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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此疫终不还”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后，一批批医疗队从
全国各地奔赴湖北抗疫
“战场”。1月27日，云
南省首批援鄂医疗队出
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里，云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何建林被委
任支援湖北通山县医疗
队队长，带领15名医 护
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

何 建 林

告别妻儿踏上征程

“我一定要去，如果不行了，再带

我回来。”1月27日，云南省第一批138

名医护人员集结待发，家属、同事纷

纷前来送行，叮嘱、拥抱、泪别，一幕

幕分离的场景呈现在眼前。对于医生而

言，疫情就是命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何建林便主动请缨，成为抗疫大军

中的一员。

出征前夜，两个女儿帮着何建林收

东西，一边收一边哭。小女儿拿出贴画

把行李箱上全部贴满，大女儿用笔在饭

盒上写下了“爸爸加油！”“爸爸一定

要平安回来！”，女儿还让他签下平安

回家的合同。看着两个孩子把压岁钱、

玩具和零食塞进了他的行李箱，何建林

更加不舍，把她们紧紧抱进怀里。

出征那天，同院工作的爱人丁洁

也给了他支持。那一刻，虽有离别的伤

感，但因有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坚定了

他战斗的勇气。为了避免家人担心，何

建林几乎不与家里联系，每隔两三天会

在朋友圈里报个平安。丁洁却表示自己

很能理解他。“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褂，

就要守护好每位患者，这就是我们的职

业信仰。”丁洁说。

“你今年的生日爸爸不能回来陪

你，爸爸要守着病人，他们更需要爸

爸。”2月14日是何建林大女儿的生

日，丁洁对一直在问爸爸能不能回来陪

她过生日的大女儿说。“疫情结束后想

为女儿补过生日。我是一叶扁舟，还有

千千万万扁舟共同抗击着疫情，决胜之

日便是我们归来之时。”采访中，何建林

这样告诉记者。

冒着风险与死神“抢人”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抵

达湖北省通山县的第二天，何建林查房

时，一名重症患者紧紧拉着他的手说。

“很触动，更加坚定了打赢这场战役的

决心。”何建林说，战场上可能有输有

赢，但这场战“疫”，他决不能输。

“如果抗击新冠肺炎是一场战争，

那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稳住了

通山的防线，守住了通山这个阵地。”

何建林自豪地对记者说。在这一辉煌战

果的背后，是医疗队洒下的无数汗水，

经历了数不清的危险，甚至连他自己也

多次走到了生死边缘。

1月30日，医院里一位60多岁的疑似

危重症患者急需救治。“当时患者有深

部痰栓阻塞，需要用支气管镜深部吸痰

清理呼吸道。”何建林说，对于传染性

极强的疑似新冠肺炎而言，支气管镜检

查属于高危操作。“让我来！”关键时

刻，何建林挺身而出。在三级加强防护

下，历时半小时，他终于小心翼翼地完

成了这一危险操作，术后病人呼吸道较

之前通畅，病情好转。

2月5日，何建林在隔离病区查房

时，身上的防护服突然被桌子边角挂

破，面临着被感染的危险。可想到病人

在等着自己查看，防护服又很紧缺，何

建林选择继续查看病人，直到两小时后

查房结束才退出病区。

“面对这些非常高的传染风险，你

当时恐惧吗？”面对记者的提问，何建

林答得很干脆：“防护到位，就不会恐

惧，病人需要，我就要去做。”

奋战在通山县的日日夜夜，何建

林和他的队友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抢

人”。“荆楚长云暗雪山，通山遥望碧

鸡关。病区百战穿白甲，不破此疫终不

还。”何建林还在通山县抗击新冠肺炎

前线写下这样的诗句，并请同事将诗句

写在防护服上，以此为队友和患者鼓劲。

3月8日，随着最后6名患者治愈出

院，通山县已确诊的84名患者全部治

愈，实现“清零”。“患者零死亡，医

护人员零感染。”说起这些，何建林是

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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