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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派出特别先锋队：为老人而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湘女赴鄂战疫实录

2020年3月19日 

3 月 14 日，对于湖南民政养

老服务援鄂先锋队队员罗晨阳

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凌晨，

她收到了来自 400 公里外爸爸妈

妈的祝福 ：“宝贝，生日快乐！我

们为你骄傲，祝你早日凯旋！”

一觉醒来，更多的惊喜接

踵而至——清晨，有搭档亲手

制作的“长寿面”；休息时，同

事、朋友发来的祝福不断；下午，

队员们为她 DIY 了生日蛋糕；

晚上，还有同来的湘潭市第六

人民医院领导下厨，给予她“高

规格接待”。

“这是我目前人生中过得最有

意义的生日。”这天，罗晨阳刚满

21 岁；这天，也是她来武汉市洪

山区社会福利院的第 22 天。

尽管在 湘 潭市第六人民医

院（六颐苑医养）工作不到两年，

申永忠 湘潭市第六人民
医院（六颐苑医养）副院长

2 月20日，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进入最吃紧的关

键阶段。在接到民政部驰援

武汉的指示后，湖南省委、

省政府第一时间批准，省民

政厅火速响应，连夜安排部

署，最终于2 月22日派出一

支34人的养老服务援鄂先锋

队，紧急驰援武汉市洪山区

社会福利院。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

由长沙市第一、二、三社会

福利院，湘潭市第六人民医

院、康乐年华养老产业集团

的管理人员，医生、护士以

及养老护理员组成的援鄂养

老服务“湘军”里，女队员

有 24 名，占比 70%；其中，

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六颐苑

医养）的11 名队员里就有 8

名女队员，女性占比72%。可

以说，在洪山区社会福利院

的抗“疫”战场里，女性是

绝对的主力。

刚来时，虽然洪山区社会

福利院获赠的防护物资不少，

但大多都达不到医用防护标

准。在防护设备短缺的情况

下，很多女队员都穿着成人

纸尿裤，排班工作期间不吃

不喝不上洗手间，就为了节省

防护装备。

这些女队员，她们是妻

子、是母亲、是女儿，但

在这场勇敢的逆行当中，

她们的独立思维和专业水

准，支撑着她们担起重任。

其实，身处前线的她们并

非不在乎自己的乌黑长发

被剪短，面容被勒出一道

道印痕，也并非不牵挂远

在湖南的父母和儿女，但

在要紧时刻，她们挺身而

出，履行起医生、护士、

养老护理员的职责，是这

场战“疫”不可或缺的中

流砥柱。

在驰援湖北的医疗队绝大多数奋战在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方舱医院之时，湖南派出了一支特别的队伍，将关爱之
心、关护之手投向了福利院里的老人们。

早前，为防止入住老人感染，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实行了封闭式管理。然而，疫情下的福利院该如何进行
疫情防控，入住老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工作如何开展，当地一线护理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彼时，也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吃紧的关键阶段。湖南省委、省政府在接到民政部驰援武汉的指示后第一时间
批准，省民政厅火速响应，于 2 月 22 日派出了一支 34 人的养老服务援鄂先锋队，紧急驰援洪山区社会福利院。

在经过为期一周的培训后，这支女队员占比七成以上的队伍，于 3 月 1 日正式接收福利院的老人重新入住——与老
人们共同抗“疫”。

为罗晨阳 DIY 生日蛋 糕的，

是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六颐苑

医养）呼吸内科护师张临玲。

经过一周的培训后， 25 岁的

她在 3月1日这天迎来“首战”——

和同伴们开始接收洪山区社会福

利院的老人重新入住。

尽管从事护理工作已经 6 年，

但张临玲还是尽可能完善地做

好准备——为避免工作时内急，

她在前一夜滴水未进，第二天早

上 6 点起床，吃了块巧克力就匆

匆跑到看护区“候场”。

上午 9 时，远处传来了嘈杂

的人声——时隔多日，张临玲依

然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位老奶

奶，她脸上挂着笑，不停对我们

说‘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过，几名老人看见张临玲的防

护服后，整个人不自觉地往后退，

这让适才有些放松的张临玲又情

绪紧绷起来。

所以，除了防控、护理，进

行心理疏导也成了她关注的部分。

有时，长时间运动或情绪紧

张会导致额温枪测出的体温超

过 38℃，这也让很多老人十分担

增强免疫力，隔离老人有锻炼妙招

但在抗“疫”这件事上，这名援

鄂先锋队里年纪最小的队员态

度坚决，也铆足了劲儿。

在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呼吸

内科，需要罗晨阳照顾的大多是

行走不便的失能老人。但到了洪

山区社会福利院后，她发现情况

有些不同。

“这里的老人大多身体很好，

基础疾病较少，而且十分配合，

自觉在房间隔离，不走动、不唠嗑、

不扎堆。”尽管疫情给大家带来了

不小的心理压力，但罗晨阳看到，

有些可爱的老人还“研发”了不出

房间就能锻炼的小妙招。

一次，罗晨阳在送餐时被房里

的老奶奶极力留下。一脸疑惑的

她看到老人打开手机，点开一张

芭蕾舞者压腿的图片，然后自己吃

力地将腿架在了桌面上。

“你帮我看看，这个姿势对不对？”

“您慢点，别伤着腿！”

“放心，我是慢慢地压，昨天

已经练了一遍，蛮舒服的。”

还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奶奶在

房门口跳起了“网红舞”。“跳得确

实不错。”这一幕恰巧被罗晨阳遇

见，她竖起了大拇指。

朱奶奶见有了观众，高兴极了，

“来来来，我们一起跳，不会奶奶

教你！”

尽管氛围不错，但疫情之下，

所有的工作仍得谨慎再谨慎。“我

们负责的病区在 13 楼，共 14 名老

人。为了防止免疫力相对较差的

老人被感染，消杀工作成了重中之

重。”罗晨阳介绍，她们特别组建

了一个消杀班，一天消杀 3 次，洗

6 次澡。

此外，为老人提供“保姆式”

服务也是罗晨阳的工作重点——

测量体温、配发饭菜，有时还要帮

老人收寄快递。

“老人住在这里，家属不能随

时探望，担心牵挂是难免的。尽管

当时快递运送很不方便，但家人们

还是会克服困难，寄零食和生活用

品过来。”罗晨阳十分理解这种心

情，她说，既然来了，自己就要尽

全力照顾、保护好这些老人。

疫情期的养老护理，她有“安心锦囊”

心。“我是不是被感染了？”“好

端端的为什么体温就高了？”

通常，张临玲会用水银测温

计再试一次。“您看，这次温度

是 36.4℃！”

可看到数值正常后，老人却

更不安了，“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没事儿，咱们再试几次！”

这样的场景已经多次上演。

为此，张临玲不只一次拿自己做

实验，直到证明两种测温仪器的

确可能存在偏差，老人们才心安。

除了对新 冠 肺炎病 毒的焦

虑，老人们长时间独处一室憋出

来的“心病”也急需解决。

不久前，一位老奶奶嚷着要

回家，“不让回家我就不吃饭！”

之后，送到房间的饭菜，她果然

一口也没吃。

张临玲得知后，赶紧找到老人，

一沟通才知道，“她就是想回家和

家人吃顿饭”。

“奶奶，您的想法我理解，但

您就这样出去，岂不是给病毒制

造了机会？万一真被感染了，回到

家 里 连累家人，回到福利院 里，

还要连累老伙计。这样吧，我再

去把饭菜热热，我们再坚持一段

时间。”张临玲的贴心话，让老奶

奶之后再也没提过要回家。

见不到家人，又不能外出，还

玩不转智能手机，孤单又无聊的老

人是张临玲重点关注的对象。每次

工作时，她就会帮老人开微信、看

视频，希望老人多跟家人“见面”。

“昨晚睡得好不好？”“今天吃

了什么？”屏幕那头，是家人们关

切的问询。

“有些老人刚开始视频聊天时

不太习惯，话比较少，但只要在屏

幕里看到家人的脸，听到他们的

声音，明显会开心很多。有时，老

人们还会提醒我‘下次早点过来帮

我搞视频’。”但次数多了，老人

也不好意思总麻烦张临玲。于是，

她又手把手现场教学，教老人们

如何与孩子们视频聊天。

采访中， 张临玲 透 露， 她和

男友原本计划今年 2 月结婚，但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两人不得不将

婚期推迟。“他说等我一回去就结

婚。”谈及未来的婚姻生活，张临

玲直言要向福利院里的一对老夫

妻学习。

“这对老夫妻住的房间虽然挨

在一起，但两人至今也没有串过门，

不过这不影响丈夫对妻子的关心照

顾。”张临玲说，她给这对老夫妻

配发早餐时，老爷爷就总提醒道：

“我老伴喜欢睡懒觉，别吵醒她。

她的早餐先放到我这里，等她醒了

辛苦你再热下送过来，好吗？”

半小时后，奶奶醒了，爷爷的“连

环催”也来了。

“请把饭菜热一下，她有胃病，

吃冷饭会肚子痛。”

“不要热太久，她最怕烫。”

“饭热好了吗？”

尽管因为老人的频频催促而中

断手头的工作，但张临玲没有怨言，

反倒十分感慨 ：“可能婚姻就是这

样，不求轰轰烈烈，但这份爱却

在平淡生活里历久弥坚。”

【声音】

养老服务“湘军”
驰援武汉，女性成主力

扫一扫，分享战“疫”
一线养老护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