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这样,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冯伟等
5名麻醉医生、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3名麻醉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 2名麻醉医生、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2名麻醉医生以及武汉同济
医院光谷院区剩余6名麻醉医生,外加2
名麻醉科护士,20人组成最终插管“敢
死队”。青大附院的医生人数占了“敢死
队”的四分之一,大大缓解了前线麻醉
医生人手紧张的问题。
截至 3月 30日 8时，武汉同济医院

光谷院区插管小队一共气管插管 66人
次，青大附院 5名麻醉医生参与 51例，
占比77%，参与气管拔管2例，气管切开
1例，腰穿3例，股静脉穿刺2例。

高危30秒，离病毒源最近

给患者麻醉后，打开患者口腔，用
30秒时间迅速插管，这是医生对患者
所有操作中离病毒最近、最危险的步
骤。插管时，医护人员在屋子里的每一
秒都充满危险,在高浓度的病毒气体中
暴露的时间越长,被感染的风险越大。
在 ICU病房内,来自青大附院西海岸院
区日间麻醉科的衣选龙和来自上海华
山医院的搭档准备为一名 85岁的危重
症患者插管。衣选龙已经 50岁了,是青
大附院插管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医生。
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衣选龙和搭

档给患者先大量充氧,目的是将患者的
氧气供给停掉后,患者体内储存的氧气
可供患者维持生命。断氧后,衣选龙小

心翼翼将镇定剂、肌肉松弛药、血管活
性药等注射到患者体内,一分钟后,患
者停掉自主呼吸。见药物起效后,衣选
龙将患者口腔打开,把可视喉镜插到患
者喉咙中,看到声门后,搭档将软管随
即递上,仅仅用了 30秒,衣选龙将管子
成功插入、连上呼吸机,整个过程结束。
30秒中,衣选龙可以清晰地看到患者
喉咙,患者呼出的大量高浓度病毒气体
弥散开来,扑到他的脸上,这是衣选龙
工作过程中最高危的30秒。
虽然很危险,但是衣选龙早已习惯

这种工作环境,并凭借多年的经验成功
完成了一例例插管。“开始的时候,心里
还是比较害怕的,毕竟离患者口鼻那么
近,加上对这种病的传播能力不是那么
清楚,自己感染了还好说,给医疗队带
来麻烦就得不偿失了。后来,经过医院
反复、细心的培训后,我有足够的信心
做好了防护,也就没那么怕了。”衣选龙
介绍,给病人快速实施插管,一方面是
减少医护人员暴露在高浓度病毒环境
中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给新冠肺炎患者
节省时间。新冠肺炎患者由于肺部感
染,氧气交换功能、身体储存氧能力都
差。时间一长,缺氧会给患者带来致命
的危险。抢时间,与死神赛跑,为患者接
一口气,这些“使命”深刻地刻在衣选龙
脑子里,即使再难,也毫不退缩。目前，
他与医疗队其他的同事已经解除隔离，
预计在近日就将回到岗位，恢复正常工
作。

医生母女档：

17年前母亲战“非典”，17年后女儿战“新冠”
延

伸

□半岛记者 齐娟 王鑫鑫

17年前，母亲舒志荣——— 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神经内分泌儿科主任医师
抗击在非典前线；17年后，当新冠病毒
再次肆虐，女儿张继东——— 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病区副主任接过
母亲的“接力棒”，坚定地走向了武汉
第一线。女儿以母亲为榜样，女儿是母
亲的骄傲。
春节前，新冠病毒在武汉蔓延，张

继东瞒着家中父母主动递交了请战
书。除夕夜里，全国各地医疗队驰援武
汉的消息冲淡了原本属于春节的喜
悦，张继东明白：出征在即。张继东的
意图再明显不过，同是医生、同样参加
过战疫的母亲舒志荣没有说破，心中
早已有数。娘俩心照不宣，只是不想让
对方担心。
2月 9日凌晨，正在值班的张继东

接到通知：回家收拾行囊，一小时后回
院赶赴湖北。得知女儿即将出发的舒
志荣，心提到了嗓子眼，慌忙中赶到集

合点，看到整装待发的张继东后，舒志
荣紧紧拥抱了女儿。这一抱，有不舍、
有担忧，更有鼓励和期许。
作为医生，舒志荣毫不犹豫地支

持女儿逆行武汉，可作为母亲，她有太
多复杂的情绪。因为冠状病毒的凶险，
她早已经历过。2003年，作为青大附院
门诊部的主任医师，舒志荣如同今天
的女儿张继东一样，领命走向抗疫最
前沿。她的“战场”，是医院急诊西侧临
时搭建的简易病房。担任抢救小组组
长的舒志荣和“战友”们用心呵护着每
一名病患，白天全力以赴，夜里就睡在
医院的办公桌上。一个多月，舒志荣没
离开病区半步，换来的是非典的胜利
和女儿的传承。
在武汉，像所有驰援一线的医护

人员一样，张继东每天穿戴尿不湿，连
续工作数小时不吃不喝；她将靠近耳
部、颈部的头发全部剃光，笑称这是
2020年最流行的“新冠发型”。而在青
岛，舒志荣将满腹惦念放在心中，凝结
成简短的一句：你是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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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
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的
指令发出后，四川建发恒誉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何登荣迅速行动，组织四
川老家的工人回青复工，不仅提前准备
了防疫预案而且为避免返青路上存在
感染的风险还派包车接工人返青，他所
负责的工地也成为岛城第一批复工的
工地。
实干派，是何登荣给记者留下的第

一印象。“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分包的
有六个在建工地项目，有近1000名老家
的工人已经回到项目上，为岛城的复工
复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何登荣告诉
记者，动员工人们复工是一项不容易的
工作，“工人们也担心传染问题，因此我
们做足了工作来打消他们的顾虑，甚至
派出了包车从老家南江县将他们拉回
工地，并进行了半个月的隔离。”在工人
隔离期间，何登荣自掏腰包给工人补贴
生活费。
记者了解到，为了使工地“活”起

来，何登荣自掏腰包的可不止这些生活
费，“建筑工具的租赁费，一些特殊工种
的月付甚至年付工资都要自己承担，但
是没办法，工地要干活，这些钱只能我
来出，毕竟老家的这些兄弟姐妹愿意出

来跟着我干就是相信我。”何登荣说，自
己从1996年就离开老家来到青岛打拼，
青岛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家，要把第二个
家建设好，又要照顾好自己老家的工人

兄弟们，他吃点亏没什么！
工地复工了，保证工人们健康工作

是一件马虎不得的大事，在这方面何登
荣也下足了功夫。“有条件的工地实现

了人脸识别、车牌识别，没条件的工地
凭卡进出，杜绝外来人员进入工地，严
控工地人员外出，人员聚集必须戴口
罩，场所定期消毒。”何登荣给自己的工
人定下了严格的规矩，还给每个工地设
置了安全员。“一旦有感冒发烧人员及
时报告，用专车送到隔离点观察治疗，
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作为四川建发恒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的掌舵人，何登荣非常热心公益事
业，他充满人道主义情怀，参加了四川
灾区抗震救灾活动，为老家捐钱修路，
资助贫困孩子……
“一位职业高中受捐的孩子学习成
绩不好，感觉非常不好意思，主动提出
不让我捐助。但我还会捐助到他毕业，
因为我知道，虽然他学习不好但他能
有这样的想法就证明他是个好孩子，
他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何登荣每年
国庆节前后都会组织公司的员工为福
利院、养老院送去慰问品，在他心里这
种行为就是为祖国献礼，在他的带动
下，公益就变成了一种企业文化。作为
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满怀感恩之
心和公益之心，他告诉记者，最近正打
算为开学的高三学子捐赠一批口罩和
消毒用品。“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就应
该做这样一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
做的事。”

包车接工人回青复工
防疫措施样样到位
四川建发恒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响应复工复产不含糊 掌舵人是个热心肠

四川建发恒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登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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