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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我没见过，
不过我见过凌晨三点钟的济南。”为了微课中
有清晰纯净的音质，他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夜
晚起床录音。有一次，孩子起床告诉他，刚才有
一句挺长的话，他录了21遍。他就是人民教师
田明。为了响应“停课不停学”，田明老师在录
制微课的过程中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一个细
节，从教师变成了专业“主播”。

送菜司机老于从大年初二就上岗了，他的
一天是从凌晨四点开始的，忙的时候一天能工
作到16个小时。疫情期间，超市、菜市场受影响
很大，为了让老百姓吃上新鲜的蔬菜水果，他
必须早上去蔬菜基地进货，团队6人上午要完
成所有分拣工作，下午老于就要把这些蔬菜水
果送到老百姓手中。当夜幕降临，热腾腾的饭
菜端上老百姓的饭桌时，老于正骑着自行车赶
回家。

仓库租金不减，但是疫情期间桶水订单量
却减了一半，这是送水工刘保胜发愁的事情。
原先一车可以拉七八桶水，挨家挨户送到门
口，现在只能送到小区门口，通知每一户来取
水，有时候为了方便女业主取水，他还把小推
车借给她们用，这就大大拉长了等待的时间。
这期间雇不到人，刘保胜的妻子也成了送水
工，儿子无人照看的时候自己就在仓库学习玩
耍。生活的担子和责任落在刘保胜肩上，然而
儿子的懂事，妻子的支持，都让他充满干劲。

拿起剪刀，刘伟又恢复到最自信的样子。
刘伟就是频上热搜的“Tony老师”。去年，刘伟
自主创业了一家理发店，每天顾客五六十人，
经营状况一直不错，他也对自己的理发店充满
信心。然而疫情发生，理发店无法营业，员工无
法返回，生意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收入他也
会焦虑，尤其是被头发闹心的顾客联系他时，
他也很无奈。让他欣慰的是，3月2日复工了。从
那时开始，顾客逐渐增多。他说，“我希望每一
个济南人都拥有美美的发型，精精神神地生
活，一起战胜疫情”。

张大姐是菜鸟驿站的工作人员，也是小区
居民熟悉的热心邻居。疫情发生后，很多店铺
暂停营业，网上购物极大地弥补了人们的生活
所需。而张大姐就承担起了桥梁的作用，做好
消杀工作，及时地将快件分发到主人手中。

药店工作人员刘丽娜，有时也会害怕，家
人也会担心，但是疫情期间一直没有休息，紧
张的时候还需要加班。工作也不仅仅是简单地
抓药，还要给顾客测量体温，进行心理安慰，快
递发药，遇到不被顾客理解的时候还要耐心解
释，其中的辛酸与辛苦，需要有人分享。

……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们原本平静有序

的生活，同时也见证了伟大，不论是逆行而上
的白衣战士，还是撑起城市运转的快递小哥、
货车司机、电力工
人……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疫中，
没有人能置身事
外。包括你我在内
的普通人，都在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 李静

过去的一段日子，注定将成为所有人无法忘却的时光。往日惯常的繁华景物、喧闹氛围，仿佛突然间暂停。但在大家的的内心之
中，却自有一片风雷激荡的天地。我们看见，崇高从平凡中拔地而起；一些人奋力向前，以莫大的勇敢战胜本能的恐惧惧；更多的人用
身体筑起高墙，带来宽慰，传递温暖。

信念的洪流，始于每一个水滴的坚定。被传统文化深深浸染的齐鲁大地，在此次反击疫情的战役中，再次谱写了一曲曲曲动人的
凡人之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所有人都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信念，在一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天，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特别策划“战疫英雄传”，以此致敬由每一个不平凡的“你”构成的“我们”。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聪聪

48岁护士长请缨
驰援湖北黄冈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2020年
的春节有些不一样。

大年初一，山东省第一批援助湖
北医疗队从济南出发，奔赴湖北黄冈。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重症
医学一科护士长丁敏，担任医疗队副
队长、重症护理组组长。

在省立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护士长
白雪看来，丁敏的出征，是意料之外，
又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是因为“丁
老师”已经48岁，体力和精力定不如年
轻人；意料之中，是因为他们对“丁老
师”太了解。

关键时刻，“丁老师”肯定会去。
岁月也许会带走如花的年华，但

时光不会辜负那些努力和付出。有着
29年ICU工作经验的丁敏，很早就嗅
到了新冠肺炎的不同寻常。

1月23日晚，看到上海有医疗队奔
赴武汉的消息后，次日一早她就向医
院护理部主任请缨：我志愿加入到与
新冠肺炎斗争的队伍中去！

消息很快传来，山东省第一批援
助湖北医疗队，丁敏入选。

即将冲到前线和同行们并肩作战，
因为那份义无反顾的使命感，丁敏的心
坚定而从容。只是，想到年迈的父母，她
收拾行李的手，在半空里停顿了几秒。

该如何告知他们呢？丁敏有些迟疑。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81岁的母亲

藏起所有担心与不舍，“我们支持你，
你就应该去！”

空荡荡病区里
24小时建成ICU

临近1月26日零时，飞机落地武
汉，丁敏当时没想到，深夜乘坐大巴车
去往黄冈的那两个小时，会是她接下
来一个月里最轻松的时刻。

当时，黄冈确诊人数不断增加且
持续高位，山东医疗队到达之前，城区
还没有符合条件的传染病医院能有效

地收治病人。
大战已至。
1月27日选址原定5月份启用的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1月28日就要开始
收治病人。面对一个空荡荡的病区，摆
在山东医疗队面前的筹建时间，不到
24小时。

说干就干。打扫卫生、清洗消毒、
安置床位、开辟病房、仪器安装调试，
梳理相应管理、操作、运转流程……从
1月27日19时30分进场，到1月28日晚，
一个12张床位、初步达到收治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的监护室建成。

1月28日23时，丁敏告诉记者，再
有十多分钟，他们将迎来第一例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那一夜，他们身着厚厚
的防护服，忙到天光大亮……

为了规范科室工作，保证物品供
应，已经连续工作22个小时的丁敏在
睡了3个小时后又出现在岗位上，她带
领重症组人员搭建了耗材库、设备间、
药库。没有置物架，就将3个周转箱摞
在一起，把近40种、6000多件物品一个
一个搬运到隔离区，分类放置、标识；
所有仪器设备定点放置、备用；常用药
品一样一样梳理，搭建小型药库……

面对最危险的情况
总是第一个冲上去

尚未完工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面临着设备不齐、耗材不全等一
系列难题。条件不够，智慧来凑，丁
敏自己动手改良了气管切开患者密
闭式吸痰管、电动一次性吸引装置，
带领重症护理组改良了双通路吸氧
装置、简易呼吸阻力训练器、可调节
胃管等物品，大大提高了重症患者
救治的效率和质量。

这是黄冈第一个收治重症患者
的ICU，山东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
疗队重症组收治的所有患者中，几
乎都是当地最重的病人。带着敢打
硬拼的队友，即便是面对最累最危
险的情况，丁敏总是第一个冲上去。

污染区里，每天都能见到她忙
碌的身影，气道管理、仪器调节、护
理质控，跟患者沟通，环境消杀、物
品整理、倾倒垃圾……

护士董艳艳曾问，“护士长，你
都快50岁的人了，怎么精力比我们
还旺盛？”

其实，她也不是不累，黑眼圈揭
示了她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的事实。
只是，她心里有股劲儿：因为我有责
任，不是不放心，而是我在这里，大
家心就稳了。

“我只能将所有的工作做到最
前面，才能找到工作的正确方向。”
丁敏说，她是护士，是战士，更是团
队守护者。

这样的多重“身份”也让她充
分发挥个人经验、管理的优势，并
摸索出了特殊条件下的管理模式。
同时，她撰写的新冠肺炎重型患者
护理常规及护理工作流程职责，已
编入山东援助湖北工作经验手册，
为其他医疗队及当地留下了宝贵
经验。

与此同时，面对感染风险大、休
息时间不足、工作强度难度大等问
题，坚持不让护士带病上岗、保障生
理期适当休息的丁敏会为大家录制
问候视频、为护士庆祝生日、帮生病
队员买药，也会注重观察组员和患
者的细微变化，必要时通过电话访
谈、直面谈话等多重方式进行疏导。
因此，除了护士、战士、团队守护者，
丁敏又有了一个称号：队员和患者
的“知心大姐”。

战疫生活曲
有你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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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大家心就稳了
驰援湖北的丁敏是同事和患者眼中不知疲倦的“知心大姐”

一瘸一拐地从隔离区出来，
防护服下的衣服湿透后凉凉地
贴在身上，丁敏却发自内心地踏
实。

暂别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一号楼四楼西区休整6天后，丁
敏再赴战场。无论是空气中弥漫
的消毒水的味道，还是各种生命
监测仪器不断地发出的“滴滴”
声，她都分外熟悉。

偶尔，思绪也会穿梭回到她
随山东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开辟的那个重症病区，回到病
区门口那条象征警戒线的红绳
被解开的2月24日：那一天，从山
东济南到湖北黄冈，30天的战疫
时光，被永远封存在了她的记忆
里。

丁敏和患者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送菜司机老于凌晨4点就起来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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