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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

本报讯 昨天下午，33 岁的贺新森（化名）出院了。当初

刚从昏迷中醒来的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家。如今，他终

于可以回家了。

贺新森的回家之路走得太不容易：他是荆门首例使用

ECMO 的新冠肺炎患者；他入院治疗近两个月，在新冠 ICU

内长达 35 天；他数次命悬一线；他也是浙江援鄂医疗队治愈

出院的首例ECMO患者。

1月19日，贺新森放假回到荆门老家。回家之后，贺新森一

直在做志愿者，直到1月24日，出现高热、咳嗽等发病症状。

3 天后，确诊的贺新森住院，最初被就近收治到一家医

院，因为氧饱和度一直非常差，之后被紧急转运到荆门市第

一医院，相继使用了鼻导管高流量补氧、无创呼吸机给氧，但

依旧无法维持氧饱和度。

他的肺部很快就成了“大白肺”，面临多脏器衰竭。

“2 月 3 日那天，医院让我签儿子的病危通知书。”贺新森

的父亲贺勇说。

第二天，贺新森就上了ECMO，人陷入了昏迷。

2 月 12 日，浙江省首批支援荆门（重症）医疗队、来自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35位医务工作者抵达荆门。

2 月 18 日，贺新森从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一间

病房内转入医疗队24小时内改建出来的新冠ICU病房。

对贺新森这样的患者来说，新冠ICU病房是一道希望之门。

贺新森所在的病房与新冠ICU病房，分布在相邻的两幢楼

内。虽然直线距离只有短短的100米，但转运体重近100公斤的

贺新森的计划却整整筹备了四天，数次演练。所幸，一切顺利。

ECMO的治疗常常合并着出血等各种风险，医疗队在呼吸

管理、激素、抗感染药物、优化液体管理等整体治疗后，贺新森的

呼吸开始明显改善，3天后再次评估，已达到撤除ECMO指征。

2 月 20 日，邵逸夫医院援助荆门医疗队首次向杭州总院

发起远程会诊，在前后方专家给出意见后，医疗队为贺新森

撤掉了ECMO。

3 月 6 日，他开始接受渐进性康复治疗；3 月 7 日，他能够

进食吃饭了；3 月 12 日，他可以独立坐起来了；3 月 15 日，他

终于能下地行走⋯⋯

如今，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13 楼的新冠 ICU

内，还剩 4 例新冠肺炎患者。随着 ICU 内越来越多的病人治

愈出院，邵逸夫医院援助荆门医疗队也即将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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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援鄂医疗队首例治愈出院的ECMO患者

在ICU里与死神搏斗35天

已经没有星期几的概念了

回家住之后，向芳的生活好像回到了正轨，上班、回家；好

像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依旧守着生产线上的机器，看着一

层层具有阻水、过滤、吸水的无纺布，经过超声波焊接，逐渐有

了口罩的模样。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没有星期几的概念了。”向芳说，原

来有周末，现在已经连着上了两个月的班。

从年前公司年会那天以后，她没有休息过一天，只有除夕

放了半天假，回家吃了一顿团圆饭。偶尔，她还需要加班到半

夜11点。

3月19日那天，向芳接到通知，这天开始，她所在的生产线

24小时开工，她作为老员工，需要上夜班，因为有一批新人要带。

连着工作这么多天，累吗？累的。但一想到多做些口罩，

抗疫一线那些最可爱的医生、护士们就能多一些保障，向芳就

觉得，这点辛苦，太值得了。

3 月 20 日开始，向芳的工作时间变成了晚上 8 点到第二

天早上7点。

“不知道能不能适应，昼夜颠倒应该还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吧。”不过向芳坦然接受了这个安排，“我是老员工了，现在上

夜班的有一部分是新招进来的员工，需要老员工带一下。”这

段时间，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职业变得更加有意义，虽然辛苦，

依旧愿意坚守在口罩生产的第一线。

带孩子吃顿大餐，是她的小心愿

大多数时候，向芳晚上9点下班，到家后小儿子会缠着自

己下一盘象棋，然后心满意足地去休息。

“其实还是有些愧疚的，基本上没有时间管孩子。”每天早

上，向芳 7 点钟出门，这时候女儿已经开始晨读，儿子还没有

起床，接下来两个孩子一天都是网课。

生活上，向芳很感激公公婆婆对孩子们的照顾，“多亏了

他们，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要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们爸爸工作也很忙。”

毕竟老人管不了孩子的学习，向芳只能在上班间隙，抽空

给孩子们打个卡、交个作业。

让她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很乖巧，知道爸爸妈妈工作忙，

一般都会很自觉地写完作业，不需要操太多心。

“接下来一两个月应该还是会很忙吧？”向芳说，自己没有

考虑太多，不过她做好了再坚持一下的准备。

“今年长时间的放假估计是没有指望了，而且这么忙，也

开不了口请假。”向芳说，不过她还是希望快一点恢复正常，她

有个小小的心愿，能够放一天假，带着两个孩子出门吃一顿大

餐，“两个小的都是吃货。”

提到孩子，向芳的语气里，有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复杂情

感，带点愧疚、宠溺，和那个一脸认真站在机器前，争分夺秒做

口罩的女工，有些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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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是向芳近两个月来第一次白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她是建德市朝美日化口罩生

产线上的一名女工，1月20日开始，她每天都守在生产线上，未曾停下来过。这天网课间隙，已

经“白加黑”的她，稍微休息了一会之后，带着孩子们看了眼家门口的春色。

过去的两个月里，每个白天，她都与车间机器里超声波切割原材料产生的尖锐声响、“咔

哒咔哒”的缝纫机声、仓库偶尔还有运货车进进出出的摩擦声相伴。

不知不觉，原来春天已经来了。口罩下的向芳笑得有些甜，小朋友举起手机，拍下了妈妈

美美的照片。小朋友很开心，就如2月17日21点多，向芳结束工厂和酒店两点一线的生活，

终于回家的那一天一样。那天晚上，14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突然看到妈妈回家，激动得从

床上跳了起来，一下子冲进妈妈怀里。

整整两个月，她每天都守在生产线上

“口罩”女工想有一天假期
陪孩子吃大餐

向芳向芳

建德市朝美日化员工

从年三十至今

坚守口罩生产一线已有二十多天

你从未见过如此严肃的老板

疫情严重，口罩紧缺，都加班吧

戴着口罩做口罩，又累又闷

你守着机器，连续十几个小时

一天加工3万个口罩

每个口罩

对别人都是一份心安

你说，以前工作只是谋生

现在觉得有些神圣

和医护人员一样

你也是天使，只是没穿白衣

本报记者 徐洁/诗

口罩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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