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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武汉！ 顾力实前来报到
|| 顾力实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升
级，1 月 23 日，疫情最为严重的
武汉封城！武汉人民以“封一座城，
护一国人”姿态向世界展现了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

关于疫情的新闻铺天盖地，亲朋
好友关心我健康状况的电话不断。作
为“90 后”新武汉人的我内心也十分
焦虑，在时刻关注自己身体状况的同
时，也一直在考虑能做点什么。

2 月 6 日晚，我所在的航空工业

武仪下属子公司中航环保接到泰康同
济（武汉）医院业主通知，告知武汉市
政府决定启用泰康同济（武汉）医院作
为接收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人的定点医
院，而我公司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承接该医院的污水处理项目。

作为技术负责人，我深知在短时
间内高品质完成项目肯定是很难的，因
为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才开工，春
节前施工量仅完成了不到一半，现在要
提前完成项目，困难重重。且不说我方
人员难以到位，更何况对方连土建等基
础工作都没有完成，更别谈其他的困

难………过了几日，公司又接到通知，
污水站一定要在 3 月中旬全部完成，这
比原有工期缩短了一半。

公司决定迎难而上！我明白，不是
万不得已，领导们不会这样决定，作为
一份子，我一面跟项目组的同事沟通交
流技术方案，一面申请返汉，等待着公
司的统一安排。

 2020 年 2 月 14 日，接到公司电话，
我可以返汉参加建设工作。内心承受巨
大压力的同时，也有一份小确喜。早有
心理准备的我，马上打点行装，准备返
汉。

我 最 初 的 返 汉 计 划
是在沈阳仙桃机场坐飞机
至郑州，再从郑州坐高铁
至 武 汉。 可 是，2020 年
2 月 16 日 一 早， 我 却 收
到短信，被告知沈阳仙桃
机场坐飞机至郑州飞机停
飞，当时我那个急呀。稍
作平静后，我想，无论如
何我必须得回去，公司需
要我，我的小伙伴们还在
一线抢工期，他们更需要
我的技术支持。想到这，
我 马 上 重 新 制 定 返 汉 计

划，立刻搜索所有能让我最快回汉的机
场航班、铁路路线，最终确定从大连周
水子机场乘坐航班飞邯郸，再从邯郸坐
高铁至武汉。

向父母说明了我将返汉工作的情
况，父母知道武汉疫情严重，但是想到
我是去帮助一线病人和医护人员完善医
院功能时，他们也支持我返汉工作，并
叮嘱我注意防护。

2020 年 2 月 18 日凌晨 5 点，我带
着家人的叮嘱，看着母亲眼里担忧和不
舍，终于踏上了“逆行”的路。然而，
我的“抗疫囧途”才刚刚开始。

到达机场后的安检、登机，可谓是”
过五关、斩六将”，我经历到了有史以
来最多的安检，还好我成功到达邯郸机
场。可一到机场，就被机场管理人员拦
下，原因是武汉身份证的人需要调查核
实才能离开。

我被带到了机场临时隔离区先待
着。这个临时隔离点是个室外帐篷，又
冷又饿，内心焦急苦闷，情绪有些受影
响，幸好有同事们不停地电话、微信给
我安慰打气。调整情绪后，我上前和机
场工作人员说明我是从辽宁出发回武
汉，之前已居家隔离 30 多天，已经过
了病毒发病期，身体状态良好。同时，

也第一时间向公司领导汇报此情况，公
司邹总第一时间与对方取得联系，说明
情况，协调处理办法，机场工作人员与
我一一审核确认，之后 4 个多小时里再
也没有其他人对我进行盘问了。

经过公司领导、泰康同济医院、防
疫指挥部等多方协调，我终于能离开机
场了，邯郸市冀南新区政府还派“120”
专车接送我去邯郸高铁站，这是我目前
坐的最高级的“专车”。当“专车”停
下后，送我的工作人员说 ：“高铁站了，
可以顺利进站，保重！”

在高铁座位上，我冷静下来，回想
邯郸市的种种境遇，限行、机场隔离、

“专车”相送，也是疫情防控的严谨态度，
我想返汉工作，我也要以这种认真谨慎
的态度进行。

下了高铁，同为“逆行者”的同
事叶强早已驱车在车站出站口等我。我
问他，是如何征得妻子及父母同意返汉
的？他说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
的使命，等我们老之将至时，总要有值
得回味的事呀！”

也许这就是我们“90 后”对人生
意义的诠释吧，我们不一定会是英雄，
但我们对得起自己的“初心”。

你好，武汉！顾力实前来报到！

战“疫”满月这一天
|| 李亚敏

时间过得真快，2020 年 2 月 22
日，是武汉疫情暴发，封城禁足整整
一个月的日子。居家隔离的 30 个日
日夜夜，内心深处的恐慌，每时每
刻的煎熬，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
才能承受生命之重。这一天，也是接
母亲来我家过年小住整整 30 天，我
居家取材，准备包顿饺子，也算是
庆祝平安健康度过的战“疫”满月吧。

一大早，妈妈起床后就在我身
边喊疼。这种医生也毫无办法的疼
痛，我们姐妹三人听了快三年了。
由最初的心疼到今天的无奈，甚至
恐惧与麻木，这种负重的体验，如
影随形，压在姐妹三人的心头，提
醒着我们妈妈的痛苦、伺候母亲的
不易。家里几近断粮，早餐将仅剩
的一个鸡蛋打到她的面条里，端上
餐桌，她却一脸痛苦，没有食欲！
我只好强打精神，与她玩互动游戏，
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   

中午，做了面疙瘩汤，她又不吃；
过后，又下豆什，才吃了些，一边吃，
一边喊疼……我只有用内心强力承
受着亲人病痛折磨带来的无力感，
祈祷无能为力的疼痛快些减轻过去。

中午是最难熬的时候，感觉非
常疲惫，真想躺一下。可餐桌上一
大堆食材，早上准备的一堆面团，
一堆肉馅，一堆菜团，都等我把它
们捏拢一起，晩餐还指望着它们改
善一下全家的伙食，提升一家老小
的幸福感。

越是困难的日子，越是要有乐

观坚强的心态 ；越是难熬的时候，
越要坚忍坚守的耐力。加油，我给
自己打气，学做一世优雅的“郭婉
莹”，身处困境，也要用劳动塑造体
形，用音乐冲淡疲惫的来袭。

包完两盘饺子时，已是下午四
点钟，儿子科科学习完过来了，妈
妈精神也好些了，妈妈开始将面团
揪成小团团，儿子在擀面皮，我包馅，
有了他俩的帮忙，后面三盘的速度
就快多了。

五点差十分，五盘饺子终于包
好了，应该有 100 个左右。馅正好
用完，面只多了一点儿，很完美。

华灯初上，黄昏时分，当热气
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时，生活又热
烈起来，妈妈开心地笑了。大家在
轻松愉悦的气氛中享用饺子，感受
家的温暖，感受幸福的味道。作为
身处武汉疫区的我们，更珍惜这幸
福的味道。

生活真是最好的老师，它教会
我们，何时何地，坚持必胜，永不
放弃的信念，才能帮你渡过难关。

走过了居家战“疫”的 30 天，
走过了寒冬的肆虐，从心底里感到，
相爱真甜，活着真好，付出真心，
收获幸福。

夜幕降临，我照常为妈妈献舞
一曲，看到她按节奏挥动双手，配
合我韵律的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
辛苦，都不算什么。

 夜深了，写完记录的文字，才
觉浑身酸胀，但心满意足，我知道
旭日明天会照常升起，希望疫情快
点结束。

星夜兼程保复工
|| 赵俊

距离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2 月 10 复工日已经
很近了，但天津所区复工所需的口罩还没有着
落。直升机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紧急商议，决
定安排专人从景德镇所区运送一批口罩和防疫
物资到天津，以解燃眉之急。综合管理部小车
队何剑飞和武装保卫部冯同明，都有多年的驾
车经验，性格沉稳细致，多次合作完成过运输
任务。两个部门领导一合计，决定派出这对“同
飞”搭档负责这项重要任务。

“老实说，早上接到电话时第一反应还是有
点怵，家人也有点不情愿。但转念一想，没有
口罩所里怎么开工。职责所在，组织需要的时
候就得顶上来嘛。”冯同明说。经常出车的何剑
飞则在准备得差不多后才告诉爱人自己要去趟
天津，细心的他还特别叮嘱儿子，不要告诉奶奶，
怕老人担心。

考虑路上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任务又较为
紧急，两人决定当晚出发，连夜赶路。高速上会
是什么情况？服务区开不开？路上堵不堵？检
查多不多？万一到了天津高速下不来怎么办？
两人一边收拾准备，一边考虑着路上可能会遇
到的状况。2 月 9 日 20 时 40 分，在做好充足
的防疫和审批准备后，何剑飞和冯同明载着满
满的防疫物资，在夜色笼罩下驶出了景德镇所
区，向着 1300 公里外的天津进发。

上高速时，景德镇的交警询问了有关情况
后即予以放行，并再三提醒 ：出去可以，再进
来不一定能放行。这让冯同明和何剑飞的心里
略有担心。高速上，除了偶尔经过的货车，私
家车几乎看不到，像是进了无人区，空空荡荡的。
冯同明和何剑飞一路疾驰，心里越开越怵。

后半夜时，在安徽境内高速上起了大雾，
能见度不超过 20 米。冯同明和何剑飞一直打着
双闪，把车速放慢，死死地盯紧前方，不敢有
丝毫松懈。夜越来越深，很久才能看到一两辆车，
大雾仍然没有要退去的样子，数个小时的驾驶
让两人都有些疲乏。凌晨 4 时，他们不得不把
车停进服务区，并抓紧在车上休息。

天蒙蒙亮，大雾渐退，两人经过休整后再
次上路。此时，路上依然没有什么车，但两人
已不再像开夜车时那么紧张，边聊边走，速度
也慢慢提了上来。何剑飞说，“路太空，有点像
在高原开车的感觉，看到来一辆车都很亲切。”
一路北上，路上多处电子屏提示前方路口不能
驶离高速，这让两人又有些担忧，能否顺利在
天津下高速？临近天津，冯同明收到了同事发
来的信息，提醒他们提前报备个人和车辆信息，
凭二维码在天津下高速。有同事在后方提供指
导，让二人踏实了许多。临近高速空港经济区
出口，在向交警出示了提前填写的信息，测量
体温一切正常后，栏杆抬起，顺利通过！何剑
飞和冯同明相视一笑，心中大石落下。

2 月 10 日 15 时 20 分，载着防疫物资的车
辆驶入天津所区的大门，接收物资的工作人员已
在门口等候。在停车卸货半个多小时里，翻翻手
机上的新闻，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顺利完成任务
的冯同明和何剑飞心里也惦记着家人，留在天津
休整需要隔离 14 天，这期间少不得辛苦保障部
门的同事。两人商量，考虑一鼓作气返回景德镇。
在得到领导的同意后，稍作补给即踏上了返程。

路上依然车辆稀少，但二人心中已经轻松
很多，一路顺利疾驰向南。回到所里，两人分别
向部门报告了情况，把车归还，向社区做好报备。
2 月 11 日正午，在离家 40 小时后，冯同明和
何剑飞回到各自的家中，在进行了全身消毒和
清洗后，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冯同明说，
自己一口气吃了三大碗，然后饱饱地睡了一下
午。何剑飞在吃过中饭稍作休息后，拿起电话
打给了母亲，调皮的儿子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
老人家很担心，他要去安抚下。

2 月 17 日，经过充分筹划和审批，直升机
所天津所区正式复工，首批 107 名复工人员戴
着冯同明和何剑飞运送来的口罩，安心地投入
了工作，40 小时一路的辛劳也成为疫情期间难
忘的记忆。

惊险！医护上演“生死营救”
|| 王金林

2 月 6 日，北京下着鹅毛大雪， 新冠疫情防
控正处攻坚阶段。

早晨 6 时 53 分，中国航发航材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围产保健负责人崔红接到
中国航发航材院社区一位孕妇家属的紧急求救
电话 ：

“孕妇要生了，可怎么办？”她感受到电话
那端的急切与无助。

“赶快送妇产医院。”崔红毫不犹豫地回答
道。

“来不及了，快生了。”孕妇丈夫焦急地说道。
“赶紧做好去妇产医院的准备，我马上到。”

崔红放下电话立即联系了海淀妇幼保健院医师
李丹丹，并且立即在航材院中心工作群里汇报
了这个情况。此时，窗外的大雪正飘着，路上
积雪很厚，但航材院保运中心支部书记王金林、
预防保健科韩艳华主任和崔红组成了三人应急
处理小组，携带出诊箱、缝合包、消毒液和无
菌器械等，一路奔跑着赶到了孕妇家中，孕妇

和家属看到这么多医护人员到现场，着急无措
的情绪缓解了一些。

看到孩子顺利娩出，情况较好，皮肤红润，
哭声洪亮。询问产妇情况也比较好，胎盘未娩
出，除了感到有点疼外，没有明显不适。随即
韩主任和崔红密切配合用外科缝合线结扎脐带，
果断断脐，再次查看新生儿，情况好。立即给
产妇测量血压 123/77mmHg，心率 83 次 / 分，
做腹部按摩，但胎盘仍没有娩出。

随后救护车赶到，为确保孕妇与新生儿的
安全，崔红抱着新生儿陪同产妇家人，一起把
产妇和新生儿安全护送到海淀妇幼保健院分娩
室，接受进一步治疗与观察。

因事情紧急，产妇家属都没来得及付出车
费，是崔红替产妇付了救护车的出车费。中午
12 点产妇家属给崔红打来电话，告知产妇及新
生儿一切都很好，留在海淀妇幼保健院住院观
察，同时代表全家对航材院中心、崔红、韩主
任及医院领导表示感谢。

正是平时从一点一滴做起，对自己严格要
求，心系百姓，勤于敬业，航材院中心的医务
人员才能在患者、居民需要之时不顾个人冷暖
与安危冲上前去。

“你们是孩子来到世界上第一次看到的充满
爱的眼睛，你们是雪天迎接她匆匆到来的天使，
你们是大疫当前保护她们全家免受侵袭的屏障。
你们处乱不惊沉着应对，你们医术娴熟有条不
紊。再一次为你们而骄傲！”航材院保运中心
党总支书记高振清称赞道。

航材院中心负责人原春青说，小社区大作
为，这就是社区全科医生的担当。作为社区居
民的健康“守门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
全科医生发挥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坚守岗位，
积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真正起到了居民健康
守护神的作用。

我的复工返程路
|| 张海斌

 
凶猛袭来的新冠疫情叩响了新年的大门，

平常年头，该工作的早已经走了，该上学的
也都该踏上旅程了。而我本来 2 月 2 日的返
程计划，随着航班的取消、酒店的劝退和村
支部的通知，我第一次退了票。

2 月 5 日一大早，公司通知复工，收到
消息的我先是愣了一会，然后赶忙搜索返程
的办法 ：航班没有，甚至连机场附近的酒店
都全部停业了，只能定了 2 月 9 日的高铁。

然而，两天时间也没有找到出村子的车，
没办法我爸只能借了叔叔的摩托车带我出村，
我妈也坚持要送我到村口。到了村口，两根
腰粗的木头横在路口，村支部的工作人员急
忙迎了上来，说明情况之后，放行。大概走
了 40 分钟，到了第一个防疫站点，一个看着
我和年纪差不多大的志愿者告诉我要去镇上
开证明才可以通行。交涉了一番，爸爸说话

语气有些急躁，我拍了拍老爸的肩膀拉着他
的胳膊往回走，走了没几步，那个志愿者喊
了一声跑过来告诉我，现在就算有证明也出
不去，具体什么时间放行也说不好。

就这样我第二次将返程的票退掉了。隔
了几天，公司通知宝鸡不让外地员工返回，
于是复工日期又变得遥遥无期，这一次心中
的焦急多半是工作原因，单位已经复工了，
各项工作本应按计划开展起来，而现在因为
我无法复工，一些工作只能搁置，想着诸多
工作因为我拖了节点，甚至给领导同事带来
额外的负担，心中便徒增几分焦虑和无奈。

返程

2 月 16 日早晨再次收到复工通知的时候，
心里就更镇定一些。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一下午的时间，我妈四处帮我找口罩，爸爸
则千方百计地咨询过关手续，而我只能紧盯
着车票和机票的信息，一下午的时间除了确
定了到镇上开证明的流程，其他都没有确定。

第二天中午，好像一下子事情变得顺利
了起来，口罩的和车的事情都有了着落。当
天下午我和爸爸到村支部开好了证明。18 日
一大早乘着村里统一出去买菜的车到镇上，
辗转了防疫中心、镇中心医院和镇政府，终
于将出行证明开好了，我也安心地定下了 2
月 20 日前往沈阳的火车票和 2 月 21 日的机
票。

临别之日，妈妈一大早就起来准备早饭，
将家里所有的青菜都炒了，氤氲的烟火气息
中夹杂着她的唠叨。吃完饭，“唠叨大军”又
增加了我爸，也不知道唠叨到哪里时，接我

的车到了。有了证明，一路畅通，过了村口
的和通往市里的三道关卡，一路登记、查口罩、
测体温，终于到了火车站。原本喧闹的火车
站，此刻异常安静，候车室明明有很多空位，
却在四周站着不少的人。

上了火车才发现车票是隔着位置出售的，
大家也颇有默契地排队去洗手，早早地躺下
休息了，一路睡到沈阳。凌晨的沈阳站稀廖
的人们都行色匆匆，我也低着头搭车到了酒
店。

到了酒店，酒店的防范规格比我想象中
的高很多，无接触查验身份证，独立消毒室，
配发洗手液和防疫手册，经过一轮“洗礼”后，
终于可以躺下休息。

第二天早上，网约车准时到达，没想到
上车之前司机还给我的行李和衣服消了毒，
让我安心了许多。机场候机的人们更是让我
惊掉了下巴，有带着防毒面具的、有穿着防
护服的、甚至真的见到了用矿泉水瓶做防护
面具的。飞机上，空姐每隔一会就来检查有
没有摘掉口罩的，广播中也不停地提醒带好
口罩，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快到西安时，每
人填写了纸质和电子的登记卡。

落地开机，手机里弹出一串信息，爸妈的、
女朋友的、领导同事的，还有西安移动通信
公司的，那一刻心中只有安心。

抵达

还没出机场，公司安排的专车司机就打
来了电话，浓厚的陕西话竟然让我这个东北
人倍感亲切。将近三个小时的路程，一共过
了三个防疫站点，依然是“标配”的查证明、

查口罩、测体温。当看到单位门口的那一刻，
心里的石头算是终于落地了。门口的工作人
员按照流程给我测了体温，登记了几个表格，
说了一句“欢迎回来”。

快到宿舍门口时，远远地看到了部门领
导、工会主席，还有三四个工作人员等着我，
我向他们招招手，心里暖洋洋的。工作人员
给我发了留观告知书和温度计、口罩和隔离
期间的食品，并且嘱咐了隔离的注意事项。

晚上躺在自己的床上，闭上眼回想自己
返程这一路，虽然有些坎坷和不安，但感觉
始终有温暖在身边。

拿起手机看到疫情已经有了好转，我突
然又想到一个个站在防疫关卡的警察和志愿
者，想到那些奋战在防疫第一线的各行各业
的人，他们远离了亲人，他们错过了新年，
他们甚至付出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