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线面孔”再访记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0.3.18 星期三 责任编辑：马军/版面设计：张杰成 6

抗疫

张琪（左二）

与家人

张琪（左二）

与家人

本报“疫线面孔”中的张琪

还记得本报小时新闻“疫线面孔”中这张刷爆朋友圈的照片吗？照片中的主人公张琪，是

衢州常山县人民医院儿科的一名护士，90 后的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为这样的方式成为“网

红”。

看了报道后，著名诗人黄亚洲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诗。

“当时正好交接班，长时间连轴转有些累了，靠着门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没想到被护士长

给拍下来了。”疫情暴发后，张琪和科室另外 4 名同事一起，被抽调到常山县人民医院隔离病

房。近日，几个人已经结束隔离，重返儿科岗位。

脱下厚重隔离服的张琪，笑起来很甜：“我和那些摆脱病痛和恐惧的患者一样，现在感觉空

气都是甜的。”

还记得那位站着睡着的护士吗？她重返原工作岗位后——

第一件事：递交入党申请书

火线入党：

“我只是抗疫战线上
千万医护工作者中的一员”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张琪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写了入党申请书。

张琪的入党申请书内容节选：

我是张琪，大家对我的认识可能源于一

张靠着门框熟睡的抗疫护士（照片），是的，我

只是抗疫战线上千万医护工作者中的一员，

恰巧让毛水仙护士长抓拍到我。

我是一名90后，我们90后在大多数人的

眼里乏善可陈，但是从小我就希望自己是一

名党员。从非典、汶川地震、雪灾，这一桩一

件的事情中，或许别人看到的是我们国家的

多灾多难，但是我眼里只看到那成千上万的

党员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放弃任何一

个生命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

牲个人的一切，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

开拓，积极进取，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走向繁

荣富强。

“经过这次抗疫，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

转变，深受影响，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

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党员。”她对钱江晚报

记者说。

3 月 12 日，张琪接到了衢州市委组织部

“火线入党”的通知。

“能够在抗击疫情这场战斗中贡献一份

力量，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是一种荣誉，更是

一份激励，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非常感

谢组织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继续

努力，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她说。

只有亲身经历
才能真正体会那种艰辛和不易

从 1 月 26 日正式进入常山县人民医院

集中隔离治疗点，到3月4日“出山”，这38天

的抗“疫”经历令张琪一生难忘。

“一件防护服要穿几小时，一天下来不敢

喝水，因为上厕所穿脱不方便，每天长时间戴

着口罩感觉呼吸困难⋯⋯”张琪清晰地记得

在隔离病房的点点滴滴。

参加工作以来，这是张琪第一次参与这

样的救护工作。

初期，因为集中隔离治疗点主要负责收

治当地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疑似感染者，一

方面担心防护做得不到位，不小心被感染，另

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重大

疫情，心里不免有些心慌、紧张。

“刚进去的那两天确实有些紧张，总担心

自己做得不好。”张琪坦承。

张琪说，都是前辈们的细心指导，同事们

的热心帮助，患者们的贴心理解，让她有了信

心。“因为穿着防护服呼吸不方便，护目镜经

常会糊掉，好几次打针的时候看不清，同事们

就会来搭把手，心里很暖。”

在隔离病房，为了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患

者，防止感染，她和同事每天上班前都要穿上

厚重的三级防护隔离服，全副武装至少干满

4 个小时，轮流短暂休息几分钟又重新回到

岗位。连卫生间也不敢去，因为去一次卫生

间的代价太大：穿脱防护服至少需要 20 分

钟，需要全部更换防护用品。所以大家在上

班前都不敢吃一点东西，甚至喝一口水。每

次从病区出来，都被厚厚的防护服闷得汗流

浃背，头顶的汗珠滑过脸颊，湿透衣服，护目

镜也是层层水雾汇成了水滴。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体会到隔离

病房工作的不易和艰辛。她也越发理解了那

句话：“看似盔甲的防护服下面，多的是你看

不见的汗和泪。”

在集中隔离治疗点，张琪和同事的工作是

分秒不停细心呵护监测，每天查房、测体温、送

餐、工作始末消毒、处理感染垃圾等，还要安抚

留观人员的情绪，舒缓他们的压力。这种艰苦

的工作负荷和心理压力，对每个医护工作者的

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这一个多月里，我成长了很多，也让我

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更有信心了。”张琪笑着

说道。

脱下防护服回家
她一口气吃了5个妈妈烧的鸭头

卤鸭爪、鸭头，是张琪最爱的菜，尤其是

妈妈做的，那叫一个美味。

脱下隔离服生活恢复正常后，张琪终于

吃上了心心念念的“人间美味”。“在里面的时

候，特别想念这个味道。”她说。

时隔一个多月，一家人终于重聚。妈妈

像要迎接一位最重要的客人一样，提前备好

了食材，用心烹饪，等着女儿回来吃。

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幸福时光。

“吃得太爽了，我一下吃了 5 个鸭头，辣

翻了。”张琪说。

事实上，母亲苏菊仙也只是比女儿早 4

天回了家。

疫情发生时，苏菊仙也在医院工作，是常

山县人民医院内科二病区的一名护工。女儿

奔赴最前线的这段日子里，她也没有回家，选

择了留守在医院，照顾病人。“当时主要考虑

医院人手紧张，况且这种特殊时期我每天上

下班进出村子也不合适，所以就一直住在医

院里。”

苏菊仙说，那段时间里，她自己也很谨慎

小心，做好各项防护。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这对母女用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

在她们的背后，是一家人的全力支持与

理解。

“我不担心，我相信她们会照顾好自己

的，我支持她们。”张琪的父亲张长和成了妻

子与女儿背后的那个男人，一个人守着家，照

顾小女儿。

“经历这次的事情，我才发现姐姐比我

想象中的更勇敢、更坚强。”张琪的妹妹张

苏琪，是一名言语听觉康复技术专业的大

一学生。

她说，姐姐是一个很温柔、有些腼腆的

人，很爱家人。此次疫情，当得知姐姐主动

请战，要求前往最前线，她很感动。她说自

己一定要向姐姐看齐，努力学习，也成为像

姐姐这样有担当、对社会有贡献的新一代

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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