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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抗疫精神 践行医者使命 

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

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 亿中国人民携手同心，从迅即应对突发疫情，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到本

土每日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至个位数，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成果，再到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中国走出艰

难时刻，这是举国上下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集体记忆。 

这也是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不负使命的全景记录。54 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

相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毅然奔赴前线。他们以对人民

的赤诚和对生命的敬佑，争分夺秒，连续作战,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挽救了一

个又一个垂危生命,诠释了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2020 年 9 月 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发布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等 10个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授

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 

逆行武汉，无畏凶险 

没有人生而英勇，只是选择了无畏。 

2020年 1月，严冬肃杀,武汉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得知家乡有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刘敬伟坐不住了。“我是土生土长

的武汉人，这时候不回去,叫什么武汉人!”他再三请战，如愿加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一支由 135 人组成的逆

行之师。 

抵汉后，刘敬伟用乡音鼓励老乡:“莫得事情,都会好起来!”这句话,仿佛厚重有力的双手搀扶起虚弱无力的患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光杰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对于儿子驰援武汉，他支持，“去吧，武汉人民需要你!” 

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王光杰浏览着手机里翻拍自 17年前的老照片。照片里，儿时的王光杰身着宽大的防护服，围着口罩，

额头上顶着护目镜，尽显天真。“那时我还小,很好奇也很骄傲,穿上我爸抗击'非典'时穿过的防护服，拍了这张照片。”王光

杰感慨万千。转眼间 17年过去，照片里的小男孩长大了，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医生，也像父亲一样毅然奔赴疫情前线。这不仅

是父子血脉情深,更是医者使命相承。 

北京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也有一老一少巾帼女将。61岁的孙铁英是该医疗队最年长者,曾征战于抗击“非典”和禽流感一线,

再次直面疫情，她目光坚毅:“我是一名老兵,带领年轻医护人员冲在一线义不容辞!”23岁的鲁寒是该医疗队最年少者，当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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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去前线,你怕吗”，她用“不怕，换个地方工作而已”，将此次出征轻描淡写。他们以家国情赤子心，诠释了医者的热血担

当。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千里驰援，更是一次万人请战的无畏逆行。接到组建援鄂抗疫医疗队指令后，中日友好医院仅 2 天时

间就有 2000余名医务人员报名参战。 

北京协和医院首批援鄂抗疫医疗队飞抵武汉后，从无到有两度改建病房。由该医疗队牵头建设的重症病房在 48小时内改造

完成，并于当晚收治 18名患者。 

家人不能相伴左右，谁来帮助患者重建战胜疾病的信心？疫情之初，无声的恐惧充斥在隔离病房。为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援鄂抗疫医疗队护理团队手绘暖心卡片,把人文关怀带入隔离病房。“不要害怕，相信我们！”“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一

张张载满爱的小卡片被送至患者手中，将一缕“暖阳”洒向了隔离病房。 

危急时刻，这支由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6

家医院组成的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发挥国家队优势和力量,深入一线开展临床会诊及救治,承担起最要紧、最关键、最难啃的

“硬骨头”，建立起多项精准诊疗制度,累计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 625名。 

去重症病区，直面生死 

疫情突发导致武汉市医疗资源出现挤兑。针对疫情初期患者数量激增与床位资源不足的突出矛盾，国家集中资源和力量在

武汉市建设扩充重症定点医院和救治床位，将全部重症、危重症患者集中到综合实力最强且具备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收治条件的

综合医院,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开展救治。 

胶着之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火速组建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分 3批次，共 175人,整建制接管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和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多个重症病区。 

2020 年 2 月 6 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队员倪忠负责的一名患者病情危重，急需气管插管行有创通气救

治。医生为患者插管时须穿戴正压头套，但此时,全院仅有的一套正压头套正由另一名麻醉师使用。时间不等人！倪忠在防护头

罩外套上医用塑料袋，当即对患者实施插管……好在一切转危为安。 

“心跳微弱，肺部坍塌！”这是该医疗队又一次紧急施救。身陷危急的是一名 40多岁的男性患者。即使在高流量吸氧联合

无创通气的情况下，这名患者的氧合指数依然只有 50%左右。情急之下，专家们作出了“插管抢救”的决定。可是，患者插管后

氧合指数持续下降，甚至低至 2%,心跳几乎要停止了。 

危急关头，该医疗队队员王鹏提出大胆尝试:用呼吸机对患者进行“肺复张”。王鹏深知，这样的操作存在很大风险，尤其

对患者的心脏是个极大考验。“但在当时，已经没有第二种办法可以抢回患者的生命了。”放手一搏，换来令人欣喜的结果，

患者的氧合指数开始直线上升,30%,70%,80%,90%……在场所有医护人员击掌欢呼。 

救治危重症患者是一场“硬仗”，容不得喘息与放松。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队员乔莉称之为“掰开死神的手,

把病人硬往回拽”，而这般惊心动魄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2月 27日晚 10时，一名 70岁的患者呼吸急促、心率加快、意识不清……医务人员将其紧紧围住。一个个穿戴防护服的“大

白”看似笨重，行动起来却矫捷而稳健，仅用 5分钟，就完成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关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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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时,我的脸跟患者凑得很近，也就 10公分，在气管被切开的瞬间会有大量分泌物喷出，形成传播力极强的气溶胶……”

乔莉说,每一次抢救都恍若在刀尖上跳舞。 

 

江苏省人民医院整建制接管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危重症病区，35天时间累计收治患者 78人，后又转战疫情“风暴眼”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为抢救生命继续奋战。图为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在对患者实施插管。国家卫生健康委供图 

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危重症病区以来,35天内累计收治患者78人,后又转战疫情“风暴眼”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为抢救生命继续奋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注重发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独特优势，从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找治疗方法、对症施治,是一

个重要特点。“个性化诊疗，是此次救治重症患者的一大特色。虽然制定了固定方，但不拘泥于固定方。”中国中医科学院援

鄂抗疫医疗队队长黄璐琦说。随着对疾病认识的不断加深，在边救治、边总结、边优化的过程中，中国中医科学院援鄂抗疫医

疗队有意识地对症下药。 

很快，中医药特色优势得以显现。驰援武汉不到 10天，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援鄂抗疫医疗队接管的病区中，有 8名患者康复

出院。而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ICU 病房开始邀请医疗队的中医专家联合会诊。随着该院其他病区陆续介入中医治疗，中西医

相互结合的优势充分发挥作用，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截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援鄂抗疫医疗队累计

收治患者 158例（多为重症和危重症）、出院 140例，其中纯中医治疗出院 88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坚持中西医结合,费用全

部由国家承担,最大程度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援鄂医疗队在湖北的日日夜夜，用坚守和担当，不负性命相托，点燃

希望之灯。 

去决战之地，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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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有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是院内多学科合作缩小版，作战灵活，各施所长，插管、护心、

护肾、护肝、护脑……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他们决战在“新冠重症高地”，为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提供专科临床支持，

以高超精湛的医术和坚韧奉献的精神不断突破生命禁区。 

考虑到多数援鄂抗疫医疗队主要由感染科、呼吸与重症医学科、急诊与重症医学科这三个学科的医护组成,其他学科人员相

对较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快速反应,将院内多学科合作缩小版搬到各病区——组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尖刀连”，集中医院插管、护心、护肾、护肝、护脑等领域尖兵,多学科合作,24小时值班待命。其中,护肾小

分队负责破题“炎症风暴”——它是新冠肺炎患者由轻症向重症和危重症转换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导致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死亡

的原因之一。 

 

2020 年 3 月 23 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90 后”护

士王周圳在帮助患者用手机与家人视频通话。中国人口报记者潘松刚/摄 

护肾小分队副队长何凡带领团队如此解题:通过血液净化治疗清除体内炎症因子，缓解疾病进展。何凡说：“刚开始时，我

们很着急。光谷院区住院患者中，肾脏损害发生率为 15%左右，患者病情急，自己却无用武之地。”经临床实践,护肾小分队发

现血液净化治疗在阻断“炎症风暴”中的作用,通过血浆置换、血液灌流、血浆吸附等血液净化治疗手段提前干预,能够有效清

除这些炎症因子，为后续治疗赢得时间。于是，护肾小分队分工合作，3 天左右将全院 820 余名患者病例参数一一梳理,针对个

别患者给予建议。患者程春生经血液净化治疗 6天，炎症因子不再增加,治疗效果显现。护肾小分队再接再厉,又完成了第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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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例……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战时医务处集中管理下，“尖刀连”每支小分队都在“新冠重症高地”发挥着重

要作用：营养小分队制定《营养风险筛查表》,为新冠患者选择适宜的营养治疗方案；中医药小分队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贡献中医经验和智慧;咽拭子采集小分队创新设计发热门诊咽拭子采集平台,重构采样流程;压疮专护攻关小分队制定个体防护

计划，提升患者舒适度，促进康复…… 

战“疫”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累计收治住院患者 3539人次，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 3201人次,绝

大多数患者康复出院。 

去实验室,与病毒零距离 

2020 年 2 月初，在湖北省恩施州疫情防控最吃劲、最艰难的时刻，天津迅速组建援鄂抗疫医疗队。在分三批派驻的 134 名

队员中,有从全市 17家疾控中心和 3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抽调的 70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作

为增援生力军,队员们一到驻地,立即投入战斗,与疾控同行携手并肩,开展流调、消杀、核酸检测等工作，成为恩施州抓好“阻

隔”关键环节的强有力支撑。 

2月 20日，一名特殊无症状感染者引起津恩两地疾控人员的注意。初步调查,该患者 1月 14日从外地返乡，2月 19日发病，

期间没有任何可疑暴露，按此计算潜伏期超过了一个月，完全颠覆了疾控人员的专业认知。 

在此情况下,疾控工作队流调人员重新梳理思路，提出了排查诊所、药店，筛查疑似症状患者,用最原始的办法排查传染源

的想法,并得到了当地同行的认可。疾控工作队流调人员通过搜索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附近 9 家药店的 2034 条就诊和购药记

录,终于发现患者家属的购药痕迹并得到进一步确认。这一重要发现，让迷雾重重的传染路径明晰起来…… 

流调工作有条不紊推进的同时，核酸检验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自 2 月 1 日起，疾控工作队检验人员在 7 个实验室参与核

酸检验工作，工作强度最大时日均工作时间超过 15小时。 

“在恩施州的工作模式与在天津有不小的区别。在天津，由于样本量少，每次实验力求严谨，每一步都要思量再三。而在

恩施州,根本不会留给检验人员多余的思考时间，既要分秒必争,又要保质保量,所有操作都要最简化，所有步骤都要形成肌肉记

忆。”疾控工作队检验人员谭昭麟说，一天下来,被严实包裹在防护服里的检验人员就像处于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不停地、标

准地重复着同一组动作。 

3 月 2 日当天，实验室中上千份样本堆积如山，更多的样本，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样本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实验室

三道大门一闭，里面的人就与外界暂时断了联系，像茫茫大海上的一艘孤船,而这间狭小的实验室,就是他们栖身的船舱。“最

后统计，我们一共处理了 1898 份样本，连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谭昭麟说,那天晚上，连阴的天空忽然放晴，露出满天星斗

和一轮上弦新月，那是真正的披星戴月。 

两个多月的昼夜奋战,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提出并实现 12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排查的目标;

累计检测样本 37054 份，占恩施州全部检测样本的 86.2%；消毒重点场所 236 个、消毒面积 14.6 万平方米，培训当地消杀人员

1860人次。 

不破不还，就地再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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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

中奋起。”象征着“中国速度”、“中国力量”的武汉雷神山医院，见证着医务人员与疫情拼速度，与病魔抢生命的攻坚克难。

病毒肆虐之时，全国 9个省市、16支医疗队、286家医院累计 3202名医务人员鹿战雷神山……辽宁、上海、广东支援雷神山医

院医疗队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一天，武汉雷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里，一名在死亡边缘徘徊的患者醒来，急切地想要表达什么。上海支援雷神山医院医疗

队队员吕明明读懂了他的眼神，连忙拿来纸笔。原来,患者想要联系家人,吃力地写下了女儿的名字。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 ECMO 团队进驻武汉雷神山医院后，第一名实施 ECMO 支持治疗的患者,从生命垂危到成功脱机,他的康复点燃了队

员们战胜疫情的斗志。 

抗疫既是医疗战,也是心理战。辽宁支援雷神山医院医疗队将共情医学、叙事医学等新理念纳入治疗方案中，用于患者的辅

助治疗。一位患者在感信中写道:“当我们第一天来到雷神山医院，医护人员搀扶我们进入病房的那一刻，我们就感受到了亲人

般的温暖。这些天,正是有了你们的牺牲,你们的大爱,我们才能看到灿烂的阳光。” 

2020年 3月 9日，随着最后一批患者出院及转院，广东省第 22批援鄂抗疫医疗队圆满完成支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冠肺炎

隔离病区的任务。本可以撤离的他们,却选择再次请战。“现在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我们坚决打好武汉保卫战，不破新冠誓

不还，恳请组织接受我们的请愿！”3 月 10 日，医疗队集体写下请战书，强烈要求继续留守武汉，配合湖北省防疫指挥部做好

各项医疗救治工作。3月 12日，随着湖北省防疫指挥部一声令下——驰援武气高涨。“一鼓作气，不胜不休，肩并肩、背靠背,

守望互助,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医疗队队长余纳在动员会上，向全体队员发出号召。 

可是，当接到全面进驻接管武汉雷神山医院 ICU区 A区任务时，队员们既兴奋又担忧——医疗队中 22名有重症医学背景的

医护人员正在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剩下的 150名医护人员中，只有 14名有重症医学背景。怎么办？必须实施科学管理，

让这 14名医护人员带领大家一同开展各项救治工作。同时，还要帮助医疗队员进行心理建设，向着多抢救一位患者、多学习一

项技能的目标奋进。 

4 月 8 日凌晨，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医疗队刷屏了朋友圈。那一刻，队长余纳百感交集——“我知道,我们做到了！作

为最后一支离开武汉的广东省援鄂抗疫医疗队，我们践行承诺，守护好了这座看似难以翻越的‘山’！” 

4 月 15 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举办了简短的休舱仪式，光荣完成使命。该院累计收治患者 2011A,其中重症患者占比 53.6%,

累计治愈出院 1964人，交上了院内零感染、院内零事故、废水零流出的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

倒、挺立潮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虽然取得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内疫情持续扩

大，国内仍有多点散发零星病例的风险，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将以时代楷模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使之转化为全心全意护佑人民健康的强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