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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人是看不见

的疫魔。

这是一支挺身而出的队伍，病房就是他们

的战场。

2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广大

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号

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展现了

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

以集结号为令，一批批医护人员从全国各

地赶赴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源源不断持续增

援，在荆楚大地为患者点亮一盏盏希望的灯，

谱写着一曲以生命赴使命的壮丽战歌。

出征

“我和其他护士不一样，我是汶川的呀！

我必须去！”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护士佘沙

在请战书中这样写道。

一封封请战书，就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24 岁的佘沙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幸

存者。那时，她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但亲身感受到什么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面对湖北暴发的疫情，她毫不犹豫三次

请战，2 月 2 日终于如愿，加入四川第三批援

鄂医疗队前往武汉战“疫”。

“ 祖 国 和 人 民 需 要 我 们 ，现 在 是 报 恩 的

时候了！”佘沙说。

佘 沙 是 成 千 上 万“ 逆 行 者 ”中 的 普 通 一

兵。前方疫情很重，感染风险很大，但身上

肩负着全国人民的期盼，肩负着党和国家的

重托，他们义无反顾笃定前行。

大年初一，湖南株洲市二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姜飞军，与株洲市另外 74 名医务人

员一起紧急驰援黄冈。

同事们发现，姜飞军左脚走起路来有些

跛。原来，他左脚骨折还没有好，担心报名

通不过，就一狠心把脚上的石膏拆了。

对 44 岁 的 姜 飞 军 来 说 ，“ 抗 疫 ”并 不 陌

生。 2003 年，“非典”汹涌而至，他就主动申

请 ，如 同“ 钉 子 ”一 样 在 病 房 里 坚 守 了 三 个

月。

一颗颗滚烫的心，就是战场上一颗颗明

亮的星。

“ 在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肆 虐 华 夏 大 地 的 时

候，我自愿申请来到疫区，为祖国和人民奉

献全部力量。我将竭尽所能，把所学回报给

人民，打赢这场战役！”

这是 30 岁的郭洪亮 1 月 27 日在武汉写

下的入党申请书。

郭 洪 亮 是 辽 宁 支 援 湖 北 医 疗 队 的 一 名

护士，也是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

“这是我们的责任。”郭洪亮谈起初衷很

平淡，“我在重症监护室干了 8 年，有经验；我

年轻，没结婚，负担小，我应该去。”

在 最 艰 苦 的 地 方 、最 前 线 的 地 方 、最 困

难 的 地 方 、最 容 易 受 感 染 的 地 方 进 行 战 斗

——钟南山院士的一番评价，令人动容。他

们不愧是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战斗

1月 30日，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

“深夜 12 点开始值班，提前一小时到岗，

消毒、穿戴防护服。一直挺着没上厕所、没喝

水，等到想看时间，竟已经过去了 7 个多小时

……”

“刚收的患者病情很重，呼吸衰竭合并了

严重的休克，血压血氧都很差；我给他做肺复

张，进行持续补液抗休克治疗，还给呼吸机换

了两大罐氧气，终于在下班前患者排出尿了，

好了一些……”

寥寥数语，却是生死时速。这是辽宁省

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侯思远讲述的

一个值班片段。每一分、每一秒，医护人员在

人们看不见的战场上，与病魔搏斗，拼尽全力

抢回同胞的生命。

1 月 31 日，武汉市武钢二医院的“红区”

病房。

天津市肿瘤医院重症监护科护士张涛，

负责责任区内 10 名感染患者。凌晨 3 时 10
分，张涛发现 35床患者氧气压力接近低限，立

即更换氧气罐，确保氧气供应充足。

“虽然我动作很轻，但患者还是醒了，看

着我穿着笨拙的防护服换着氧气罐，轻声说

‘谢谢！我感觉好些啦！’”张涛说，“这一刻，

我高兴极了，忙累全都忘了。”

有战争就会有伤亡，有牺牲。

在与疫病的早期交锋中，14 名医务人员

以自身的感染佐证了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

的判断；在与疫情的阻击战中，南京市中医院

副院长徐辉猝然病逝，湖南衡山县 28 岁药师

宋英杰因过度劳累再也没有醒来，李文亮医

生去世前还想着回到战斗岗位……

用生命赴使命，用生命守护生命——在

这场特殊的战“疫”中，白衣天使们用生命诠

释了何为“医者仁心”。

希望

一个眼神也有力量，一句话也能燃起希

望。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郭洪亮在这里

已经工作 10多天了。他忘不了上岗第一天的

那个眼神。

第一天主要是熟悉工作流程和工作环境，

掌握用药以及各类仪器的使用，了解病区病人

状态。一天下来，郭洪亮说：“患者听出我们的

口音不是当地人，我跟他们说是辽宁来的医疗

队。”

“隔着护目镜，我也能感受到患者眼神的

变化。”郭洪亮说，那是希望的眼神。

在天津医疗队支援的武钢二医院，一位重

症患者醒过来后，听到医护人员的北方口音，

激动得涌出泪水。“国家派医疗队来武汉了，有

希望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医疗队带来的既是人

手，更是信心。

鲜花、果篮、掌声……2 月 6 日，黄冈“小

汤山”又有 4名患者治愈出院。在山东医疗队

微信群里，一张张与病愈患者的合影，一个个

大大的点赞，让一位位白衣天使们开心地笑

起来。

“这一刻，所有的艰辛，都得到了抚慰 !”山

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耿志

英，刚刚送走治愈出院的 4 名患者，在朋友圈

里写下这样的话。

2 月 4 日晚，胜利油田中心医院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胡国鑫在日志中写道：“今天是

我在湖北黄冈的第 11 天，首例危重症病人的

脱机拔管，意味着病人病情好转，即将转入普

通病房治疗，作为一名重症医生的喜悦心情，

相信作为同行的你们都懂……”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比病人康

复更令人高兴了；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没有什

么比不断增长的治愈病例数更能给人希望

了。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截至 2 月

10 日 24 时 ，全 国 已 累 计 治 愈 出 院 病 例 3996
例，10日当天就新增出院病例 716例。

就在战“疫”的关键时刻，新一批医疗队

员正从四面八方增援湖北，辽宁一个省，24 小

时就集结了 1000名医护人员赶到湖北；“北协

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国内医疗界最

顶尖的四大医疗“军团”会师武汉；全国 19 个

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 16个市州

及县级市，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的救治

工作……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相信在全

国驰援湖北、驰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共同努

力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拐点”会尽早到来。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里一条短视频火了：

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和患者们跳

起了“火红的萨日朗”。歌里唱着：草原最美的

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重大考验面前，更能考察识别干部。当

前，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病患救治、维

护稳定、复工复业等各项工作非常繁重，

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主心骨、指挥官，各

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更要迎难而

上、强化担当、落实责任，在重大考验面前

站得出、扛得住、过得硬。这是一场没有

硝烟却必须打赢的战斗，是对我国治理体

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气可鼓而不可泄。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重大疫

情突如其来，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受到严峻威胁，要打赢这场硬仗，没有

退路，更没有坦途。疫情防控，是对广大

党员干部政治品质、履职能力和工作作风

的一次严格检验，是冲锋在前还是临阵脱

逃？是守土有责还是敷衍塞责？是“跟我

上”还是“给我上”？是“过得硬”还是“过

得去”？前后者之间，就是勇士与懦夫的

区别，就是从功勋章到耻辱柱的距离。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之处见精

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广大党员干

部闻令而动、挺身而出，体现了忠于党、忠

于人民的政治责任感和不怕苦、不怕难的

斗争精神。无论是深夜灯火通明的指挥

部，还是事无巨细的社区、乡村基层，党旗

始终在防控疫情斗争的第一线高高飘扬，

广大党员干部既冲锋陷阵、更凝心聚力，

把责任扛起来、把标杆竖起来，各级各条

战线上涌现出许多舍小家、为大家的先进

典型，有的党员干部甚至在战“疫”中献出

了生命。他们的付出不会白费，他们的功

勋必将被铭记！

务虚功、玩“花活”吓不跑病毒，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是疫情防控的大敌。就在

2月 10日，湖北省纪委通报曝光了 5起疫

情防控中违反工作纪律、履职不力典型问

题。疫情最严重、工作最吃紧的地方仍有

党员干部“掉链子”，这对我们是一个警

醒。疫情防控是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战，无

论疫情轻重，不管官帽大小，落实中央部

署和上级要求决不能打折扣、搞变通。疫

情防控更是实打实、硬碰硬的阻击战，要

奔着问题去，对整天忙着开会发文、填表

报数而不解决实际困难等问题必须坚决

纠正、严肃处理。

打仗就是打将，干部就要干字当

头。疫情防控是试金石和磨刀石，对干部

队伍中表现突出的给予表扬表彰、大胆使

用；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

要严肃问责。这既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的需要，更树立了在工作一线选人识人的

鲜明导向。只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靠前

指挥、强化担当，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一

线，尽心尽责，集中精力把每一项工作、每

一个环节都做到位，就能凝聚起同心同

德、众志成城的力量，取得疫情防控斗争

的全面胜利。

在重大考验中考察识别干部
□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天气寒冷，下着小雨。夜幕降临，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池淮镇塘林村周

国军家突然停电。一家人顿时慌了。

由于地处山区且交通不便，在疫

情时节，周国军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池淮供电所台区经理鲁家水接到抢修

指令后，当即赶赴塘林村周国军家。

经查发现是表后线路故障。按产权分

界点本可让客户自行处理，但鲁家水

没多想，认真排除故障，帮助恢复用

电。

一盏灯照亮了黑夜中的山村。

在马金供电所，供电服务二班班

长邹承洪主动向所里要求承担何田乡

所有抢修工作。马金供电所到何田乡

近一小时车程，自春节假期以来，邹承

洪“承包”了何田乡片区所有的抢修任

务，减少了其他抢修人员往返带来的

疫情风险。

“儿子，记住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不要在外面吃饭。爸妈不在身边，你

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2
月 5日 7点，正准备出门去单位上班的

葛佳伟，准时接到妈妈关切的电话。

班组外地员工居多，为了让同事

能够安心，江苏人葛佳伟申请留在开

化值班。连日来，他和同事去开化县

人民医院、汽车站、广播电视台等场所

检查用电，制定保电措施，时刻监控这

些重要单位的用电负荷、负载率等指

标，确保用电安全。

如果没有疫情，计量班的安全员

周明此刻本应在江山市的老家。而此时的他已经投入

到芹南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也要报名参

加小区志愿者疫情卡点。”周明未曾有过犹豫。

登记进出车辆牌照、进出人员详细信息、给环卫工

人送上口罩……寒风中顾不上吃口热乎饭，周明和同事

毛志祥坚守在卡点处，时刻不放松。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能做一点贡献就多做

一点贡献，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在芹南社区月清路卡

点处，周明一边说着，一边登记着车辆出入信息。

芹阳供电所副所长胡兆斌从大年三十开始就一直

坚守岗位，统筹特殊时期的抗疫保电工作。接到单位通

知，有一个地方的配变重载，需要更换变压器，他马上返

回工作岗位：“在这个时候，党和群众更需要我。相信我

的家人一定能理解我。”

结束了当天抗疫保电工作已是凌晨两点。脱下口

罩，胡兆斌这才想起家中重病的母亲和孤单的小孩，心

中充满歉疚。

胡兆斌的爱人在医院值班，年幼的孩子一人在家，

母亲正在住院，只有 75岁的老父亲在照顾。“回头再想想，

也许这就是舍小家顾大家吧。此时的一点牺牲，能够照亮

万户家庭，这是作为‘电力人’应有的责任。”胡兆斌说。

为了千家万户的“一束光”，他们仍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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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半，福建才子集团有限公

司。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的工人检测体

温，走进经过消毒的夹克生产车间，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

从 2月 1日至今，这家位于莆田的商务

服饰生产企业转产防护服已经 11天，产能

从最初的每天80多件增加到2000多件。

夹克车间平时有 180多名工人上班，

出于安全防护考虑，目前这个车间只有

70人上岗。200多名工人分散于 4个车间

工作。

“市工信局帮助协调解决了原料采购

难题，原有的夹克生产线转为防护服生产

线，10个工人一组，剪裁、缝制、分装等流

程在生产线上完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

总监谢明忠告诉记者，经过几天磨合，工

人已经能够熟练操作。

记者在福建福州、莆田、泉州等沿海

地区走访了解到，防护物资紧缺仍然是影

响当前复工的重要因素。多地企业或是

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急缺物资，或是

千方百计扩大产能，解决燃眉之急。

泉州晋江是民营企业重镇和外来人口

集中地区，制造业基础雄厚，企业数量超过

5万家，外来务工人员超过百万，针对疫情，

晋江推出了企业错峰复工方案，优先安排

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

活必需的行业和企业尽快复工开工。

为抗击疫情，晋江实行企业复工备案

制度，要求凡拟复工企业，必须在确保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具备的情况下，向所在镇

（街道）提出申请，经限产核查批准后，方

可复工生产。

在晋江，有 8家生产企业转产或复工

生产口罩、防护服等紧缺物资。柒牌服装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洪炳文说，公司从大

年初一开始了防疫急需物资的转产行动，

在“无人员、无设备、无车间”的基础上，一

周时间在自家车间生产出了第一件工业

用防护服，后来又搬到另一家企业的无菌

车间生产医用防护服，目前一手抓生产、

招工人，一手办理许可手续，近期有望日

产突破 3000件。

在外省工人暂时无法返岗情况下，福

建多地企业通过组织本地员工或留守企

业员工，生产自救。

福建省佩吉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从 2
月 3日开始恢复生产，利用做运动服饰的

设备转产做防护服。公司董事长陈元珍

告诉记者，公司给国际知名运动鞋服品牌

做代工，订单已经排到 7 月底，但目前最

重要的任务是加强疫情防控，外省员工目

前无法到岗，公司将本地员工组织起来，

抓紧生产防护物资，目前每天生产防护服

500多套。

原材料供应企业也在千方百计扩大

产能。记者在福建最大的聚丙烯生产企

业中景石化公司看到，厂房里机器轰鸣，

几辆货车正在装载聚丙烯成品准备运往

广东。“聚丙烯是 N95口罩最主要的原料，

5-8 克可生产一个口罩。”公司副总经理

黄健伟说，公司共有一线工人 500 多人，

目前 200多人紧急复工，现在日产量可达

1300吨聚丙烯。

千 方 百 计 提 高 产 能
——福建多地防护物资企业生产见闻

□ 新华社记者 郑良 涂洪长 董建国 李慧颖

点亮希望 驱魔救人
——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的故事

□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 徐扬 董小红

2月 11日，在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园区一企业，工
人们分批进入食堂，拉开距离排队取餐。

近日，各地企业采取多项举措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

黎寒池 摄

防疫生产两不误

2月 11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张店乡年丰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工
人在育苗大棚内管护瓜苗。早春时节，各地农民在做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
前提下积极投入到农事劳动中。 刘勤利 摄

村民在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蔬菜基地采摘生菜。
为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蔬菜供应，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村民管护种植的青椒、四季豆、豆角等

蔬菜，采收生菜和香葱，用辛勤劳作，守护好“菜篮子”。
周华 摄

管好蔬菜地 保障“菜篮子”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