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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除了专业外，还很注重人文关怀，尽量把亲

属安排在一个病房，排解他们互相担心焦虑的心情，

在不影响原则的前提下，患者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

就是提一句饭菜不可口，下一餐立马就有改善。”康复

患者陈先生说，他从武汉回瑞安过年，一开始大家都

以为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结果因自己的原因，导致

多名亲友被隔离，他的心理负担非常大。入院治疗

后，医生看出了他的焦虑，经常开导他。他的母亲也

在隔离治疗，老人家不识字，听说武汉情况很严重，很

焦虑，医生就用方言不停疏导老人的情绪，“我们医疗

资源充足，你属于轻症，过不了多久就能出去”。

“住了十几天，进入隔离病房后，反而觉得这是

一个很轻松的氛围，主任医生经常来查房，医生和护

士总说‘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我们24小时都

有人在’，我心里感觉很踏实，找到了依靠的感觉。”

陈先生开玩笑说，住在隔离病房得到无时无刻的照

顾，都有点舍不得离开。

隔离病房内轻松的气氛，离不开医院组织的心

理辅导“8人团”的参与，他们对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

心理辅导理论与实操技能培训，把关怀实实在在地

落到对患者的每一次查房，每一次谈话，每一次操作

中去。

在治疗过程中，除了心理专家的参与外，呼吸、

中医、营养、儿科等不同科室医生也加入到治疗专家

组，为不同患者定制诊疗方案。比如针对胃肠道症

状严重的患者，会联系营养专家，加强伙食营养，增

加热卡；针对小朋友，会根据其习惯，改变测量体温

的时间、提供早餐的时间，还让厨房制作儿童餐，让

患者处处体会到这一份周到和用心。

（本文图片：市人民医院、记者 王志）

■记者杨微微

3月3日15时许，市人民医院收治的最后

2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很多医护人员都下

楼来欢送他们。这意味着，我市累计报告确诊

的74例新冠肺炎患者，已全部治愈出院。瑞安

实现了“清零”！

在疫情发生以来，市人民医院累计收治确

诊病例71例（不含温州收治3例），其中69例

经该院治愈出院，2例重症患者转至温州定点

收治医院治愈出院。自1月21日收治第一例

确诊病例以来，经过43天奋战，我市确诊患者

全部治愈出院，治愈出院率达100%，居全省

县级医院前列，并实现病例“零死亡”，医护人

员“零感染”。

在这些数字背后，是瑞医520名医护人员奋

战一线，逆行而上，诠释医者担当。

从1月30日3名患者治愈出院开始，市人民医院

感染科一楼出院口已送走了好几批治愈患者，与以往

的冷静、克制不同。3月3日下午的一楼出院口场面

“豪华”，医护人员排成长长的两列，夹道鼓掌欢送最后

两名患者出院。

目送患者坐上院后转送车离开，平时看似“高冷”

的医护人员互相击掌祝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共同奋

战的“战友”们还拍照留念。

市人民医院是我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

院，感染科大楼位于瑞祥院区最里面的靠山位置。平

时患者不多，走动的人员也少。自疫情发生后，这里成

为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主战场”，最高峰时，这里住着

60名确诊患者。520名医护人员各司其职，轮班轮岗

坚守在这栋大楼内，接来确诊病例，送走治愈病例。

“疫情发生以来，今天是最开心的日子。我终于实

现了我的诺言，将他们都安全地治愈出院了。”瑞安“清

零”后，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丁继光十分激动和开

心。

在疫情发生之初，他心里一直很担忧，新冠病毒传

染性很强，风险大，进入一线的医护人员会不会被感

染？病人救治情况会怎么样？都是个未知数。作为经

历过“非典”的老兵，他和同事们一起向每个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承诺：“相信我，一定把你们平安送出院！”

他们，做到了！

“清零”，来得不容易，但也有迹可循，将时

间回拨到瑞安出现疫情前，所有的准备措施都

离不开一个“早”字。

“早在1月17日，医院就成立了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救治专家组，由13位医务人员组成。随

着疫情的发展，我们又加强了预检分诊、发热门

诊，做好调度预案，并抓紧防控物资储备、开启留观

病房。接到第一例确诊患者后，连夜紧急腾空感染

楼，各项防控准备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市人民医院副

院长夏时春说。

准备工作是在1月17日之前就开始的。元旦前

后，从新闻中得知武汉发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后，

市人民医院就第一时间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布置冬春季

传染病防控工作。1月19日、20日，省、市卫健部门召

开相关会议后，该院结合“非典”防控积累的经验，对疫

情做出研判，提前部署。正是抓住了前期准备的“黄金

时间”，当我市出现确诊病例后，医院的各项工作都能

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展开。

发热门诊也被称为前哨站，是抗击新冠肺炎的最

前线，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是接触发热病人最多的一个地方。在疫情期间，发

热门诊最高峰就诊人数达到402人。

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周宇从1月份就被调到发

热门诊。1月21日下午，发热门诊来了一对母子，60多

岁的母亲有轻微咳嗽和发热症状，特别紧张，絮絮叨叨

着自己从来不生病，继而反复快速地自言自语“没事

的，没事的”，有点语无伦次。老人的异常反应，引起周

宇的警觉，会不会是新冠肺炎？他仔细询问获悉，老人

刚从武汉回来，但是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城。

“第一例疑似可能已经来了！”为了安全起见，周宇

安排老人去诊室旁边的负压房间检查，避免病毒扩

散。为了快速确定，绕过了普通胸片的过程，直接安排

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两肺都是病灶，存在磨玻璃

影，靠近胸膜，典型的CT病灶表现。

周宇马上穿上防护服、隔离衣，反复仔细检查了所

戴的N95口罩的密封性，给老人做咽拭子采样、核酸检

查，老人被收到新开设的留观病区留观，成为1号病人。

隔天一早，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是阳性，这名老人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很快她从留观病房转到了隔离病房。

1月下旬之后，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不断增长，得

益于医院的提早部署准备，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展

开。腾空病房、收治病人进入隔离病房、感染科全体

医护人员取消休假逆行而上……每一步快而稳地进

行，紧张的气氛在医护之间蔓延开。

1号病人需要马上住进负压病房进行特殊隔离。

而当时感染科大楼5楼结核病区还住着十几名普通

患者，当晚就要腾空。紧张地搬运、转床、转楼，床位

清洁、消毒，病人安置处理，与疫情的战斗就此拉开

序幕。

隔天晚上，我市新增5例疑似病例。丁继光马

上决定，转移4楼感染病区患者，腾空4楼作为备用

病房，设两个隔离病房和两个留观病房。同时，医护

人员发热监测上报开始。24小时之内共腾空隔离病

房79张床位、留观病房28间，

“我们收治第一例患者后，感染科全员取消休假，

没有一个退缩。传染病流行和爆发时，越早控制越有

利，造成的危害就越小，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和疾病的

爆炸式传播赛跑，不能延误，越早发现病人就能少传

染一批人。”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张斌斌说，第一时

间进入隔离区的医护人员非常了不起，在疫情之初，

还有很多的未知，条件不足，工作时间长，感染科全体

医护人员无一人退缩。后期还有很多其他科同事主

动请战，报名参与一线工作，非常了不起。

面对未知的病毒，医护人员也曾害怕吗？“第一次

上病区，换上隔离服时，我能感觉到大家的紧张。而

且当时对于疫情，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护士

长，又必须要信心满满地带领姐妹一起面对。”感染

二科护士长沈晓雅和护士姐妹头一次进入隔离

病房，即便受过专业培训，心中也有过担忧。

按照医院的要求，护理人员采取的是6小时轮

班制。因为感染科病房的特殊性，护理人员进病房

前需要在缓冲间穿好隔离服，戴好手套、帽子、眼罩，

做好标准防护，出来后再脱掉防护装备，洗手消毒。

每进一个患者的房间，他们都要重复这样的操作，以

避免交叉感染。几个小时下来，护理人员穿在防护

服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脱了手套的手发白，脸部被

口罩压出疮，被消毒液冲洗过多次的手也发肿。即

便如此，护理人员还是精心为患者做基础护理、抽

血、测体温，病人情绪不安定时，温言安慰。

感染科临床一线医生罗蕴龄是名党员，也是一

位两岁孩子的妈妈。她满怀不舍地让父母将孩子带

到江西老家，自己和全科24名医生取消休假，第一时

间进入隔离病房最前线。

罗蕴龄还亲历了我市年龄最小的一名儿童确诊

患者的治疗。5岁的小患者一开始在留观病房内观

察，要拍片、抽血、咽拭子采样，孩子被吓得哇哇大

哭。“乖，不打针，会很温柔的，听话。”尽管穿得笨重，

有些窒闷，面对懵懂的孩子，她用母亲般温柔的言语

去安抚她。为了照顾好这个小患者，医护人员极尽温

柔之能事，使尽“哄骗”之武艺。慢慢地，小患者与医

护人员熟悉起来，也配合治疗。在大家的关注下，入

院后第3天小患者体温降至正常。在医院待了14天

后，小患者康复出院。

“14天对她来说，是人生中一段很小的小插曲，

可能她会记得像奥特曼一样的我们。”看着小患者出

院时轻快的步伐，看着她和家人脸上的笑意，看着他

们手牵手离去的背影，罗蕴龄无比的满足。

在治疗过程中，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

在疑似患者的留观方面采取了宽进严出的策

略，扩大了筛查范围，结合患者病史、CT影像

综合判断；精准施治，遇到难题时医院“远程请

将”，连线瑞籍专家、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教授及温州附一医潘景业院长，优化诊疗

方案；采取医养结合、中西并重、温馨关爱等措施，

使患者及早得到治疗并康复。

处于抗疫风暴眼中最核心的感染科大楼，一楼为

发热门诊，二三楼为隔离留观区，四五楼为隔离治疗

区。患者从门诊、留观到隔离病房，平均只要2.9天，

几乎做到了零时差，快速进入治疗。

张斌斌介绍，临床救治工作组的成员们，每天要

仔细地穿上隔离衣，通过多个缓冲区进入“禁区”，查

房并和患者深入交流，检查患者情况，梳理病人治疗

方案，作病毒检测等。忙完后需按照繁琐的步骤脱

衣、手卫生、淋浴更衣。过程中有多道严格的流程管

理，不能逾越一步。各通道安装门禁，采取严格的医

患分流，避免院内交叉感染，以此最大程度保护医护

人员和患者。

“我们还将半污染区升级为污染区，污染区再升

级为喷溅区管理，同时强化对所有护工、保洁人员的

培训。”感染科副主任洪亮介绍。一开始大家不大适

应，但迅速调整。几天下来，交班、接诊、治疗、送病人

出院，一系列工作得心应手。

“门诊是6小时一班，留观区和治疗区是4小时一

班，高峰期总共有220多名医护人员进入隔离区域工

作，剩下的300人作为第二批、第三批的后备力量，以

供轮换。”夏时春说，为了保障高效运转，特殊时期，同

事们还兼职起清洁工、运输员，往往能看到主任带头

清扫垃圾，专家在洗护目镜。院领导为一线医护人员

及其家属送去日用品、大米、奶粉、口罩等，需要的时

候不分层级直接上，构筑起一道道坚实防线。

前方战士在一线，后方物资有保障。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设备物资保障组组长金光波每天入睡前都在

盘算，防护服还有多少？口罩能用多长时间？面对防护

物资的缺口，物资采购中心连续15天工作至深夜，向外

省协调采购物资；设备科集中组织精干力量对接国外捐

赠物资，常常要在夜间或清晨去机场清关提货，甚至要

通宵等待，直到将物资送到每位一线人员手中。

面对未知病毒 520位医护逆行而上

零感染零死亡 全院筑起战疫堡垒

专业治疗人文关怀 患者说在病房里也踏实

与病毒抗战的43天
市人民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纪实

将患者都平安送出院
他们实现了这个承诺

抓住“黄金时间”
准备工作早早到位

精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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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清零”

逆行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