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1月底，长江航运总医院段松
堂、熊璇、何晶晶、白露、赵婵、李蒙、
郭子月、郑丽平、李诗扬、谭亚蕾 10
名同志主动请缨，支援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你们还好吗？过得怎么
样？”医院的同事们挂念他们。那
天，在金银潭医院门口，战友们终于
再见，大家眼里擎着泪光，隔空做了
一个大大的拥抱姿势。

刚到岗时，支援医师有普通科
室、重症监护室等不同科室作为选
择，但抱着“生命至上”人生信条的
重症医学科医生段松堂将怀孕四个
月妻子的叮嘱藏在心里，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到重症监护室去”。“越危
险的地方越有挑战性。”段松堂说。

在 ICU 病房中，安静得只剩下
仪器运转的声音。由于病人大都
病情凶险，且时刻都有变化，所以
段松堂每隔半小时就要观察一次
仪器，监护病人的各项生命体征。
每次脱下防护服他全身早已被汗
水浸湿，手也因长时间罩在双层手

套里而肿胀发白。
2 月 7 日下午，一位 70 多岁的

老婆婆情况危急，专家组一致认为
她亟需插管治疗。由于惧怕疼痛，
老人虚弱地摆了摆手，“我不想受
罪。”老人颤着声音对医生们说。

“你要相信我们，我就在旁边陪
着你，我们都希望你能保住性命。”
段松堂上前握住了老人的手。寒冷
的冬日里，护目镜上总隔着一层水
雾，老人看不清段松堂的脸，却能
感受到他手中传出的力量。

看诊之余，医生熊璇则常常用
治愈者的病例为患者们打气，“有
时信心也是一味良药。”

熊 璇 所 在 的 病 区 有 34 张 床
位。对她来说，“34”不是冷冰冰的
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
34个家庭的希望。

在医患双方的共同配合下，近
日，熊璇所在病区的 34位患者全部
顺利出院。“对医生来说，这是最大
的鼓励和欣慰！”来不及歇息片刻，

她又迎来了一批新患者。
2月 7日，郭子月护理的一位重

症患者也顺利出院。没带手机，她
只来得及与病人握一握手，“我和
他相约，等疫情结束后再抱一抱，
合影留念一张。”郭子月笑着说。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护士
白露所在的重症病区，总有新的
病人送进来，也有好转的病人转
出 去 。 他 们 眼 中 透 露 出 的 求 生
欲，令她动容，也让她更坚定了战
斗到底的信念。

而护士赵婵，支援过程中不幸
被感染。拿到结果时，她的第一反
应让同事心碎，“别过来，离我远
点。”但她眼底透出的情绪不是对
病魔的害怕，而是“不能再战斗”的
遗憾……如今，她虽在隔离，仍每
天在微信群里与大家相互打气，

“加油，疫情一定会过去！”
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抢，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航医人用双手播
撒着信心和温暖，用披上白衣的身
躯为人民群众撑起生命的希望。
他们坚信，疫情终将过去，武汉的
春天必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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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 病 人 都 出 院 了 ，现 在 在 院
的病人情况大都也在好转，一切都在
慢慢好起来。”3 月 11 日，长江航运总
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吴兴安高兴的

对记者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长江航

运总医院的医护人员一直战斗在抗疫
一线。他们有人被新冠病毒感染，刚

刚恢复就投入工作，有人主动承担重
症监护任务。为保卫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他们冲锋陷阵、舍生忘死，用青春
热血筑起了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打赢这场硬仗，我们再拥抱”

长江航运总医院支援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护士正在操作设备。

近日，杭州港航服务
管理中心将“船员身份诚
信申报+健康码”与水上
智能卡口信息关联，实现
船员“绿码”自动判断快
速通行、“红、黄码”重点
关注的差异化管理，即缓
解了一线人员压力，又方
便了船员。这一举措的
出台，是基于杭州港航服
务管理中心（以 下 简 称

“ 中 心 ”）科技设备处的
高级工程师赵阳的技术
创新成果。

赵阳的工作不为人
知，也很少有人关注，但
是他却从防疫开始的第
一天就默默的加班加点，
为港航管理人员提供技
术支撑，为船户们提供通
行便利，被同事们称为防
疫一线最可爱的幕后英
雄战士。

挺身而出担当重任

疫情初期，随着形势不断严峻，
中心防控领导小组根据现有的人员
力量判断，决定尽可能使用信息化
手段对辖区进行管控、办理业务，这
样能有效缓解一线抗疫压力，重担
一下就压到了科技部门身上。

为了能够短时间内实现智慧管
控需要，科技部门需要最大限度将管
控要求与现有系统功能进行叠加和
整合，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数据和系
统，达到操作简单、预警效果显著的
目的。赵阳和同事们挺身而出，每天
从清晨工作到深夜，从重点疫区船籍
港、始发港（上一港）的自动判断，到
省际检查记录的对接，运输重点工程
渣土船、泥浆船等绿色通道船舶的标
识、过滤，重点关注船舶的告警等等，
中心智慧港航系统功能几乎是一天
一新增，甚至一天就增加好几个功
能，让一线抗疫更加智慧。

多次深夜更新系统

2 月 8 日上午，杭州航区的船户
们通过短信、港易通、GPS 等多种途
径收到提醒：“根据防疫工作要求，
进入杭州航区的所有船舶必须进行
船上人员身份信息的申报，手机打
开按‘港易通’—‘船员核查’—‘船
员管理’顺序进行申报。”这标志着
杭州港航首推的“船员身份诚信电
子申报”全面启动。

由于疫情，能够正常
开展程序开发的工作人
员少了很多，除了开发，
赵阳也承担了系统测试
的任务，好多系统 bug 都
是他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改掉。“系统更新都
在深夜，就是希望尽量不
影响一线人员的正常使
用。”赵阳说。

除此之外，为了便于
基层人员尽快熟悉新功
能，赵阳还编制了《杭州
市水上交通防疫信息化
管控指导意见》《杭州港
航防疫期间信息化管控
要点》以及部分系统操作
说明。

新技术升级
智慧抗疫

防疫最艰难的时期，
余杭北大门几个通道压力最大的时
候。根据中心领导小组的指示，要
迅速在海事艇上布设移动水上智能
卡口系统。在 2 月 8 日上午得知省
际卡口检查数据可以共享之后，赵
阳第一时间确认数据来源，沟通几
家开发单位，当天晚上就实现了数
据共享和集成，实现卡口系统中的
船舶筛选和告警功能，避免了大量
省际已检船舶的重复检查，大幅度
减轻了现场工作量，也保证了有序、
高效的通航。

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杭州水
运复工、复产不断加快，辖区内通航
船舶数量也渐趋正常，每天进出航
区船舶数量达到 1000 余艘次。若
还是逢船必检，不但影响正常的通
航秩序，现场人员力量也无法保
证。赵阳在得知数据资源局可以对
接“健康码”的消息后，迅速行动起
来，将“船员身份诚信申报 +健康
码”的创新举措投入实践，智慧助
力“人管住、货畅通”的防疫、复工
两不误目标。

赵阳原本第一时间就报名去支
援公路防疫，因为工作需要最后留
了下来，但他始终觉得，没能去一线
和同志们并肩作战有些遗憾。

疫情不断好转，但是赵阳的“战
场”依旧繁忙，系统保障、系统开
发、系统完善……，微信工作群不停
的闪烁，问题不停的解答已成为他
抗疫期间的常态。“作为一名党员，
在这样的时刻必须挺身而出、首当
其冲、甘于付出。”赵阳说。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刚刚
我和应急小分队在现场监测三峡船
闸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呢，事关黄金
水道的畅通，三峡通航一刻也‘停
不得’啊。”3 月 12 日，长江三峡通航
管理局工程技术中心主要负责人陈
国仿这样对记者说。

三峡畅，则长江通！对长江三
峡通航管理局来说，阻击疫情和保
障通航都是头等大事。作为两坝
船闸检修抢修的专业力量，长江三
峡通航管理局工程技术中心第一
时间组建党员突击队、青年先锋
队、应急小分队，24 小时全天候应
急待命，广大党员带头冲锋，全体
职工齐心战“疫”，为两坝船闸的安
全运行保驾护航。

“关键少数”带头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
豁得出去，作为“关键少数”的党员
领导干部更要率先垂范。从大年初
一开始，陈国仿一直坚守一线，既当
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每天第一
件事就是与葛洲坝船闸、三峡船闸
保持联系，密切关注船闸设备设施
运行情况。他的电话 24 小时“在
线”，故障处理现场有他，设备巡视
检查有他，船闸水工测量也有他
……

2 月 22 日晚 22 时，陈国仿接到
紧急电话，反映三峡中北四船闸人
字门底枢出现较大范围的漏水射
水。险情就是命令，为尽量减少因
抢修而“耽搁”的“碍航时间”，23 日
一大早，他便通知现场提前将闸室
的水排干并备好起吊装备。上午 10
时，他率应急小分队赶到现场，利用
专业吊笼沉入闸底。在查明漏水射
水系过闸船舶掉落的钢丝绳卡阻所
致后，陈国仿即刻组织维修人员将
钢丝绳及其它碍航物清理掉。

一个闸室的底面积相当于 25 个
篮球场的总和，闸室的排冲水时间
共需要 4 小时。利用这个“档期”，
维修人员又对三峡北四、中北四船
闸人字门底止水、闸室底板冲淤孔
盖板进行检查，对两扇人字门底止
水螺栓进行紧固。几个小时后，人
字门漏水处理及排干检查圆满完
成，三峡船闸恢复通航。

“应急分队”上阵

葛洲坝通航建筑物变形观测是
关乎大坝安危的一项重要工作，也
是工程技术中心承担的一项专业性
极强的工作。定期对枢纽船闸沉降
量及水平位移进行变形观测，能够
准确判断通航建筑物是否均匀沉
降、是否处于安全状态，有助于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受疫情影响，部分专业测量技
术人员无法按期返岗。为确保测量
工作不断不乱，在宜昌的工程技术
中心党员“火线”成立应急分队，承
担起了这项任务。这支应急分队打
破专业界限，由水工、机械、起重、科
研、测量等多个专业人员组成。2月
26 日，应急分队对葛洲坝三座船闸
的基础廊道、机房、闸面附属建筑物
以及船闸安全监测设施进行了“地
毯式”巡检，对安全监测数据、结构
缝开合、基础排水廊道渗漏水量等
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工训结合、研训结合”。测量工
作专业性很强，应急分队大多是“生
手”，对测量仪器可谓“一窍不通”，
怎么办？“老测绘”来解题，河海大学
测量专业科班出身的陈国仿当上了
老师。当应急分队转战葛洲坝二号
船闸闸面水准测量工作中，陈国仿手
把手地讲解示范，一对一地指导训

练。陈国仿把以他名字命名的“湖北
省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搬到了第
一线。“草台班子”很快熟悉了精密仪
器和测量程序，圆满完成了葛洲坝船
闸自动化监测和闸面二等水准测量
作业，保证了船闸水工监测数据的连
续性、完整性、准确性。

2 月 29 日，应急分队又一次实
战训练。他们接到葛洲坝 2 号闸水
工自动化数据传输故障后，大家分
工协作，一人在水工自动化监测室
操作后台，其他人在船闸廊道现场
排查故障点，故障迅速得到解决。
13 个引张线测点的数据计算没有
受到任何影响，为收集和积累葛洲
坝枢纽通航建筑物水工测量数据提
供了有力保障。

“蓝领专家”出击

疫情是大考，对工程技术中心
而言，考的是协同作战能力，考的是
应急反应能力。把每一次检修时间
压到最短、进而把对通航的影响降
到最低，每个人都得尽心尽力。

干在一线，拼在一线。机械分部
主管黄文全，是从一线一步一个脚印
干起来的，船闸检修的工装、工艺、细
节和要领，他了如指掌。精益求精的
精神、苦干实干的劲头、身背“全国技
术能手”“西陵工匠”的光环，他是三
峡通航管理局公认的“蓝领专家”。

2 月 28 日，三峡船闸北线四闸
室北墙 1 号浮式系船柱下层系缆桩
突然断裂。浮式系船柱是可随船闸
水位升降自动移动的靠泊系揽装
置，对于船舶安全过闸尤为重要。
黄文全临时受命，第一时间组织人
员和设备赶到现场，迅速完成了浮
式系船柱的更换，前后仅用二个多
小时。

“三峡船闸北线三闸室 2、3 号浮
柱间的救生爬梯变形，影响船只移
泊，请予以处理。”3月 1日上午，黄文
全接到故障申告电话。时间不等人，
他立即对现场施工及安全防护作出
详细安排，要求三峡值班人员务必在
10 分钟之内赶到现场。紧张施工一
个多小时后，生锈变形的爬梯被割
除，没有对三峡船闸正常通航造成丝
毫影响。

疫情防控期间，黄文全还主动
参与了多次安全隐患和设备故障处
理。“安全就是责任，时间就是生命”
是他的座右铭。

“宅家人员”下沉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为了构
筑疫情联防联控的铜墙铁壁，工程
技术中心不少党员团员亮明身份、
下沉社区，主动战斗在了防疫第一
线。

预备党员郑航，早在 2014 年就
因捐献骨髓受到过湖北共青团省委
的表彰，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志愿服
务他没有缺席过一次。交通管制
后，他加入到了宜都市的疫情防控
队伍之中。他深夜中值守，协助网
格员对所住小区 182 户 435 人进行
体温监测统计，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他还主动捐献了 7 台取暖器。

“关键时候，党员就应该挺身而出！”
小伙子言出行随。

巾帼不让须眉。共产党员李松
英、共青团员罗淼在防疫期间，主动
到所在的社区报名参战，卡点值守、
检测体温、帮扶老人、走访统计……

“每天 6 个小时的执勤，是我们唯一
能做的贡献，希望这场疫情阻击战
能在全民参与下早日胜利！”

老党员冯钧，既当监督员、劝导
员，又当物资配送员，物资分拣、送
到楼栋，通常一天要往返三四十趟；
2019 年刚入职的青年党员朱红，第
一时间向老家所在地村委会报到，
做好卡点值守，在大山里默默践行
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工程技术中心的党团员
们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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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确保黄金水道畅通”
□ 通讯员 向俊松 唐梦君 全媒记者 陈珺

陈国仿（左）和同事在现场。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供图

隔离病房里的最美身影

“现在血氧饱和度不错啊！”“还发
烧吗？”“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每
到一位患者的床前，长江航运总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吴兴安都会耐心地
询问病情，并鼓励他们要有信心战胜
病毒。看着吴兴安的样子，你很难想
到他曾经也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2020 年初，到地市县医疗支援的
吴兴安感染上新冠肺炎，从医生变成
病人的他只好撤回武汉，入院治疗。
身体刚刚恢复，吴兴安就第一时间申
请前往战“疫”一线：“既然我曾经打
败过病毒，我相信我更有经验帮助更
多的病人去击败它！”

重返岗位第一天，吴兴安就迅速
进入了作战状态，对病区所有危重患

者逐一查房。2 月 20 日，他所在病区
遇到一个难题——病患付先生呼吸十
分困难，不能平躺。这也让付先生成
为科室唯一一个坐着睡觉的病人，本
就虚弱的身体得不到良好休息，不仅
病情毫无起色，负面情绪也越来越严
重，几乎完全丧失了与病毒战斗的勇
气。

经过检查，付先生有大量胸腔积
水，严重压迫肺组织。可付先生是重
症病人，引流出的胸腔积水无异于

“毒水”，沾到一点都有可能被感染，
何况整个引流过程要持续半个多小
时。

“为了拯救生命，我必须冒这个
险。”吴兴安毫无犹豫。在同事的帮

助下，吴兴安和助手徐彦哲带着双层
口罩、3 层手套及防护头罩进入了隔
离病房。手持穿刺针，扎向定位好的
穿刺点，立即大量胸水流出！吴兴安
和徐彦哲共同努力，三十分钟成功为
付先生引流出近 700ml 积水。“终于能
躺着睡觉了！”付先生高兴地说。

“医生穿上防护服工作时呼不上
气的感觉，和感染新冠肺炎的症状挺
像。我觉得医护和病人就是一体的，
大家同乘一条船，目的地是安全抵达
健康的港湾。”从医生到病人再到医
生的经历，让吴兴安更加坚定了与病
毒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不管是
医生护士，还是病人和家属，我们现
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打败病毒，
康复出院。作为一名新冠肺炎康复
者，也希望我的经历和现在的工作，
能让更多病患有信心战胜疾病。”

病愈后重返抗疫一线

倾尽全力救治创“奇迹”

从 1 月底到现在，长江航运总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卜军“驻扎”在
生死的最前线已快 2个月了。

近日，经过近 20 天生死时速的救
治和细致入微的医护，李卜军团队同
时间赛跑“抢”回了 87 岁新冠肺炎危
重患者张爷爷。老人家解除插管，呼
吸和血压以及肝肾功能等各项指标
也趋于平稳，转入普通病房。

“插管患者大部分九死一生，尤其
像是这样基础病多又高龄的危重确
诊病例能够拔管本身就是个‘奇迹’，
但哪怕只有 1%的希望我们也会倾尽
100%的努力！”谈起又一次从死神手
中“夺”回病人，李卜军眼神笃定的

说。
而 2 月 15 日临时组建，19 日正式

接收病人，至今已接收了诊疗 32 名新
冠肺炎患者的长江航运总医院呼吸
内科三病区，病人病情逐步好转的好
消息也不断传来。

“双肺感染明显在吸收，肾功能
恢复正常，血象接近正常 ,病情基本
控制，人也清醒了！”“血压控制下来
了，好好吃药，你有信心我们就有信
心！”呼吸内科三病区主任李学文不
断鼓励着患者。在他的带领下，团队
用专业、细致、温情守护出一个又一
个“奇迹”。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张幸（化名）

来院时，血压指标不佳、血糖数据不理
想，让治疗变得颇为棘手。与家属沟
通后，李学文得知，老人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老年痴呆继发精神障碍等多
种基础疾病。团队给她用了两种常用
血压药，但精神萎靡的张幸并不配合
注射胰岛素，只好改为口服药。

通过几天的观察，李学文发现她
的血糖值仍然忽高忽低。仔细询问、
留心观察后，发现张幸时常会忘服或
漏服，因此，每天早上查房时，李学文
都要叮嘱张幸：“婆婆要记得吃药！”
同时，嘱咐管床医师、护士们在中午、
晚上、睡前，卡好点给张幸一次不落
的喂服，“一定要看着她咽下去。”也
是在这样的“特别关注”下，近日，张
幸顺利出了院，已经在指定隔离点隔
离，不日将与家人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