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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看着最後10套產品裝車發貨，袁傳
偉終於鬆了一口氣。在過去17天裡，他
憑一己之力支撐起一條生產線，夜以繼
日地趕製出200套過氧化氫消毒器零部
件，再經下游工廠組裝調試後陸續發往
湖北抗疫一線。

交通封鎖 同事無法返回
袁傳偉是江蘇蘇州盈瑪精密機械有限

公司（下稱「盈瑪精密」）生產負責
人，這家公司主要生產過氧化氫消毒器
零部件。過氧化氫消毒器可廣泛應用於
醫院、實驗室、辦公場所等各種場合的
消毒殺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這種
消毒器成為抗疫一線的緊缺用品。

大年初二（1月26日），正在江蘇鹽城
的岳父母家過年的袁傳偉，突然接到合
作夥伴的電話，武漢疫區醫院急需大量
過氧化氫消毒器，希望他能盡快趕製出
1,000套消毒器零部件。
此時公司早已放假，遠在河南、福建

等地的員工短時間內無法返回，只有袁
傳偉一人還留在江蘇。但抗疫前線告
急，袁傳偉決定單幹，所以先接下200套
的訂單。
27日晚，盈瑪精密廠房內燈火通明，
只有袁傳偉一人操作的生產線連夜復
工。編程、採購、加工、質檢……他身
兼多職，獨自完成所有工序。
2月13日，最後10套過氧化氫消毒器
零部件終於全部完成，此前的190套產品

早已分批交付給無錫的下游工廠組裝調
試，並陸續發往武漢火神山醫院和湖北
疾病防控中心。
不過袁傳偉仍然沒法好好休息，因為

他又接到了新一批210套產品的生產任
務。由於各地出於防疫需要封鎖交通，
其他員工仍然無法返回，外地工廠生產
的原材料也無法運進蘇州。好在當地政
府幫忙，臨時招聘到3名蘇州本地員工前
來幫忙，並於14日全部到位。同時，政
府也協調解決了原材料問題。
「現在工人進廠就輕鬆一點，壓力小

多了。」袁傳偉說，疫情仍在蔓延，不
光是武漢和湖北需要消毒器，其他地方
也都需要，因此他和同事們仍要加緊生
產，為抗擊疫情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在火神山醫院，醫護人員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
是相互幫忙穿戴好防護服、口罩、護目鏡等。

進入隔離區病房後，裡三層外三層的防護裝備就像
蒸籠一般，穿上不到一會，便會汗流浹背。數個小
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更是常態。
厚重的防護服不僅讓原本正常的操作顯得十分困

難，稍動一下更是悶熱難耐。然而，對王利娟和戰
友們而言，三層防護下快速準確地扎針已然是最基
本的要求。

找血管似大海撈針
王利娟說：「如果是在普通病房給患者留置針穿

刺，只要選好血管、消毒、扎針，很快就能穿刺
好。然而，身穿防護服在隔離病房為患者穿刺，是
件非常難的事情。」
穿刺時，由於護目鏡起霧造成視線不好，再加上

三層防護手套，手感全無，與平時的扎針截然不
同，找血管如同大海撈針，王利娟每次操作都最少
需要15分鐘。
王利娟的戰友張熠說：「有些病人血管條件不
好，帶着手套根本就摸不到病人的細小靜脈，如果
這時護目鏡和面屏再起了霧，那真可以說是看不見
也摸不着。每次扎完一針，汗水在防護服裡滴答滴
答流下去，30個患者依次輸完液，（我們護士就）
大汗淋漓，頭重腳輕。」

「此刻我們都是親人」
由於火神山病房裡患者多，護士們不僅需要負責

患者輸液、抽血、採集咽拭子、重症患者病情巡視
觀察、吸痰，保持氣道通暢，無創呼吸機的佩戴、
發口服藥等工作，同時還要承擔患者的護理和病區
保潔、消毒工作。
每次輸完液，除了要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徵變

化，重點監測呼節律，體溫變化，評估患者認知改
變，心理狀態，恰當地給予患者情感支持之外，王
利娟和張熠還要在生活上給予患者幫助。

在火神山，給患者打針或者護理時，護士張熠總
會聽到來自患者的一些親切的問候。「姑娘，你們
都年紀這麼小，你們都不怕死嗎？家裡人讓你來
嗎？得多擔心呀。」「孩子，謝謝你，非常感謝你
們這些孩子，一定注意安全，安全回家。」
談到這些來自患者的話，張熠說：「雖然我們隔

着三層手套握手，蒙着口罩，誰也看不清對方的面
容，但是我們都知道，此刻，我們都是親人。」

患者：出院請吃熱乾麵
這樣的溫暖其實每天都在火神山的醫患之間流動

着。患者廖爺爺80大壽，醫護人員送來蛋糕，還用
口罩盒為他手畫了一個祝福卡片，為廖爺爺唱起生
日快樂歌，在病房為他慶祝八十大壽。
廖爺爺哽咽着說：「真沒想到，真的沒想到，在
這裡還有人為我這老頭子過生日，我一定好好配合
治療早點出院，出院了請你們吃熱乾麵。」
而在火神山醫院CT間，空軍軍醫大學醫療隊員

王宇則準備了很多自己親手製作的紙摺「櫻花」。
「一些前來檢查的患者充滿了不安和焦慮，櫻花

象徵春天，寓意希望，我想用武漢同胞最熟悉的櫻
花為他們加油鼓勁，只要堅持，勝利就在前方。」
檢查完，王宇為患者送上一朵櫻花，「願陰霾散
去，春暖花開，緋櫻漫天，繁花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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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醫學
院援助武漢醫療隊成員、市附屬
第三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楊磊
主動請纓到武漢支援，而他的小
女兒才剛6個月大。經過培訓，他

進入武漢協和醫院西區ICU隔離病區工作，負
責危重症患者救治。

正式工作第一天，經過一上午的忙碌，楊磊剛
剛打開午餐飯盒，便收到ICU病房裡中心靜脈
置管受阻急需支援的呼叫，他立即穿上裝備，進
入病區。

9小時沒吃飯 考驗體能
楊磊清楚地知道，為了節約物資，一般進入

ICU一次要連續工作5小時到7小時，而此時早
餐的能量已經消耗了4個多小時，這意味着還要
再堅持5個小時沒有能量攝入。

「對於 ICU 醫生來說，吃不上飯是常有的
事，但這次不同，穿着厚厚的防護服連續工作幾
個小時，會大量出汗，對醫護人員來說是不小的
挑戰。」

「最開始進入隔離區非常不適應，僅僅幾分鐘

就感覺憋氣得厲害，而且隔離眼鏡也會上霧看不
清東西，查看患者、分析各項指標異常的原因、
調整呼吸機參數、中心靜脈置管，每個步驟都更
費力也要更認真。」

身材偏瘦的楊磊手機裡依然保存着第一次從隔
離病房出來脫下一層層厚重的裝備時，貼身衣物
全部濕透的照片，「脫下防護服走出病區的那一
刻，感覺清涼的空氣向我迎面撲來，前胸後背全
部濕透的衣物，也讓我瞬間『透心涼』。」

「想家但不想當逃兵」
比起自己在前線吃苦，楊磊更心疼惦念自己的

妻子。「我來武漢十多天，她自己不僅要照顧嗷
嗷待哺的孩子，整天為我提心吊膽，還要幫我撫
慰家中的老人。每日下班跟她報平安，不管多晚
她總能在第一時間回應我，讓我十分感動也萬分
愧疚。」

「因為家裡孩子小，有很多親人朋友問我能不
能找機會回家。說實話，我也想家。但我是醫
生，職責所在，這是我的陣地，我不想當逃
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吳千 哈爾濱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州日前有一家六口因有成員從湖北返
穗，5人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僅一個兩歲半
的孩子強強（化名）幸運躲過。由於孩子面
臨無人照看的困境，收治其家人的廣東省第
二人民醫院在院內發佈義工招募信息，28
名護士踴躍報名，她們不單單要負責孩子生
病期間的護理工作，還輪流給孩子當起了臨
時媽媽。如今好消息傳來，該家庭最後一名
患者於15日治癒出院，一家人終於實現了
大團圓。回到家中的強強惦記着照顧他的
「護士媽媽」，還相約疫情過後再去醫院看
她們。
1月23日，從武漢來到廣州的強強外公出

現發燒病症，強強爸爸也同樣開始發燒，兩
人在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確診為新冠肺炎。
之後的3天裡，強強媽媽、外婆和12歲的哥
哥相繼感染，只剩下2歲半的強強檢測結果
一直都為陰性，尚未感染。
由於他不便和母親住在隔離病房，母親
很擔心孩子的照料問題。廣東省第二人民醫
院了解情況後，立即聯繫了強強的父母，表
示可以將孩子接到醫院照顧，希望能夠為他
們提供幫助。
醫院發出了義工招募的消息後，半個小
時內報名的護士就達到了28名。「這些人

中，很多都是初為人母的『90後』，自己
的孩子也和強強一般大。」廣東省第二人民
醫院心血管內二科護長冷梅芳透露。
護士們馬上組建了微信群討論照顧事

宜，並且把群組起了一個溫暖的名字——
「天使的愛，我們的小可愛」。

「疫情後要回去看護士媽媽」
經過醫院的悉心治療，2月8日，強強媽

媽第一個達到出院標準；9日，強強哥哥康
復出院；11日，外公和爸爸也痊癒出院；
15日，經過專家組確認，強強外婆也可以
辦理出院，一家六口人終於實現了大團聚。
強強媽媽說，這段時間非常感謝醫院對

強強的細心照料，讓我們也放下心頭的大石
頭。
網友們為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幫助強強

一家的溫暖行為紛紛點讚，「患難見真情，
不幸中的萬幸，幸福的孩子多了這麼多漂亮
白衣天使媽媽，其樂融融」、「隔着屏幕也
能感受到的溫暖」、「感謝醫護天使，讓寶
貝得於重聚」……
「回來後，強強一直惦記着護士媽媽

們，我跟他說，等疫情過去了，我們一起回
去看看『護士媽媽』，希望這個緣分能一直
保留下來。」強強媽媽動情地說。

照顧2歲半幼童 28醫護爭當「媽媽」

一人撐起一條生產線 趕製200套消毒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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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上一線 女兒才半歲

■■ 王利娟身穿嚴密的防護裝王利娟身穿嚴密的防護裝
備備，，為患者扎針為患者扎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護目鏡和面屏起霧可影響視護目鏡和面屏起霧可影響視
線線。。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脫下厚重防護服的脫下厚重防護服的
楊磊楊磊，，貼身衣物被汗水貼身衣物被汗水
浸透浸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廣東省第二人民
醫院護士當起了「臨
時媽媽」，在醫院照
顧強強。受訪者供圖

■ 王宇自製紙摺櫻花

贈予患者。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

波 西安報道）隔着三層防護

手套緊握針具，透過起霧的防

護鏡，她穩定地觸摸患者的血

管走向，並進行扎針——自進

入火神山醫院，來自陝西省西

安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軍

醫大學醫療隊隊員王利娟每天

都要重複這樣的操作很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