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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市中心医院抗疫主战场吹响集结
号。1月28日，12名医护人员踏上驰援湖北的新
征程。医务人员英勇奋战在第一线，他们的身心
健康牵动着市领导、院领导的心。守护医务人员
身心健康，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保障。

为此，市中心医院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由数名心
理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心理救援
心理守护技术指导小组，由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
科室主任、护士长组成的心理关怀小组，积极有序
地开展了多层面多渠道一线人员身心保障人文关
怀工作，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鼓劲加油。

进驻前的“心理建设”

这次进驻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以80、90后的年
轻医生护士为主。由于此次抗疫战争是大战、硬战，
对一线医务人员心理抗压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医院通过院感知识培训、防护意识宣传，引
导个人调动家庭支持系统，妥善安顿好家中事
务。通过一对一心理辅导加强情绪管理能力和

放松技能训练等，加强一线抗疫人员的“心理建
设”工作，增加内心确定感，降低恐惧与焦虑感，
让他们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进驻抗疫第一线。

多层面多渠道开展“心理守护”

市中心医院党委非常重视一线抗疫人员的
身心健康保障和人文关怀工作，院领导亲自打
电话给支援湖北一线的医务人员，同频共振一
线医务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的身心
健康，为他们加油鼓劲。

开通一对一心理守护热线，通过文字、语音、
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为一线抗疫人员提供一
对一心理援助、小组心理辅导，承接一线人员的
负性情绪和压力，帮助改善睡眠、缓解压力、调适
负性情绪，提升工作效能。

该院组织志愿者主动了解一线人员的需求
与生活中的难处，并进行帮助，以解除一线人员
的后顾之忧。各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在安全防
护、工作时间、轮岗休息的合理安排、膳食营养保
障、心理援助等方面，予以周全细致的后勤保障。

援助湖北医疗队的12名队员承担的治疗护
理工作非常繁重，工作时间多层防护，几乎没有
与同伴交流的可能。下班后回到宾馆，又是每人
独立一个房间隔离。医院启动一对一心理守护
专员与小组管理，开启心理干预小组心理守护热
线，守护专员和心理咨询师们承担了倾听、理解、
支持一线战友的工作。

开展观察休整期的“心理复能”

市中心医院组织心理专业人员，将隔离观
察的心理守护建议整理成文字，发放给每一位
休整期的战友，指导他们规律作息、记录自己
的情绪日志、掌握一两种放松训练的方法，逐
渐消解抗疫一线工作产生的应激反应对身心
的影响。

该院开放腾讯线上会议室，定期举行团体交
流会。通过讲述与交流，积极建构一线抗疫工作
的意义，一起谱写一线抗疫人员的荣光故事和感
动瞬间，让一线抗疫人员将满满的荣誉感分享给
家人和子女们。

市中心医院关爱一线抗疫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

共同守护战“疫”“心”防线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曾瑞伟 李文娟 孟天笑

清晨，仍是雾霭濛濛，眺望着这
寂寥的城市，心怀惆怅。今天是我
们来湖北黄冈的第27个日子，下班
回来看手机，得知29岁的女医生因
感染新冠病毒抢救无效逝世，心里
不觉一阵悲凉，感叹疫毒的无情。

她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女儿，
这让我忽然想到了我的女儿。于
是，我马上跟女儿连接视频，看到
她给我背了唐诗、加减乘法表，还
写了祝福的话语给我。忽然，我
发现 5 岁半的女儿长大了、懂事
了。以前，只要我出来，女儿肯定
会一个又一个电话催我回家。但
是，这次我已经出来整整27天了，
她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
她把对我的爱和思念都藏在心
底，画在画里。每次看到宝贝给
我画的画，我的心底就有一股莫
名的力量，变得更加坚强。

常言道，在生死面前，其他都
是小事，在健康面前，其他都是浮
云。在悲伤中幡然醒悟，获得力
量，珍惜身边的一切。或许，这就

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越是逆境，越要向阳。我们在

逆境中前行，斩断荆棘，向阳而生，
要把坚强、乐观、向阳的心态传送给
病人。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制作了
属于每个人的专属名牌小包包，一
是用来储存物品，二是上面有宣教
的二维码，病人可以通过扫描包包
上的二维码，观看健康资料和健康
小视频。我们每天欢声笑语一心向

阳，把快乐全部带给病人。看着他
们都开怀大笑了，我的心也暖了。

有爱不惧风来急，风雨过后
是晴天，希望犹如这灿阳永恒，穿
越过暴风雨的我们，必将一心向
阳。一切都在好转，一切都在复
苏，一切充满希望，越到最后越是
关键，坚持、坚持、再坚持，胜利的
一刻终将来临！（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整理）

越是逆境，越要向阳
湖南援助湖北医疗二队队员、市中医医院脾胃肺病科护士长 邹小风 （2月24日）

“那段时间工作量比较大，忙起来忘
记时间，一直没吃东西，想喝水也不敢
喝，还要“憋尿”，身上防护服不透气，浑
身出汗，防护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汗
液已经把身体的水分‘榨干’……”邵阳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手术室护士唐珍回忆
起在抗疫一线的工作，感慨不已。她曾
穿着隔离服“奋战”在抗疫一线创下了14
小时不吃不喝不拉高强度工作的记录！

唐珍2002年参加工作，是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手术室一名主管护士，她
在临床外科护理岗位上工作了18年。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四，唐珍一直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她是妻子、母亲
也是女儿，也渴望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幸
福美满。2月8日是元宵节，按照工作安
排，唐珍在家休息。好不容易可以轻松
一天，当她正准备好好陪家人吃个团圆
饭时，10时30分接到医院紧急召回的电
话，要她支援呼吸内科紧急防控。接到
通知后，她立即出发。

“当时我妈妈要我吃了中饭再走，说
今天是元宵节，好不容易大家能吃个团圆
饭，但我没答应，跟我妈搪塞了几句就奔
向医院了。”说到这唐珍脸上满是愧疚。
到医院后，呼吸科成立应急队伍，任命唐
珍为组长。临危受命，她迎难而上，带领
小组成员，穿戴好隔离防护用衣，迅速投
入到工作交接当中。在该院感染办的指
导下，划分隔离区域，转运分流病人，安抚
患者和家属，做好疫情宣传工作。

就这样一直忙碌到第二天 1 时 30
分，终于将科室事务和病人安排好，她也
直接在医院值班室休息，8 时再次回到
战场。就这样坚持到2月12日，直到呼
吸内科紧急防控解除。“回想这几天的战
疫情，有紧张、有恐惧，但更多地是作为
医护工作者的荣誉感，我为自己和跟我
一样奋战在一线的同事感到无比的自
豪，回家我还要给家人补上一个‘团圆
饭’”唐珍说。

缺席“团圆饭”
只为他人更好的团圆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申伟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2月
25日，大祥区泰靖春健康管理中心向奋
战在市场监管和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捐
赠了一批疫情防控物资，助力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市
场监管部门和社区等一线工作人员一直
坚守奋战在防疫一线，每天需要大量的
物资保障，防控物资非常短缺。在得知
这些一线工作人员防控物资紧缺的消息
后，大祥区泰靖春健康管理中心主动联
系相关单位，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约
2000 个 ，25 公 斤 84 消 毒 液 5 大 桶 ，
500ml84 消毒液 300 瓶，5L 医用酒精 32
瓶，500ml医用酒精150瓶，以缓解相关
单位防疫物资短缺状况，助力邵阳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

爱心企业捐赠
助力疫情防控

这已经是第二十一个无休的夜晚。在中心
主任胡邵华、副主任肖善良的带领下，我们应急
办的同志每天奋战到凌晨一两点。每天21时，
当天最后一趟实验室结果出来，应急办的同志
们就立刻通知各县市区的联络员。

“✕✕✕，今天送样的标本✕✕✕是阳性，✕
✕✕是阴性。流调资料还没有传过来请尽快传上
来！”前期工作严格控制信息安全，只能通过电话

与传真传递。当一圈电话打完再到收集汇总所有
县市区的流调资料，已经接近深夜零点，但他们的
工作还没有结束，疫情数据上传才刚刚开始。

流调报告不仅需要两小时录入网络的个案
调查栏目中，还要两小时在预警系统处理提醒信
息，也要两小时创建突发事件并上传附件。与时
间赛跑的不仅有医护人员，控增量的防疫人员也
同样与时间赛跑。

新冠肺炎日报有了最真实的来源，风险评
估报告有了原始数据的积累，领导决策与管理
需要更多更精确的数据来支撑。不能出一点疏
忽。不能错一个字，不能错一个数，每份报告与
表格都是三名主力轮番核对三遍才上报。

应急办的团队没有轮休，没有调休，借着收
集数据偶尔的空当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闭眼就能
入睡。“我已经19天没见到儿子了。”提到儿子，
应急办马智泉话不多，声音却数度哽咽。

这些反应疫情晴雨表的一纸报表不知承载
了多少疾控人的辛勤与汗水。虽然救死扶伤的
殊荣里从不会有他们的名字，虽然白衣天使的
照片里也不会有他们的影子，但在这场战役中，
他们也是同样美丽的人。

同样美丽的人
邵阳市疾控中心应急办 刘喜云 (2月22日)

2月24日，在疑似病房连续工作了22天的伍
运筹被医院安排到一个宾馆里进行隔离，洗了一
个热水澡的他，踏踏实实睡了一整天。

伍运筹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
科主治医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他自告
奋勇让医院将他调到最前线。2 月 2 日，伍运
筹进入新冠病毒疑似病区工作，这一待就是
22 天的时间。

进入病房的第一天，他就接到了一名 70 岁
的患者，邓奶奶因发热前来该院就诊，CT显示患
者肺部被感染，第一次核酸检测为阴性。

伍运筹将邓奶奶收治住院，时刻关注着她的
病情变化，在24小时以后又一次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仍然是阴性。在第三次进行核酸检测后，结
果为阳性，确诊为新冠肺炎。

“因为在这里，所有的疑似患者都不能排

除已经被感染的风险，对每个病患都进行了隔
离治疗，确诊以后，就立即送往确诊病区。”伍
运筹说。

每次要进入病房之前，伍运筹都不敢吃太多
东西，不敢喝水，担心中途要上厕所。他说，这种
防护设备非常贵，而且资源非常紧缺，我们要把更
多的资源留给最前线的医务人员。

因为不能回家，伍运筹最挂念的就是家里的
妻子和8岁的女儿。

2月20日，当妻子将女儿写的一篇日记《我
的爸爸》发给他看时，他瞬间就哭了，孩子理解他
在一线跟病毒做斗争，也在后方默默给自己加
油，称等疫情结束，等爸爸回家。

伍运筹：在疑似病房的22天
邵阳日报记者 陈 星

▲邹小风（右一）和队员们为患者加油。
▲邹小风随身携带的包包上可观

看健康资料和健康小视频的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