬间，黄秀华已经懵了。当时，和黄秀华在同一采
样点的厦门支援队队长告诉她，“你先报告院领导，看能不能回去一趟，
这边我先顶着。”

“医院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打来电话安慰，并安排其他人替
我，特批我回老家见妈妈最后一面。”完成所有通关程序后，黄秀华在4
月8日上午坐上前往永春老家的车。

一路上，这辆车都没有开门，直到永春达埔镇殡仪馆仍然没有开
门。坐在车里，黄秀华眺望着窗外母亲的遗体，再度声泪俱下，压抑了
一路的情绪全部倾泻而出。黄秀华说，“因为防疫政策，我不能下车与
母亲近距离接触，但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已经没有遗憾了，即使是这样
远远看着她。”

由于办理的是 24小时内的通行证，黄秀华在当天下午就回到晋
江，并很快重新回到核酸采样队伍中。“这次遇到母亲的这件事，院领导
都很支持，也一直安慰我，所以我也马上整理好心情，回到岗位上。”

“我的母亲是血透患者，身体一直不好，我自从2009年定居安海之
后，平时2个月左右才回去一趟。”黄秀华说，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
她在5月2日回到永春，将母亲的骨灰下葬。她只想对母亲说一句话，

“愿天堂里没有病痛，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我报名。”
“你要报名吗？让年轻人上吧，五十了！”
“很老吗？在固定点会有轮班的。”
……
3月16日，还没等到给丈夫发送“我决定报名”的信息，

安海医院五官科护士长王婉玲就上报医院，决定冲锋一线，
到隔离点支援。

3月18日晚7点，王婉玲接到集合任务后，带领安海医
院的 9名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准备好物资，动身前往隔离
点。第二天凌晨 4点，该隔离点就接收到第一批隔离人员
122人。

人员复杂、任务重、风险高，隔离点的医护人员需要
24小时待命，每天对隔离观察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酸样
本采集、一日三餐配送、生活用品转接、卫生清理，开展健
康教育、心理疏导，进行信息登记与事务办理等，工作非
常辛苦。

“刚到隔离点时，因为要进行人员信息录入、物资准备
等工作，所以大家每天都只有不到 5个小时的时间睡觉。”
王婉玲说，她去隔离点基本上是“瞒”着丈夫的，到隔离点的
前一周都顾不上给家里打电话，丈夫发微信也没回，后来丈
夫说，“这就是舍小家为大家”。

在隔离点，王婉玲遇到了许多特殊的对象，有耳背的大
伯，有患有痛风的中年男子，有患有抑郁症的青年，还有睡
不着觉的老人……

“我们在登记人员信息时，都会了解每名人员的基本信
息，在隔离过程中，为这些人提供更多便利。”王婉玲告诉记
者，“我们通过熟识且防疫措施规范的药店，帮那位失眠老
人和痛风患者购买了相关药品，老人家很快就能入眠，那位
痛风患者也在三天后病情就有所好转。”

从3月18日到4月24日，王婉玲所在的隔离点累计接
收了370名“宾客”，她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居家隔
离后回到自己的岗位。至于当初为何瞒着家人去隔离点支
援，王婉玲说：“我是党员，应该走在前。”

在晋江，有一支专门与新冠病毒赛跑的抗疫
队伍，那就是“福狮”医疗先锋队——晋江市核酸
复采机动队。来自安海医院骨一科的护士蔡春愈
就是其中一员。

疫情暴发后，蔡春愈先后参与全市全员核酸
采样、支援陈埭核酸检测。直到3月19日，核酸阳
性标本复采机动队成立后，作为党员的蔡春愈也
在第一时间加入。

“我们前期的主要工作是采取登门入户的方
式对全市全员核酸阳性混管人员进行复采，随着
疫情形势的好转，我们逐渐转入到封控区的入户
核酸采集检测。”蔡春愈告诉记者，在入户采集核
酸的过程中，有的群众由于心里紧张、情绪烦躁，
队员就要因地制宜，耐心细致地进行心理安慰劝
导，只有消除群众的抵触心理，才能顺利开展工
作。

“复采工作风险大、任务重，由于复采
时间不固定且多为深夜，对象住所范围广、
分布散，各种因素给入户采样工作增加了
很大难度。而且，我们从接到任务到采集

完标本送达疾控中心都要分秒必争，与新冠病毒
赛跑，高效完成组织下达的各项任务。”蔡春愈说，
这些工作起初让人不习惯，但是必须去适应“披星
戴月的真正含义，也是在这次成为机动队员才更
深切感受到。”

虽然入户采样工作辛苦，但每次采样完要离
开时，采样对象的那一声声：“谢谢你，辛苦了大
白！”最让蔡春愈难忘。

而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唤醒自己的动力，
就是三个孩子的鼓励，蔡春愈说，“我是三个宝宝
的妈妈，从3月19日到现在都没回过家，作为母亲
最牵挂的是孩子，只能在没出任务的时候跟小孩
通电话视频，他们也会在视频里为我打气加油。”

“叮咚”……短信铃声再次响起，晋江市安海医院 120急诊护士
钟文清娴熟地穿上“战衣”，做好防护，等待随车前往指定地点转运病
人。

3月 13日泉州疫情暴发以来，晋江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接诊
任务直线飙升，晋江市安海医院 120 急诊的医务人员就更忙碌
了。作为安海医院 120急诊的一名护士，“以车为家”成为钟文清
的日常。

“除了平时一线接诊和二线转院任务，还需要支援核酸检测，转
运密接、次密接、确诊人员。”由于疫情影响，安海医院先后抽调了 2
辆负压车到市里支援，这样留守在安海的钟文清工作量比原来多出
两三倍。“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人手不够，大家48小时连轴转。”

而这次疫情，让钟文清练就了“超人”般的体质，“由于防疫政策
要求，出诊时间也大大延长，每辆车周转至少要2-3小时，最长一次
要12小时。”钟文清告诉记者，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吃饭两餐变一餐、
少喝水、憋尿是常事。

“我们一旦出车接病人就喝不了水、吃不了饭、上不了厕所，只能
送完病人，回医院消杀的空隙才能吃饭睡觉上厕所。”钟文清说，回到
医院之后，还没开始吃上饭，急救指挥中心的短信又发来，她们马上
闻令而动，“疫情前，我们24小时内出车10趟左右，但在疫情期间，最
多的一次出了三十几趟车。”

为了减少感染，疫情期间每次转运病人结束后，无论白天黑夜、
无论距离远近，钟文清和同事们都及时、严格地按照规程对救护车辆
进行清洗、消毒，为执行下一次任务时刻准备着，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我们这个工作不定时、不定点，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出发。虽说
很辛苦，但在这个特殊时期，能顺利转运患者，第一时间保证他们的
生命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光荣。”钟文清说。

“四个人留守一个科室，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谈
及本次疫情，安海医院骨科副护士长王晓燕感叹道，这是她
从业20年以来工作量最大的一次。

3月 13日疫情暴发后，安海医院骨科的护士巾帼不让
须眉，纷纷支援一线，但科室日常诊疗工作仍要运转，而这
个重担最终落在了王晓燕等4名护士身上。

“疫情前，我们8点上班，疫情开始后，自从变成了四个
人，我们一度将时间提前到六点半。”王晓燕告诉记者，由
于人员减少，她们的工作量比之前翻了好几倍，因为医院实
行闭环管理，每个病人都只有一名陪护照料，所以她们在做
好日常工作之余，还需要对这些病人和陪护的饮食负责。

“大爷，你把手机拿出来，我教你如何在微信群里订
餐。”“大妈，没有微信的话，也可以用现金，我这边帮你兑
换。”……王晓燕介绍，医院实行闭环管理后，和一家餐饮公
司进行合作，日常的餐饮都是这家公司负责，所以科室就组
建了一个订餐群，以便统计人数。但骨科的病房基本以老
人为主，老人家都不懂得用手机，所以护士需要一个个教他
们怎么使用微信订餐。

“我们曾经遇到两个比较特殊的病人，一个阿婆和她的
保姆，两个人都吃素，于是我们就跟餐饮公司沟通，每天都
要送两份全素食给她们。”王晓燕告诉记者，有很多高龄病
人不能吃干饭，但餐饮公司又没办法单独弄稀饭，于是她们
就把科室休息室里的高压锅拿出来，每天三餐为这些病人
煮稀饭。

做餐饮、送餐、配药、为病人采核酸……这次疫情让骨
科留守的“四朵金花”掌握了十八般武艺，她们每天奔波于
病房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三头六臂，一个人当两三个
人来用，每个人平时的工作都是用跑的，甚至有时用跑的都
来不及。”王晓燕说。

不过，在“四朵金花”无微不至的照料下，王晓燕和其他
三位护士都能感受到，“虽隔着口罩，仍能看到病友们溢出
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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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毒赛跑的复采队 一句“大白辛苦了”最暖心

——听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护士代表讲述抗疫故事

100 多年前，一位名叫南丁格尔的护士凭借“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让护士崇高的形象深入人心；
100 多年后，一群“南丁格尔”们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她们是健康的守护神，是日夜抗击病毒的“提灯
者”。今天是第 111 个国际护士节，我们一起走近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这群白衣天使，了解护士们白
衣执甲、逆风而行的抗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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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小杰

守护 爱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