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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短髮不喝水 爭分秒戰疫魔

求醫浙發熱門診 確診乙流歎「好運」

昔沙士救人幾喪命 今率60人援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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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一（1月25
日），記者體溫為
攝氏38.7度。在吃
了幾天藥卻仍未退
燒的情況下，記者

戴起口罩、圍巾和眼鏡，「全副
武裝」前往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
第二醫院濱江院區就診。

在門診大樓外，有一塊顯著的
「發熱門診」指示牌，患者不必
經過醫院大門就能抵達。為了擴
大等候區域、稀釋人群密度、防
止交叉感染，發熱門診的入口被
一個醒目的白色帳篷罩了起來，
入口處就有身着防護服、戴着口
罩和護目鏡的護士在測量體溫。

排查鄂患者 醫護嚴把關
護士記錄了記者的體溫後，問

道：「14 天內去過湖北嗎？」
「與湖北過來有發熱、咳嗽或消
化道等症狀的人有過接觸嗎？」
「是否有野生動物、活禽接觸
史？」

得到否定的答案後，記者被引
導至自助掛號機進行掛號。「我

們這裡是『檢疫第一站』。」該
護士說，該醫院的發熱門診有五
個診室，其中三個是給普通的發
熱患者，另兩個則是「湖北患
者」專用診室，避免二次傳染。

在一號診室，同樣身着防護
服、戴着口罩和護目鏡的醫生詳
細詢問了病情，並用鼻腔的測紙
進行了甲流和乙流的篩查。該醫
生表示，由於發熱門診處於疫情
第一線，醫護人員的防護服平均
每隔四小時就會換一次。此外，
由於防護服很薄，且穿脫麻煩，
許多醫生為了減少上洗手間的次
數，上崗前盡量少喝水，上崗後
甚至不喝水。

「以前春節病人比較少，醫生
都有輪休，可以放假陪陪家裡
人。這次疫情來勢洶洶，我們醫
院已經全部取消假期，全員上
崗，其他科室的也都調配人手，
來發熱門診支援。」

4小時輪班 降感染風險
該醫院醫務部負責人表示，發

熱門診實行24小時值班，如今醫

護人員實行4小時輪班。「發熱
門診工作節奏非常緊張，我們醫
護人員在忘我地工作，院方也要
保障他們有充足的休息，降低感
染風險，避免為疫情防控帶來漏
洞。」除了守衛杭城，該醫院還
派出了感染管理專家與醫護團隊
支援武漢。

經過一個半小時的等待後，記
者拿到了報告單，顯示「乙流」
陽性，胸片正常。拿了報告單，
記者一一給家人「報平安」，大
家都開心地說「確診乙流就好，
確診乙流就好」。在這個新型冠
狀病毒肆虐的特殊時刻，確診流
感已然是好消息。

在該發熱門診旁邊有專門的取
藥窗口。一名醫護人員聽到記者
要取藥，一路小跑幫忙取了藥。

道謝時，該醫護人員笑着說，
我 們 都 有 信 心 能 「 打 贏 這 場
仗」。「杭州是個好地方，我從
外地來這裡，生活了多年，我願
意與我的同事一起，守衛這座城
市，守護我們的家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為了
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深圳許多市民紛紛搶
購口罩，但是，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許多藥店、大
型商超等均發現，不但口罩斷貨，消毒酒精也售
罄。在一些中型商超，許多市民紛紛搶購青菜，導
致許多貨架空空如也。
昨日，海王星辰藥房連鎖店的店員表示，口罩

均已斷貨幾日。在一些小店，情況也是類似。在福
田區的紅嶺北路附近大型商超沃爾瑪，其服務台人
員表示，口罩也被搶購一空。

超市蔬菜搶購一空
羅湖區翠竹永安堂大藥房的店員表示，不但口

罩售罄，就連消毒酒精也斷貨。在其附近的大型商
超華潤萬家，其店員表示，口罩沒貨了。在布吉德
興社區一間中型超市佳和泰，情況同樣如此。香港
文匯報記者看到，許多市民為了減少外出紛紛搶購
青菜，該超市絕大多數青菜被搶購一空，就連土
豆、上海青等也售完。
該超市店員說，聽說德福花園一間藥店還有口

罩出售，香港文匯報記者便趕去該店，發現該店確
有口罩出售，不過數量不多，只剩逾十個，店員稱
是N90，其N95已售完，一個售價十多元人民幣，
有大量顧客不斷上前詢問和購買，瞬間售完。在京
東商城上，大量口罩也斷貨或者等待補貨。

深圳仍鬧口罩荒
消毒酒精亦賣光

粵醫護武漢「戰疫日記」：交班時看到陽光感覺真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四日未見，一時間竟不知該說什
麼。」看着手機裡身穿防護服，用手勢比
着愛心的老婆袁曉珊，黃茗勇心裡默念：
自己注意安全，切記！
袁曉珊和黃茗勇同為深圳市第三人民醫
院的職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後，作
為胃腸外科護士的袁曉珊支援感染科，從
大年三十開始就一直奮戰在一線，沒有回
家。而黃茗勇是放射科的技師，也堅守在
工作崗位上，穿着防護服給患者拍胸片，
家中的兩個孩子都交由了老人照顧。
直到年初三，袁曉珊運送患者去做檢查
時，兩人在途中偶遇。許久沒見的兩人遠
遠地互望着，哽咽地說不出話，生怕一開
口眼淚就要掉下來，袁曉珊笑着對丈夫
說：「給我拍張照吧。」
拍完照後臨走前，黃茗勇大喊：「家
裡孩子都好，不用擔心，自己注意安
全，切記。」袁曉珊眼裡的淚水早已在
眼眶裡不停地打轉，她背着丈夫揮揮
手，抬抬頭，不讓淚水留下來。轉頭望
向窗外，陽光燦爛。
截至昨日，該醫院已收治了49位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先後有4個病人
治癒出院。

院長：有信心打贏這一仗
該醫院院長劉磊說，當得知深圳確診了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之後，廣東省率
先啟動了防禦機制和聯防聯控機制。該院
動員全院員工全力以赴地來抗擊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全院醫務人員、全院中
層幹部取消休假。
「我們醫院在SARS期間沒有一個病例

死亡，沒有一名醫護人員交叉感染；我們
在H7N9禽流感的鬥爭當中患者的死亡率
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水平。這固然是因為我
們有一定的技術支撐、優勢人才、醫療人
員的支撐，我們完全有信心，打贏這一
仗，打一個漂亮的防疫戰。」

夫婦皆醫院職工
四日未見比愛心 繼除夕夜廣東首批醫療隊連

夜抵達武漢後，廣東再組建中
醫醫療隊馳援武漢，徵召60
人。啟動報名不到半小時，全
省就有1,000多醫護人員主動

請纓參戰。昨日，醫療隊在接受戰前培訓
後正式開展工作。
廣東省中醫院珠海醫院醫療專家救治組

組長黃東暉第一時間報名醫療隊，最終入
圍並擔任廣東省中醫院醫療分隊隊長。
2003年，黃東暉在抗擊沙士（內地稱非
典）中，因持續收治搶救病人，極度疲勞
後不幸被傳染，病情危重。
黃東暉回憶，當時病人越來越多，醫護

人員人手很緊張，全員超負荷工作。「被
傳染後，就一直高燒不退，呼吸困難，危
重時要使用呼吸機治療，前後住院20多
天。其實，我當時已經作了最壞的打
算。」
黃東暉說，他的死裡逃生，也許是老天
希望他留在這個世界上多救一些人。不
過，由於當年治療大量使用了糖皮質激
素，黃東暉的股骨頭出現壞死，留下了後
遺症。他說，正是體驗了病毒的無情肆
虐，才更加了解患者對健康的渴望，也才
更懂得生命的可貴和醫者的責任。

逾千人報名醫療隊
肺癌專家、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胸外科副教授王繼勇也是廣東60名中醫
醫療隊成員之一。他告訴記者，徵召工作
在短短4小時內完成，過程讓他感動不已。
26日晚6時30分左右，徵召信息正式發
出，根據通告，醫療隊當晚就要組建完
成，第二天早上8點必須奔赴武漢。
「短短半小時內，報名人數就突破了

1,000人，大家的熱情遠超出
我的想像。」王繼勇說，當晚
10時30分左右，經過嚴格遴
選，60 名醫護人員名單公
佈。

護士瞞家人赴武漢
護士也是武漢急缺的力

量。此次廣東中醫醫療隊中，
護士人數是醫生的2倍以上。
據王繼勇了解，多名醫護人員
在報名時，並沒有告訴家人，
因為怕他們擔心。一名不願透
露姓名的護士說：「我沒告訴
我媽，我怕她跟我拚命。」她
的另一名同事也沒有將參加醫

療隊的消息告訴家人，只說加班，沒敢說
去武漢。
王繼勇在日誌中說，他是留着眼淚寫完

前線日誌的。「在人類歷史上，有無數次
的大瘟疫，醫護人員都是衝在最前線，犧
牲也是最多的。2003年的沙士，醫護人員
的死亡佔全部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希望大家善待醫護人員，顧護生命是最有
價值的職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患者無需經過醫院大門即可抵達發熱門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在醫院支援工作的袁曉珊對黃茗勇在醫院支援工作的袁曉珊對黃茗勇
的鏡頭比愛心的鏡頭比愛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在武漢投入工作的廣東第一批醫療隊的一線「戰疫日記」中，有不少溫情和感人的瞬間。圖為1月24日在武
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隔離病房，醫護人員正為病人治療。 新華社

■廣東中醫醫療隊抵達武漢後開展戰前培訓。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敖敏輝 廣州報道）

這個春節，對於湖北省武漢市民而言，雖然沉重，但

並不孤單。從已在武漢投入工作的廣東第一批醫療隊

的一線「戰疫日記」中，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不少溫

情和感人的瞬間。有「奶爸」護士為了更好地工作，自己動手，把頭髮剪得更短，被孩子稱為

「超級爸爸」。有醫生奮戰八小時不眠不休工作，早上交班時看到陽光感歎「感覺真好」。

「凌晨5點，下夜班後走在回宿
舍的路上，感覺寒風入骨。

今天的夜班不算平靜，病人血氧下
降，家屬無奈哭泣，我一時間覺得
陌生卻又熟悉。」 中山大學孫逸仙
紀念醫院重症醫學科一區護士莫思
晴，在昨日的戰疫日記中如此寫
道。

「凌晨凍得雙手刺痛」
「常聽醫生們說：ICU的姑娘不
一樣。其實沒啥不一樣。我們可以
為雙倍體重的病人翻身，但也會在
凌晨的武漢凍得瑟瑟發抖、雙手刺
痛。」
「身在一線，我們只能堅強勇

敢。」莫思晴說，她時刻不忘提醒
自己和別人注意個人防護，預防交
叉感染。為此，她和四位ICU同事
在進入工作崗位前，會反覆互相檢
查防護服穿着的密閉性。

該隊裡的唯一男護士——中山大
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急診科ICU護士
梁成自己動手將頭髮剪得更短，為
臨床一線的防疫工作提供最強有力
的保障。「剪短頭髮是在完成支援
漢口醫院臨床一線護理工作後，降
低感染的一個很好的措施。」他笑
稱，現在自己又掌握了多一項技
能，回家後，孩子的剪髮任務就交
給他了。

ICU醫生兼任後勤角色
昨日凌晨，中山二院ICU的醫生

張克林在病區值班。除了認真查看
每個病人的情況，張克林還會開醫
囑，查體溫，在缺乏人力的情況下
甚至充當起後勤角色。
「盡自己所能，能多做點便多做

點。」雖然只有6小時班，但張克林
前後要穿防護服總計時間逾8小時。
為了中途不上廁所，他從晚飯開始

就沒有喝水。奮戰一晚走出醫院
時，和煦的陽光灑在身上，讓他忘
了疲累。「陽光真好！感覺真
好！」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4名護士
在出發前合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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