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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抗擊新冠肺炎一線，有一對攜手抗疫

的「母女花」——媽媽李林是深圳市中醫院發

熱門診副主任護師（編註：護師為護士評定職

稱級別之一），女兒徐逸是深圳市三院感染二

科護士。今日雖是母親節，李林仍要堅守一

線。為了犒勞媽媽，徐逸準備親自烹飪母親節

海鮮大餐。「現在，我特別能理解她作為一個

母親，對家庭的保護和愛護。每次回憶起這幾

個月來她對我的付出，就會想哭。」 徐逸哽咽

道，母親節她最大的願望就是媽媽身體健康，

能有更多點時間陪伴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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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今年元宵
節當日，西安交大二附

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病院
的資深護士長楊慧緊急奔赴

武漢一線。她的兒子韋新源也是
一名在讀醫學生。雖心急如焚，
但仍在上學的他不能親自上一線。
春節前是楊慧最為忙碌的時候。1月

20日，她在發熱門診值班時接診並護理
了一位發熱症狀病人，後來該患者被確
診為楊慧所在醫院的首例新冠肺炎確診
患者。
除夕前夜，眼看就要吃上年夜飯
了，楊慧突然接到院方通知，她

要進入隔離病房進行14
天的醫學觀

察期。解除隔離僅5天後，楊慧就隨醫院第
三批援鄂抗疫國家醫療隊出征武漢。
楊慧曾用一句話總結抗疫一線醫護的初

心——「怕嗎？怕！上嗎？必須上！」

兒：送您出發心忐忑
一個寒假都沒能和媽媽好好說幾句話的韋

新源，只能在媽媽馳援武漢後，用家書以訴
思念和牽掛。「赴武漢抗疫從西安出發的那
一天，我和爸爸、舅舅一起去送您，沒人說
得清你們什麼時候能回來，內心的忐忑，難
以言表。」
而抵達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楊

慧，在24小時內便帶領了25名護士完成了從
培訓到接管病人，到擔任病區護士長的角色

轉變。
在病區，楊

慧與同事們要

護理60名老年重症患者，一進病房便會忙個
不停。而為了節省時間和防護物資，避免交
叉感染，楊慧每天要保持長達12個小時不吃
不喝，每次都要穿上紙尿褲。
「我每天都在急切地等您報平安，雖然有

時候這份平安凌晨三、四點才到。」韋新源
在給媽媽的信中寫道。
而令他韋新源欣喜的是，家書發出不久之

後，他收到了媽媽的回信。媽媽通過自己在
一線的經歷告訴他，醫學科是一個需要較多
知識積澱、較長時間儲備的學科，需要長期
不懈的堅持和努力。
「媽媽希望你既然選擇了學醫，經過這次

疫情，你也知道了醫學的奧秘還很多，從此
認真、扎實學習，學到更多知識，探索醫學
無知的區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服務社會、
服務人民大眾！媽媽也為有你這樣的兒子驕
傲，為你自豪。」

為選擇學醫的你驕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母親節
前，在佛山市順德佰立園藝註冊種植場內，佛山
市拓立花木貿易有限公司經理吳傑鴻指揮着工
人快速打包鮮花。一旁，廣州海關所屬佛山
海關駐順德辦事處關員正在進行現場檢
疫，對檢疫合格的鮮花迅速驗放。
廣州海關表示，雖然還處於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間，但佛山順德花卉企業出口
鮮花量實現大幅增長，以康乃馨等為主的供港澳
鮮花銷量創下新高。
廣東順德是「中國花卉之都」，是全國最
大的花卉集散地之一。今年1月至4月，順
德企業出口花卉苗木4,677批次，貨值達
4.76億元（人民幣，下同），分別同比增
長26.8%和57%，其中出口鮮花達人民幣
1.35億元，同比增長194.5%，主要銷往香
港、澳門等地區。
「這段時間，康乃馨的出口數量顯著增加，其中紅

色和粉色康乃馨更符合節日的氣氛，因此出口數量領先
於其他顏色的康乃馨，新興品種『紅福』康乃馨因其
碩大的花苞受到消費者青睞，出口量節節攀升」。吳
傑鴻說。
佛山海關順德辦事處查檢科科長曾廣明表示，鮮花
屬於「鮮急特」出口商品。
「現在花卉出口檢疫放行當天就能完成，通關很

便捷。海關嘗試『線上』
進行遠程技術指導，對出
口花卉開通『綠色通
道』，優先安排出口查
驗，方便了企業，鮮花
的品相和新鮮度有了更
好保證，讓企業在市場
競爭更有優勢。」吳傑
鴻說。

今年，為了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55歲的

李林取回了退休申請，
堅持上班。

母親曾抗沙士
17年前，12歲的徐逸

剛上初中，一場沙士肆虐
了全球，當時在急診科工
作的李林把女兒託付給了
家人，自己住在了醫院值
班房。沙士過後，醫院成

立了專門的發熱門診，李林也主動報名。
徐逸說：「媽媽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非常偉岸光輝的，不
論工作中有多苦多難，她都會把積極陽光的一面展示在我
面前。當時她的一句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記憶裡，『既然
選擇了做一名護士，病人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職責。現在病
人需要我，我就要對病人負責』。」
於是，她高考時便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護理專業。「我要
成為媽媽這樣的護士。」巧合的是，畢業實習，徐逸被分
配到了李林所在的深圳市中醫院。
疫情發生前，徐逸一直在內分泌科工作，增援調任到感
染二科後，會操作呼吸機的她更主動請纓去照顧重症病
人。前線工作時間長，進入隔離區，一待就是數小時，防
護服不能隨便換，媽媽貼心準備的紙尿褲派上了用場。

母授工作經驗
「為了能讓我無後顧之憂地更好投入工作，爸媽還一起
搬來同住，不僅照顧我的飲食起居，保證營養，還傳授了
我很多護理經驗，包括怎麼做更有利於消除病人和自己的
隔閡，重點做好心理護理；工作時如何進行時間管理，把
多餘的時間留給與病人溝通等。」
最令徐逸感動的是，剛調任感染二科時，有一天下了夜
班，徐逸還在交接手頭的工作，一直到凌晨4時才回到家
中，李林依舊在家中等着。
「（她）就像小時候那樣每天等我回家，看到我進門
後，會端出一碗熱湯，再聊下工作上的事，幫我排憂解
難，給我樹立信心，弄完一切後才會安心去睡覺。第二天
一早，她自己上班前，還會幫我遛狗和準備好早餐。」
「媽媽知道一線很忙，她再擔心也極少打攪我，基本上我
只需要上好班，其他很多事情她都包了。真的非常感謝媽
媽。」「媽媽跟我說，要一起堅持，直到這場戰役勝利。」
目前，深圳僅剩1名新冠肺炎患者仍在市三院住院治療，
醫院也根據病人數減少而制定了新的護士排班頻率。原定
母親節要上夜班的徐逸，被安排可以休假一日陪伴家人。
徐逸說：「媽媽主動申請了堅持上班不用輪休，所以她
還是會正常值白班，我們晚上才會見到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武漢連
線報道）武漢市華騰園社區副主任姜玲
「上有老、下有小」。這個母親節，她
本已給在美國求學的女兒定好回國機
票，然後準備再接上自己七十多歲的母
親，一家人團聚。然而，打開城門的武
漢雖逐步走向正常化運行，但各居民小
區的封閉管理仍在持續。

從除夕起百天未休假
自除夕起，已百天未休的她無暇過

節。身為社區副主任的姜玲同時也是一
名網格員（編註：網格員是在社區網格
化管理組織中承擔服務居民的具體任
務，可以是領導幹部、社區負責人、社
區一般工作人員等）。
姜玲所在的華騰園社區擁有3,648戶

住戶，總人數過萬。80歲以上的長者
就有600餘人，殘疾人逾百。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後，這裡確診患者達到30餘
人。如今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武漢的防
控等級也下調等級。但一個月來，城市
裡每天都有無症狀感染者的新增通報，
身邊的風險仍在，華騰園等武漢居民小
區仍處於的封閉管理一直在持續。
小區大門口，進出小區的居民陸續

不斷，但都必須掃碼、檢測體溫和登記

身份信息，憑綠碼進出。
她說，武漢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

網格員還是不敢懈怠。每天通過電話、
網絡、張貼宣傳畫、拉橫幅等多種方
式，對一些不必要外出的居民進行勸
返；同時，還要提醒出門上班的居民務
必做好防護措施，戴口罩勤洗手多消
毒。此外，小區內長者居民較多，他們
繼續幫助買菜送藥，還手把手教長者使
用健康碼。
疫情期間，姜玲七十歲的母親全由

她的丈夫照顧，見她凌晨回家，一大早
又出門，終日只戴一個薄薄的口罩奔走
在疫情「重災區」的樓棟，母親心疼不
已。姜玲只能安慰說，形勢緊急，這些
事情總得有人去做。
姜玲的女兒一年前赴美，正在密歇

根州立大學深造。遠隔重洋，她每日都
要通過微信、電話問候，提醒她注意安
全。五月份是美國大學的假期，姜玲早
先給女兒定了回國的機票，未想美國疫
情持續蔓延，密歇根州又實行了禁足
令，女兒只好取消了回國行程。
這個周末，需要照顧自己母親的姜

玲依然忙碌在社區。她說，整座城市的
疫情防控並沒有放鬆，她要站好最後一
班崗。

無暇過母親節
要站好最後一班崗

◀ 楊慧成為在讀醫科
的兒子的榜樣。圖為楊
慧馳援武漢時，與兒子
（左）相擁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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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漢護士長給兒家書：

▲ 廣東出口港澳鮮花量創新高。圖
為佛山海關駐順德辦事處關員對出口
鮮切花進行查驗。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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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在中醫院發熱門診一線工作。
受訪者供圖

■徐逸在深圳市三院護理一名嬰兒。
受訪者供圖

■■姜玲說姜玲說，，要站好社區防疫最後一班崗要站好社區防疫最後一班崗。。圖為姜圖為姜玲玲（（左二左二））和和
愛人愛人、、母親送女兒赴美求學母親送女兒赴美求學，，在機場合影在機場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