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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感染高峰衝擊下，在北京兒童醫
院藥房、北京海淀醫院藥房等地，都張貼
着 「全體藥師帶病上崗，請寬容對待」 的
標語。

堅守崗位

醫護帶陽應診 民眾有讚有彈

在內地鄉村，面對來勢兇猛的新
冠 「感染海嘯」 ，各村各鎮堅持開放
的村衞生室和堅守崗位的村醫成為了
民眾的守護神。 「最嚴重的時候已經
過去了。」 河南省濮陽縣魯白邱村的
村醫曹愛花咳嗽着說。她已經連續半
個月每天在村衞生室呆10多個小時，
每天接診100多例病人，這期間，她自
己也發燒了兩天，一直咳嗽到現在。
「現在是非常時期，沒辦法歇着。鄉

親們都在那兒排隊等着看病呢。」
曹愛花說，他們村是從國家調整

防疫政策後的第一個星期就開始有感
染者，雖然沒有進行抗原測試，只是
「每家每戶都發燒、都咳嗽」 ，曹愛

花卻也知道這應該是感染了新冠。

「在村裏看病，最重要的是要讓村民
們少花錢，見效還要快。」 曹愛花
說，做抗原需要村民自己掏錢， 「為
了給村民減輕負擔，我們也不會給他
們測抗原，而是對症治療。」

「給病人看病可不能胡來」
由於感染人數非常集中，退燒藥

非常緊缺，但又不能讓村民 「無藥可
用」 ，曹愛花只能用已經退出歷史舞
台的退燒藥品 「安乃近」 作為布洛芬
的替代品，先開上一至兩天的用量救
急， 「其實這個病最難受的也就是那
兩三天的時間，只要度過去了，也就
好了。」

最近，曹愛花每天從早忙到晚，

接診時她沒有穿防護服，口罩也只是
普通的醫用外科口罩， 「我也很快中
招了，最高發燒到39度，我自己趕快
吃了退燒藥。要是平時可能就自己扛
扛，但現在是非常時期，大家都等
着，不敢歇着。」 曹愛花感染時，發
燒噁心，但在診所看病的時候，她還
是毫不含糊： 「給病人看病可不能胡
來，用錯藥可不是鬧着玩的。但是一
下班就覺得頭昏昏的，感覺白天一天
是做了一場夢一樣，非常不真實。」

曹愛花說，如今診所每天的接診
量降到了10例-20例， 「看來村裏這
波已經過去了。」 令她欣慰的是，本
村80歲以上的老年人沒有出現一例重
症和死亡。

▲在江蘇省南京同仁醫院重症監護室，護士帶病上崗，對病人實時監護。

隨着內地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各省市均迎來新冠感染

高峰的不斷衝擊，民眾就醫需求驟然暴增，醫療系統面臨空

前壓力，但卻必須面臨醫護人員大規模感染的現狀。不少醫

護染疫後仍 「帶陽」工作，有的自己一邊左手輸液，一邊用

右手給病人換藥、扎針，有的甚至暈倒在診療室裏。對 「中
招」不下火線的各地醫護，有人大為讚賞，有人表示擔憂

─讚賞的是醫護的 「捨己為人」的大愛精神，但也憂心醫

護人員自身健康，以及醫護 「帶陽」是否會增加誤診幾率等

現實問題。到底醫護帶病上崗值得被歌頌和推廣嗎？

疫情延燒村醫中招
非常時期沒辦法歇着

快遞員：

•我們跟醫護人員一樣，也是
「輕傷不下火線」，他們有那
麼多病人等着，而我們有那
麼多快遞等着。這次難關不
是一個人的難關，是全體中
國人的難關，這時候大家都
相互多體諒，一起闖難關。

某醫院一線醫生：

•我們醫院現在是三波倒，
「陽」 了能休息的盡量都會
讓大家休息，尤其是在症狀
最厲害的時候。但是科室不
能缺人，全都感染了，大家
只能咬牙堅持堅持再堅持，
必須得扛過這一波。

某醫院在職護士長：

•我們醫院的醫生護士在一周
內都感染了，這時候也沒人
站起來要請假休息，因為大
家知道，這是必須面對的，
就像戰鬥一樣，只要還能
動，都得上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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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社會責任
堅守生命最後防線

河南省漯河市某醫院醫生：

•醫生不只是一份工作，還肩負社會責任。有些治療不能
中斷也不能延後，一旦中斷了可能就前功盡棄了。而我
目前只是略有不適，輸液的同時也不耽誤手上的操作。
這種時候，自己的 「小難受」 就要先忍忍，讓病人得到
完整有效的治療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浙江省某醫院院長：

•我願意接受你們的罵聲，但發洩完工作要繼續做，我們
是生命最後一道防線了，無論如何要對得起身上這件白
大褂。

醫生家屬：

•當醫生的從來都是 「輕傷不下火線」 ，哪裏需要就到哪
裏去。疫情三年，我們都習慣了，只希望大家都能順順
利利地挺過這波 「海嘯」 ，等度過這一關之後，也能讓
醫生好好休息一下。

浙江省某醫院急診科護士：

•我負責的急診科平時本身就屬於比較忙的科室，最近由
於防控政策調整，更是忙到不行。我不敢休息，我在的
位置是特殊崗位，部門統籌、物資安排、人員培訓這些
都得我來弄。

心疼醫生付出
體諒彼此不容易

網友A：

•辛苦了，我們的白衣天使們，感謝你們的大愛，因為
有你們祖國人民才無恙。

病人：

•有的醫生基本上都完全失聲了，還要給我們忙前忙後
的，真的是非常心疼他們。這時候大家都着急，作為
病人我們也要體諒醫生和護士的難處，不要再催他
們，不要再給他們說難聽話。

網友B：

•我自己發燒兩天，昏昏沉沉根本下不了床。難以相信那些高燒着還去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是
如何度過去的。他們太不容易了。只希望這波疫情趕快過去，也讓他們能夠好好休養一下。

產婦：

•我感染新冠三天後，半夜破水來到醫院
剖腹產。咱們生病了還能歇一歇，
但是醫生真是沒辦法歇着，負責
給我接生的值班大夫自己咳嗽
得挺嚴重，她還安慰我讓我
不要擔心。躺在病床上，我
眼淚不停地流，感覺大家都
太難了，只能互相體諒。

戰疫互幫互助
各行各業齊闖關

在安徽省蕪湖市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
醫院，門診醫生因感染新冠嗓子發不出聲
音，與患者紙筆交流，並附上自己的微信
聯絡方式。

紙筆交流

在河南省一家醫院，生病的護士左手
插着輸液管，右手為患者扎針。

帶病扎針

咬牙堅持不易
其實我很想休息

正視醫護緊缺
加強後勤支援

提供周全保障
維持醫療水平

網友A：

•疫情爆發到現在這三年，醫務人員的犧牲是最大
的。但是我覺得，不能只是稱呼他們醫生為 「白衣
天使」 ，說一聲 「謝謝」 就完事了。他們的辛勤付
出與犧牲都需要有相應的回報。我們現在最應該做
的不是歌頌他們，而是提高他們的待遇，實在沒辦
法要帶病上班加班的也要給予相應的補貼與補償。

網友D：

•我看到一條手術室的護士暈倒的
視頻，我覺得帶病上班非常不負
責任，護士暈倒了，接下來的手
術怎麼辦？讓已經做了麻醉的病
人怎麼辦？問診治療的過程馬虎
不得，有的醫生自己都暈倒了，
還怎麼能夠給予其他人精準的診
療呢？就算是秉持着對病人負責
的態度，生了病的醫生和護士也
應該去休息，而不是帶病工作。

病人：

•其實看到醫生自己吊着點滴上
班，我心裏還是挺害怕的。人在
生病的時候，準確度、判斷力都

會有失水準，也很容易出
錯。我寧願等醫生好了我
再來看病，也不希望帶
病的醫生 「暈暈乎
乎」 地給我配藥，萬
一配錯了可是不得
了。

病人家屬：

•醫生護士感染了還能
隨便出入監護室，我
的爺爺做了心臟搭橋
手術，本來沒事，結
果肺部感染了，突然
發燒到39度，量血壓
高壓不到50，最後搶
救無效。本來沒有感
染的病人，最後反而
被醫護人員傳染了，
這種後果為什麼只能
讓我們親人自己承
受？

網友B：

•帶病上班不值得宣揚與鼓勵，醫
生護士和我們一樣都是血肉之
軀，也需要休息，如果從醫風險
這麼大，以後沒人敢從事這個行
業怎麼辦？應該正視醫護緊缺的
問題，並且實際解決這些問題，
而不是讓大家帶病上班。

網友C：

•無論是確診新冠還是康復之後都不應太勞累，醫護
人員簡直是燃燒自己的生命守護病人的

生命，醫院也應該重視醫護的身體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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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武義縣，感染新
冠還未痊癒的醫生趴在工位
上稍作休息。

染疫醫生A：

•每天都帶病上班，很累、很想哭，其實我也很想休息。

染疫醫生B：

•我也很想休息，但是我的假期已經被取消了，短期之內
也休息不了。

染疫護士：

•我家裏兩個孩子、老公都已經 「陽」 了，兩個人都在家
躺着呢。我的症狀雖然不嚴重，但我也連續上了好幾天
班，開藥瓶開得手都麻木了。說實話，我真的好想回家
好好看看孩子，好想好好吃上一頓熱乎飯。

染疫醫生C：

•我們全科室都 「陽」 了，但是那麼多重症患者需要救
治，每天都在咬牙堅持。我現在只希望這波疫情高峰快
點過去，到時候我一定要回家睡個昏天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