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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所向 白衣为袍 勇当抗疫排头兵
——记同济医院党委党员群众逆行而上奋战抗疫最前沿

通讯员 吴菁

2月6日深夜，一声新生儿的啼哭
打破沉寂的夜晚。在华中大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一位感
染新冠肺炎的产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下激动的泪水。
他们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新生儿的
啼哭可能是这世上最动听的声音

坚定信心 主动担当
2020 年元旦刚过，同济医院院长

王伟到发热门诊巡视查房时感觉情况
有些不对劲，敏锐的他当即指示，对发
热门诊进行改扩建，并把感染科一层楼
病区腾出来，作为发热病人的留观病
房。

很快，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越来越
多，而发热门诊楼上只有 60 张住院床
位。大家隐隐意识到，恐怕同济医院将
要承担更多的救治工作。通过进一步
规划分析，最终院委会一致决定，将中
法新城院区 1100 张病床拿出一半来，
先进行改造。

1月27日，中法新城院区550张床
位启用，但在几天内就住满了。余下的
550 张床位，又立刻启动改建工作。2
月5日，中法新城院区的1100张床位，
全部变成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床位。

4 天后，光谷院区也改建启用 830
张床位，用来收治新冠肺炎危重病人。
在疫情高峰期，同济医院三个院区一共
开放了 2025 张重症病床，坚决地落实

了中央提出的“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
中资源、集中救治”的要求。

全国医疗队伍驰援武汉后，有 35
个医疗队、4000 余名精兵强将来到同
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与光谷院区。

医者担当 护佑健康
“医者担当，护佑健康！”这是疫情

袭来时，同济人发出的铮铮誓言。
从1月中旬起，同济医院将三个院

区所有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
的医护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仍然满足不
了发热患者的就诊需要。于是，医院决
定将全院各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基本
培训后，都调上前线，一同参加战斗。

与此同时，医院加强了院内感染控
制科学管理和防护，注意让值班医护人
员轮班倒休。

1月13日，同济医院主院区的发热
病房正式投入使用，感染科大夫陈广主
动请缨。第一天，他收治了7名高度疑
似新冠肺炎患者。与此同时，他的妻
子、妇产科医生袁明也报名奔赴一线。

“一定要做好防护，发热门诊比病房更
辛苦，风险也更高。”陈广放心不下妻
子，再三叮嘱她。

张霓是感染科三病区的一名普通
护士。1 月 18 日晚，她从发热病房下
班，赶往拉扯她长大的大伯家探望送
饭。然而，等她赶到大伯家时，才发现
大伯已经去世。料理完大伯的后事，张

霓向护士长请求重返一线。护士长劝
她多休整两天，缓解一下心情。张霓却
回答：“我不能够缺席，我是党员。”张霓
很快回到了护理岗位上。

通力合作 提高救治成功率
1月底，全国35支医疗队会师同济

医院，目标只有一个：降低重症病亡率，
提高救治成功率。

在国家卫健委的直接指导下，同济
医院成立战时专家组和医务处进行质
量控制，建立会诊制度和死亡病例讨论
制度。由医疗队联合成立核心质控组，

交叉查房，层层讨论，提出更优建议。
通过密切合作，大家形成一套比较

完整的诊疗技术规范和统一流程。在
七八天的时间内，便将重症病例的死亡
率从5.58%降低到3.39%。这一战果来
之不易。

同济医院，这座有着120年历史的
医院，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搏战
中，挺身而出，自觉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和使命，践行了“与国家同舟，与人民共
济”的初心。

（人民日报客户端4月8日刊发，有
删改。）

从110平方米到5000多平方米，发热门
诊50倍扩增；从一个病区到三个院区，15天
内改造医用面积77371平方米，开放2025张
重症床位。3110 名医务人员，持续奋战 50
天；可用床位数、重症患者数、发热门诊接
诊量均为武汉市之最。

在疫情防控的每个阶段，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党委带领全院
党员群众逆行而上，奋战在全国抗疫最前
沿。截至3月19日，同济医院发热门诊累计
接诊32640人次，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2276
人，在线问诊咨询服务74365人。

党旗所向，没有什么能够阻
挡我们战斗

疫情就是命令。根据通报，同济医院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召开不明原因肺炎专
题会议，制订上报标准，理清疑似病人接触
关系；1月5日、6日先后召开医疗工作会议，
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启动发热门诊
和传染病防护机制，并成立了全国最早的
发热门诊临时党支部。

党旗所向，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奔向战
场的步伐。在主院区发热门诊及病房高位
运转的情况下，同济医院主动请缨，将启用
不久的中法新城院区和光谷院区整体改造
用于危重症救治。

白衣为袍，一个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

同济医院的党员说：“党旗是战旗，白
衣为战袍，抗击新冠肺炎是我们的战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法

新城院区和光谷院区，即将上岗的一线临
时党支部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战斗的集结号已吹响，我们会一直撑
下去，直到春暖花开。”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严丽临近登机时果断撕掉机票，重返医
院。听说发热门诊急需支援，有着19年党
龄的麻醉科副主任医师桂伶俐提交了请战
书。

“在发热门诊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被身
边的党员同事们感动着，我希望自己也能
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医科护士汪妍郑重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同济医院有141
名积极分子递交入党申请书。

科学为基，提高危重症救治水平

生命重于泰山，科学是防控的基石。1
月21日，同济医院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制定
了《新型冠状病毒新型肺炎诊疗快速指
南》。在此基础上，同济医院组织推进体系
化临床项目研究，制订了一系列诊疗规范，
不断引领提高湖北省临床救治水平。

中法新城院区和光谷院区成为危重症
定点救治医院后，同济医院和35支国家医
疗队的重点任务就是努力挽救重症患者生
命。同济医院还组建了护心队、保肾队等8
支临床小分队，对患者特别是危重患者病
情进行预判并提前干预，以提高治愈率。

医护为本，全方位关爱身心健康

医务人员是战疫的主力军。全方位保
障一线医护人员身心健康是防疫关健。

同济医院排除万难，努力在紧平衡状
态下加强一线医护人员防护，成立了专门
的心理疏导组；制订科学排班和轮换方案；
定期开展医护人员所处环境消杀工作。

全院各党支部通过微信群坚持及时传
达中央精神，为党员加油，为群众鼓劲；联
合工会、团委、志愿者服务一线医护人员家
庭，努力解决后顾之忧。

加强精神引领，激发顽强斗志。抗疫
战斗中同济医院涌现的一大批先进典型，
得到了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委组织部的通
报表扬。各大媒体对同济医院抗疫工作给
予了高度关注。

创新为民，云医疗助力抗疫
与常规医疗两大战线

疫情无法阻挡同济医院创新引领，服
务为民的本色。

早期发热门诊患者排队时间长，交叉
感染风险大，临时党支部提出开通在线问
诊功能。党员专家们还自发成立科普专家
团，精心编撰了12篇科普文章。

面对疫情严峻形势和防疫封闭管理要
求，新冠肺炎以外其他患者的医疗需求日
益凸显。同济医院再次创新，2月14日率先
开通了“居家隔离+网络视频问诊”功能，6
天时间里1871名患者通过这种模式得到诊
疗，并为1322名武汉群众邮寄药品，方便了
群众就医，避免了普通患者四处奔波引发
交叉感染，稳定了居家群众心理。

“现在是谁负责？”“医生在里面。”“不
要里面的，我就要找在外面负责的医生。”

“是我！”“我们随机问你一下患者的情况。”
“啊？我是肾脏科医生，不熟悉情况。”“你
知道多少答多少”。

2 月 28 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出现了一幕随
机考医生的场景。这是该医院近期推出的
系列“狠招”中的一项。一场抢救新冠肺炎
危重患者的“大决战”已经打响。

不打招呼的随机抽查
2 月 28 日上午，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战

时医务处处长、质量控制小组组长祝伟率
队来到驰援在此的苏州2队。“新冠病人
的情况变化往往很快，24小时内，医生护士
交接班达到4-6次，如果前面交班的没有
交代清楚，接班的没有记清楚，问题没有在
第一时间处理，就一定会出问题。”

“能搞回来一个是一个”
同济医院是武汉市医疗水平最高的医

院之一，为武汉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同
济医院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介绍，医院 2
月 9 日开始接收病人。几天前，他提出，

“未来两个星期是我们医院90多位危重病
人最关键的时间窗口。能搞来回来一个是
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打一场‘大决战’。”

“不能让病人白死”
病程恶化进展快、病情反复是新冠肺

炎的特点，危重症患者的抢救一直是难
题。刘继红每天都会组织疑难与死亡病例
讨论会。“要从中找到共性问题，找到规
律，让我们对活着的人能有所预判。”

来自病亡者的希望
对生者的抢救争分夺秒，对死者的研

究细致入微。讨论现场节奏飞快，主持人
甚至不会给汇报人解释的时间：“你不用解
释，你觉得有用就记下来，给出了治疗方案
马上就落实，医务处监督落实。”

病亡案例研究和临床救治经验的不断
积累，患者从重症到危重最后走向死亡的
规律越来越清晰。专家们有针对性地总结
出一套“组合拳”。在这里，每一位病亡者
都是教训，他们用生命叠起来的死亡报告，
也为病危者积累了更多的希望。

“三大法宝”扭转局面
危重患者王强的好转让医护们看到希望。2 月 27 日上午 11

时，ECMO从王强的血管撤除，心内科医生周宁兴奋地大喊了三
声“你活过来了”。治疗关口前移、多学科合作及精细化管理这“三
大法宝”救活了他。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22岁姑娘在争论中活过来
22岁的患者小芳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姑娘。新冠同时患有未分

化结缔组织病、2型糖尿病、高血压等，血白细胞水平只有正常人的
十分之一。对她的治疗，专家们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针
锋相对的讨论后，小芳的主治医生根据意见，小心翼翼调整治疗方
案，情况真的渐渐好转。2月28日，小芳转出了ICU，白细胞水平
也有所提升，她被救回来了。

睡不着的危急值预警员
任何一起事故都是量变的结果，只要及时发现并控制，事故就

会控制在萌芽状态。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文志向教授就是那位专
门寻找征兆并发出预警的人。凌晨3点、4点、5点……同济医院光
谷院区17支医疗队的领队，都有可能收到文志向发来的病危者预
警信息，并要立刻处理。

17支医疗队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配合日益融洽，刘继红认
为，现在17支医疗队拧成了一股绳，定要拿下这场大决战，“我做
医生那么多年，人生之中有过几次遗憾，这一次不能再留遗憾。”

（《南方都市报》3月4日刊发，有删改。）

4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关于设置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的通知》。
通知决定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为主体设置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
落实相关职责任务，打造集预防、预警、救治、管理、教学、研究等一体化医学中心，以期实现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高效防控与救治，带动提升全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和医疗救治水平。

同济医院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童萱）经
过一个月与“死神”的决战，3
月 10 日上午 11 点，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新冠肺
炎 患 者 刘 先 生 成 功 撤 离
ECMO，一小时后，又成功脱
掉呼吸机。“这是湖北目前成
功脱离ECMO的患者中病情
最重的一位。”同济医院急诊
与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说。

患者刘先生，今年42岁，
2 月 9 日因持续发烧 9 天、干
咳、胸闷、呼吸困难，被收治到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ICU
病房。

2月20日，在无创呼吸机
持续辅助下，刘先生血氧饱和
度进行性下降。“血氧饱和度
下降至80%，血压不稳定。”谁
知，两小时后，重症医学科李
永胜主任医师便发现刘先生
的病情再次急转直下，生命告
急。

李永胜通过观察患者胸
部及叩诊发现，患者右侧胸腔
鼓起，推测出现气胸。因为此
时正采用机械通气帮助患者
输入氧气，但由于新冠肺炎，
原本应该像海绵一样有弹性
的肺，变得比较僵硬，此时进
行呼吸机正压通气，容易导致
肺组织和脏层胸膜破裂的可
能，因而肺和支气管内的气体
逸入胸膜腔形成气胸。

“立即穿刺引流！”李永胜
马上通过穿刺，排出胸腔内的
气体。

然而，稳定的时间并没有
很长。2月23日中午，在吸入
纯氧的前提下，刘先生血氧饱
和度再次下降至80%，呼吸困
难。

“能用的方法我们都已经
用了，当时，考虑到患者很年轻，我们只能搏一
把，上ECMO！”李树生说，借助ECMO可以让
刘先生自己的肺休息一下，给医生更多的治疗
时间。接下来，医生能做的就是坚守。

幸运的是，在护士长熊杰等医护人员的精
心护理下，大家所担心的状况都没有出现。3
月5日开始，刘先生的胸片显示肺部有了明显
的好转。

“可以考虑让他自己的肺工作了。”3 月 9
日，大家减少了氧的供给，只保持ECMO转动，
刘先生的肺像是重新被激活了，并没有出现不
适。第二天，刘先生顺利脱下ECMO，接着又
脱掉了呼吸机，情况稳定。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顺利，他已经过了最
艰难的时刻。一个多月的坚守，我们的决定是
正确的。”李树生说。

据悉，截至2020年3月10日17时，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累计收治1751位重症患者，已
有1002名患者治愈出院。

铮铮誓言诠释医者担当
人民日报记者 李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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