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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原有的宁静。情况紧急，医院

向所有医务人员发出倡议书，我没

有多想就主动报名参战。8

月1日下午3点半，我

接到了护士长的电

话，她让我马上赶

到医院。她还特

别交代，这次出

去可能会有很长一

段时间不能回家，

等全部工作忙完还

需要隔离 14天后才能

返回，让我把家里的事情

安排好。简单地收拾好几件换洗

衣物后，我跟患病的婆婆说：“妈，

我要去参加抗疫工作，暂时不能回

家，您在家好好养病，多休息，

有什么事及时告诉我。”我只看到

婆婆朝我点点头，挥挥手。6 岁

的孩子听到很长时间见不到妈妈，

一个劲地哭，抱住我的大腿久久

不愿意松开。我也紧紧抱住孩子，

眼泪禁不住地流了出来，“妈妈会

早点回来的，你在家乖乖听奶奶

的话，别乱跑。”

疫情紧急，我顾不上那么多儿

女情长，掰开孩子那稚嫩的双手，

再次亲吻了一下正在哭泣的他后，

带着简单的行李飞奔去医院。晚

上8点，我参加了城区第一轮检测，

接着第二轮、第三轮时刻准备着，

有时候，半夜也会出任务。我从

来没有这么累过，有时累得真是

喘不过气来。特别是炎热的天气，

配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呼吸不

畅、鼻梁疼痛、眼睛蒙雾，高强度、

高频次的工作状态是对我们采样

人员身体和生理的巨大挑战。衣

衫早已湿透，脸上、手上到处都

因为穿着防护服时间太久变了形，

有时照镜子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

自己。但我是医务工作者，为人民

服务是我的天职。为了群众的身体

健康，再累再苦也值得。

我印象最深的，是8月4日在

栗园小区进行核酸检测，从晚上

11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5点半

结束。当时已经累得腰酸背痛，接

着又临时组队去支援乡下采集核

酸任务。由于去谢家垭乡路上弯

道太急，有的同事刚下车就不停

地呕吐，大家都特别心疼。当晚

9点半，我们来不及喘气，紧接着

开始双溪桥第一轮核酸检测，凌

晨 1点才结束工作，返回住的地

方，洗漱完毕已经 2点了。本来想

给家人打电话问候一下的，但时间

太晚，一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7点开始，我们又

被抽到筒车坝村开展第一轮、第

二轮、第三轮核酸检测。每天只

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我总会打电

话回去问一下婆婆的病情。

8月14日凌晨1点多，丈夫打

来电话，说妈妈永远离开了。我当

时心下一凉，双腿跪在地上嚎啕

大哭。妈，您怎么就等不了我回来

呢？您怎么就等不了呢？妈，去

年7月，因为疫情您生病我没能

照顾您，今年更因为疫情没能见

上您最后一面。妈，您心心念念

的儿媳妇和孙宝儿都没见到，您

怎么舍得走？妈，我知道您等了

很久，很久……

电话那头，丈夫哭得撕心裂

肺，我就这样静静地听他哭了一

分多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

他。我恨不得马上回到婆婆的面

前，见她最后一面，也特别想抱

抱哭得像孩子的老公。

不承想，我去参加抗疫后的

那个视频通话，是我们第一次视

频通话也是最后一次。还说今年

陪您一起过年的，我们家的新房

您都还没住，您怎么舍得走？您一

直心心念念的二宝还没来临，您

怎么舍得走？妈，作为一名普通人，

按理说排除万难我都会守护在您

的灵前，但疫情当前，作为医务工

作者我没有退路，只有前进！妈，

您安心走吧，等疫情结束后我会

带上孩子第一时间来看您！

天空下着雨，仿佛我的心情

一样。但当我穿上白色的防护服，

戴上护目镜的时候我好像忘却了

一切的伤痛，耐心地和小朋友说：

“张大嘴巴，让阿姨看看牙齿好

不好？”2个小时过去了，带队院

领导特别关心我，叫我把这一管

采完就脱掉防护服休息。看着后

面排得长长的队伍，天空还下着

小雨，有些居民还抱着孩子，我

终究还是没有脱掉防护服。

8月14日，一段在洪水中抗

疫的视频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视频中，一名穿着防护服的核

酸检测人员和一名女性坐在一

名男性驾乘的一艘小船上，在

洪水中横渡。浑浊湍急的河水

流速很快，这段看上去很惊险

的视频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经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核实，

这段视频确实是拍摄于张家界市

桑植县凉水口镇长潭河村的抗疫

现场。8月14日下午，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联系到长潭河村村民蒋

旭，他给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讲

述了这段视频背后的抗疫故事。

“船上坐的穿防护服的医护

人员，是桑植县人民医院外二

科的医生罗选旗，坐在船头的

那名女性，是长潭河村妇联主

席李春兰，他们坐船是要去澧

水河对面的一户人家家里，为

他家 8 口人采集核酸样本，划

船的是那户人家的儿子，叫蒋祥

杰。”蒋旭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8月14日清晨 5 时，长潭河

村迎来了第三轮全面核酸采样，

村里的 700 多人都完成了核酸

采样，只剩下了住在村里澧水

河另一边的唯一一户人家——

蒋祥杰一家 8口。秉持着“一个

也不能落下”的原则，村委会

开始思考如何给这户人家进行

核酸检测。

“他们家父母都有 80 多岁

了，腿脚都不方便。”蒋旭介绍，

澧水河从村子里穿行而过，蒋

祥杰一家就住在河对面，平时

出入都需要借助小船，如果选

择绕路，则需要走很远的山路，

很不方便。而这几天，因为连

续多日降水，平时水深不到 3

米的澧水河如今已经涨到了将

近 8 米深。

“村委会考虑过将这一户人

家接到检测点来检测，但蒋祥

杰家里还有4 名小孩，更不安

全。”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村

委会还是决定派人过去为他们

一家进行核酸采样。

一番斟酌后，最终，村委会

和桑植县人民医院支援凉水口

镇的核酸检测队决定，派出一

名男性核酸检测队员负责核酸

采样，由村妇联主席李春兰帮

忙协助，熟悉水性的蒋祥杰划

船，到家里给家人们进行核酸

采样。

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问起

为何没有为 3人配备救生衣时，

蒋旭告诉记者，由于当地村民

大多水性很好，所以村里一时

也找不出救生衣。但为了李春

兰等人的安全，村里特地请了水

性最好的几名村民在岸边上做

好随时救援的准备，村委会成

员也在旁边时刻关注着河面上

的动静，“25 分钟后，他们采集

完核酸安全返回了”。

得知长潭河村这一举动的桑

植县相关单位负责人表示，村

委会和村民们对抗疫工作的重

视和支持值得肯定，但采集核

酸样本一定要注意安全，横渡

洪水去采集这种方式不可取，

因为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至高无上，“如果因为客

观原因实在不能够完成核酸采

样的，工作人员只要做好登记

在册备案就行，不算漏采。”

为采核酸，医护人员和妇联主席乘小舟横渡洪水
县相关部门：对抗疫重视值得肯定，但冒险不可取

8月14日凌晨

1:33时，我的婆婆过世

了。当时，我还在乡下跟医院的同

事们一起开展核酸检测。听到噩

耗，我犹如晴天霹雳，扑通跪在

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凌晨 2时 27

分，我将妈妈去世的消息和我对

妈妈的思念在朋友圈发了出去，没

有想到竟然有那么多人安慰我，让

我节哀顺变。此时我知道，忠孝

不能两全，特别是在疫情面前，作

为医务工作者，我没有退路，只有

前进。

很多人问我，你婆婆病这么严

重，你为什么还主动参加此次疫

情防控？我说，我是医务人员，别

无选择。还记得武汉发生疫情的

时候，作为张家界市中医医院的

一名医务人员，我主动请战，有幸

被选为医院支援武汉预备队成员，

ICU 的老师们第一批先去了，后来

疫情得到控制，我们预备队的成

员就没去成。

7月29日，张家界市第一例

新冠肺炎病例确诊，打破了我们家

屈霜琪在为当地群众做核酸检测。

今年 33 岁的屈霜琪是张
家界市中医医院骨伤二科护
士，张家界疫情暴发后，屈
霜琪于 8 月 1 日主动出征至
今。其间，屈霜琪病重的婆
婆——72 岁的邓满玉因宫颈
癌晚期于 8 月 14 日凌晨 1
时 33 分逝世。正在谢家垭
乡支援的屈霜琪，哭到不能
自已。因为回家需要隔离 14
天，屈霜琪甚至无法赶上婆
婆的葬礼。

悲痛的屈霜琪对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倾诉了她的感
受，以及在家人最需要她的
时候却无法陪伴的内疚和痛
苦。她说，自古忠孝不能两
全，特别是在疫情面前，作
为医务工作者，她没有退路，
只能继续向前。惟愿张家界
的疫情早日被驱散，她再去
婆婆的坟前磕头，再好好安
慰陪伴丈夫和孩子。

妈妈对不起，无法尽孝的我下辈子还做您儿媳
张家界抗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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