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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上的最可爱的人
■陈振清

那肆虐的病毒

就像是残忍的恶魔

表现着狰狞的面目

嗜血的本性展露

柔弱的苍生是多么无辜

竟会遭受如此险恶的待遇

被摧残着瘦小的身躯

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亮出

必将予以降伏

这猖狂的病魔

经不住高操的医术

会很快被制服

再多的磨难只是弥漫的烟雾

在半空悬浮

会被强烈的阳光照射消除

朋友，请将悲伤的泪水收敛住

不要夺眶而出

或者只流淌在心湖

平静地对待一切艰难困苦

将坚强的意志流露

让欢声笑语光顾

凛冽的风雨终会过去

明天的太阳还是灿烂夺目

世界依旧美好如初

深夜，我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逆流而上，最为真切的笑脸

眼里闪着泪花，言语里充满着力量

看似熟悉而陌生的你

逆行的背影如此美丽

这一刻，我除了束手无策

只能让我一颗感恩的心，祈祷的心

跟随你们迅速前行，去战场！去疫区！

战斗开始了，严阵以待

我们用迎新除旧的炮竹为你鼓舞

战斗开始了，以静制动

用最安分守己的姿态挺进！挺进！

多么熟悉的一幕

十七年前熟悉的背影

十二年前在汶川同样奋不顾身

你们背对着我，渐行渐远

这是生命的倔强

神州大地最美的烂漫春光

有一种感动，叫逆行

沧海横流，挺拔前进

万山崎岖，昂然攀援

在国家每一个幽微浊暗之处，他们是

为人们引渡苦海的纤夫

那深深勒进他们血肉的是

责任，是对苦难最深沉的悲悯

有一种感动，叫坚守

险象环生，岿然不动

前景未明，唯令待命

在社会每一次风口浪尖之时，他们是

守住每一个关卡的螺丝钉

用担当，支撑起社会大厦的巍峨屹立

有一种感动，叫承受

人心惶惶，自辨立场

趋利避害，坚守底线

在灾难面前，没有谁能够

置身事外，独成一座安全的孤岛

如果大地冰凉

不妨跪下来，用感恩的温暖

供养给她

要相信，每一份自律

就是对苦难的一份治愈

有一种感动，是——

面对苦难，我们的心永远向阳

有一种感动
■叶晓燕

亲历温州第1例
新冠肺炎患儿治疗记

■罗蕴龄

致最美逆行者
■魏贤宇

朋友别哭
■傅志强

全民战“疫”
■阿强

漫画小品

整整7天过去了，瑞医隔离病房从入住第一

位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开始就没有消停过。原先

开设的五楼隔离病区已不堪重负，又增设了隔

离二病区，工作负担骤然加重。

中午12点我去接班，层层防护后进入办公

区域。大家埋头苦干，蔡老师噼噼啪啪键盘敲个

不停，头也不抬地说：“你做好准备，等下四楼有

13个进院⋯⋯”13个！入院记录、谈话、医嘱、化

验单、治疗⋯⋯这么大的量，在普通病房也要忙

得焦头烂额，何况是在行动不便的隔离病房。

“Oh，My God！”我暗地里叫了一声。接下

来的 4 个小时看起来不那么美妙，但愿一切顺

利。

可是事与愿违，在我忙得如陀螺一般的时

候，传来小女孩甚为凄厉的哭声，居然有我最害

怕的儿童患者，我的心不禁一颤。

快速浏览了下留观病区同事的交班记录。

三代同堂的大家庭，8人全部感染新冠病毒，5岁

的小五也不幸中招。拍片、抽血、检测咽拭子，

留观在单间，可怜的小女孩已经被弄得惊魂未

定；进入层层设防的隔离病区，更如惊弓之鸟，

哭得稀里哗啦乃至声嘶力竭。

“乖，不打针，姐姐很温柔的，听话。”尽管我

穿得笨重，有些窒闷，但面对这懵懂的孩子，还

得用温柔的言语去安抚她。这身防护装备占尽

外形便宜，像奥特曼，该足以吸引孩子眼球吧，

但孩子可能心有余悸吧，这姐姐身份，这温柔话

语还是无法消减她的惧怕，她依然瑟瑟的，哭个

不停。还好护士妹妹有经验，不知道哪里变出

来的小礼物发挥了作用，她终于安静了下来。

一个战斗的下午结束了，我要离开隔离

区。但这患儿是一个重点病人，离开前我特地

又去看了看她。虽然还紧紧攥着玩具，但是看

我的眼神里好奇明显多过了害怕。我向她挥了

挥手，她很有礼貌的回应了一下。“明天来看

你。”她点了点头。

尽快和孩子熟悉起来，只有熟悉了，她才会

亲近我们，才会不害怕，才会配合治疗。第二天

我再进入小五病房的时候，小姑娘安静坐在病

床上。尽管隔着厚厚的口罩，穿着笨重的防护

衣，她好像能够认得我，我也尽量让自己表现得

像个知心大姐姐。很快，小五变得有说有笑，问

什么答什么，不见一丝闪躲和畏缩。

但孩子是六月的天，阴晴不定。烦恼的事

情也很快出现，爱哭爱闹，有时不配合雾化吸

入，有时不肯呆在病房，毕竟还是懵懂年纪，不

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简单了事。

这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于是小五很快成了病房的“明星”。大家极

尽温柔之能事，使尽哄骗之武艺，即使在交班的

时候，也把她“名列榜首”。

慢慢地，她跟我们熟悉起来，开始配合我们

的治疗。有了她快活笑声，冰冷的隔离病房也

长出一丝生机。

在大家的关注下，入院后第3天小五的体温

即降至正常。很快，经连续两次呼吸道标本核

酸检测阴性后，2月10日治愈出院了。

短短的 14 天经历，对小五来讲，可能只是

一个短的倏忽忘记的小插曲。但对我们来说，

是长得无法忘却的记忆。她的折腾，让原本繁

重的我们倍增压力。可能她会记得像奥特曼一

样的我们，但是永远不会知道原本少说话省力

气的我们为了她的安心配合而煞费苦心，也不

会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她的治疗方案在电脑前时

刻守候着，更不知道有一个自称姐姐的老阿姨

为了接诊她忐忑不安辗转反侧过好几天。

当看着小姑娘出院时轻快的步伐，看着她

和家人脸上的笑意，看着他们手牵手离去的背

影，我居然有点飘飘然，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

满足呢。

当一辆辆 120 救护车呼啸而过，一个个穿

着白色防护服的救护人员随车而行，你可能会

感到一阵阵揪心。在这非常时期，瑞安市人民

医院120车队的队员们，他们活跃在抗疫一线，

成为救护车上的最可爱的人。

林章伟，是第一批进入隔离病区的 120 救

护车队员。与他一起的还有两位队友，共同扛

起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人转送任务。他在

120 救护车队已 10 多年了，见惯了人间生死的

场景。可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如影随形，还是

让他觉得有点不安。写了请战书那天下班，他

早早地回家了。他告诉爱人，已经报名准备进

入隔离病区，可能很久不回家。

“你，真的不怕？”爱人居然出奇平静，只是

谈谈地问了一句。

“不怕。担心的是你和两个孩子。”

“明天就走？”

“说不准。瑞安的风声很紧。”

那天晚上，爱人特地为他烧了几个菜，一家

四口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爱人开了一瓶葡萄

酒，没有多话，让他喝个精光。她默默地看着，

没有劝阻。

休息前，爱人准备了他的衣服，叮嘱：“也许

你明天就走，去洗澡吧。干净地进去，平安地回

来。”她的声音有点改变，转身时她的眼角闪动

着泪花，那一刻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很快，他进入了隔离病区。三个人，一台负

压救护车，三班倒。警报时时响起，他们穿着白

色防护服穿梭在“疫线”上。这种防护设备让他

很不习惯，有时透不过气来。可没办法，接送的

都是从武汉回来和当地有发烧的人，病毒无处

不在，他不能有一丝疏忽。他依然记得爱人的

叮嘱，也不会忘记队长阿国的那句“狠话”：“兄

弟，平安出来，我陪你喝个痛快！”

一起进入隔离病区的还有曾震宙、陈宇，年

龄都比他大。一起报名的有10多人，只有他们

是第一批。在车队这是一种荣光。相处多年

了，这次大家都有点奇怪，一下子生出那么多

“儿女情长”来。“兄弟，安全第一”“保护好自己，

为国为家”交接班时，话比平时多，“兄弟”时时

挂在嘴边，一股股暖流走出心房、返回心室、蔓

延全身。

劳累了一天，回休息区是一种享受。“这是

自己最痛快的时间。一拿起手机，劳累就烟消

云散。”这是林章伟发在微信上的感言。他告诉

我，女儿只有6岁，在视频上还会问长问短，好像

一下子长大了。时间久了，有时我不敢与她面

对，真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见到她，不能让

孩子期待太久。

说起队长林卫国，他们异口同声，这是他们

的好大哥。每天问候，雷打不动，总少不了那

句：“注意防护，安全第一。”他当过兵，有军人的

爽快。在部队入党，1997 年进医院，1999 年开

始开车，至今一直在车队。他肯吃苦，肯帮人。

休息时，他打来的电话最多。问长问短，最多的

是 ：“缺什么？”有一天很晚了，他居然把好多吃

的东西送到休息区，大家一阵惊喜，都为有这么

暖心的“大哥 ”而高兴。

疫情来了，车队人手本来就不够，17 人，3

人进入隔离病区，1 人外伤在家休息，8 辆救护

车，除接疑似和确诊病人外，还担负了感染科全

部标本转送，送疑似病人去隔离点和家中，康复

回家来院检查没车又回不去的病人。有时，一

辆车一天要跑 500 公里。捉襟见肘，这个队长

难当啊。

全市公交车、私家车停运限行后，120救护

车一下子成了“香饽饽”，群众生病只能找“120”

了。

“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我们只能加班

加点，休息是少了，大家都很辛苦，都十分自

觉。想想一线的战士，我们应该的。”他说得很

谦虚。

“党员吴国己急性腰扭伤，医生让他休息，

还批了假期，疫情来了，他悄悄地把请假条撕

了，回到岗位上。”林卫国说着说着，劲头就上来

了。他告诉我，在抗疫一线的队员更争气。

“林章伟说自己身体好，如果疫情还没有结

束，轮换后他还要进入一线。”

“曾震宙看到医护人员中的党员奋战在一

线，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有这些队员，我能不高

兴吗？”

“陈宇年龄最大，46 岁了。问他有什么困

难？他说自己已适应，请大家放心。至今他们

已出车200多趟了，这段时间明显少了，病人少

了，我们很快就可以战胜疫情了。”

与阿国队长的微信对话，对方不断被来电

打断，我倾听着，希望阿国多点休息，短短的半

小时采访，总让我热泪盈眶。采访中，这些瑞医

“120”人，各司其职，默默奉献，用自己行动书写

着救死扶伤的精神。他们谦虚热情，平凡执

著。孰不知，其实他们才是比“一线”更靠前的

“那条线”。

阳光依然灿烂，春天已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