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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垒有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打
开这个“百宝箱”，除了生活用品，还
有消毒液、保健品等，有的是出发前
同事偷偷放到他的行李里的，有的是
省医疗队统一配发的，更多的则是武
汉当地的普通市民送来的。

在张少垒的手机里，有一个微信
“报平安群”，他每天会在群里跟亲朋
好友更新自己的生活动态，与领导同
事分享和讨论护理经验，有空的时候
还会给远在安徽的父母打个电话让
他们放心。“同事的女儿画了一幅画

给我加油鼓劲，感觉有无数的人在背
后支持着我，让我信心十足，更加有
力量打赢这场战役。”张少垒感动地
说道。

张少垒自嘲是个“单身狗”，正在
经历着这样的特殊时刻，更让他感受
到爱情、亲情、友情的珍贵。记者打
趣问他，要不要通过宁波晚报来征集
自己的心仪女孩？他不好意思地笑
了：“等打赢了这场仗，疫情过后，希
望可以找到我的爱情。”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刘春霞 文/摄

记者了解到，在我市驰援武汉紧
急医疗队成员中有好几位95后男护
士，这批新生代筑起了抵抗新冠病毒
的钢铁城墙。

来自鄞州人民医院的男护士王
何琢24岁，身高1.80米。“武汉需要
我，我就来了。我是一名男护士，从
体力上来说，更有优势一些。”王何琢
说，当他得知自己可以来武汉驰援
时，正在医院上夜班。一时间，他不
知道该准备些什么。让他感动的是，
科室里有人帮他打包行李，有人帮他
准备常用药，有人帮他准备生活用

品，“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公共卫生事
件，好在我有一群给力的小伙伴。”

几天工作下来，王何琢和其他
同事已经熟悉了工作流程，护理步
骤也是越来越流畅。王何琢说，每
次进病房帮患者打热水、测量体温
等，患者都会说一声“谢谢”。接送
医疗队上下班的公交车司机、酒店
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会说“谢谢你
们来武汉帮助我们”，让他十分温
暖。

和王何琢一同在武汉同济医院
光谷院区战斗的梁志强也是位95后

男护士。今年25岁的梁志强说起这
次从宁波来武汉驰援，一开始并没有
打算告诉父母，想着等疫情结束了，
再和家里说一声。可消息太快，梁志
强的父母在他到武汉的第二天就知
道了。

“爸妈没有责怪我，反而特别支
持我。”梁志强笑着说，“他们让我照
顾好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于梁志强来说，下班回到住所
痛快喝水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刻。
在医院里，梁志强和其他同事都要穿
上厚厚的防护服工作，是基本不喝水

的。
梁志强说，工作强度虽大，但是

他也被不少患者感动着。最让梁志
强感动的是，一部分患者由于不舒
服，会出现咳嗽的情况，每当患者忍
不住快咳出来的时候，都会示意梁志
强先退出病房。

“患者剧烈咳嗽，飞沫四处飞
溅，我们医护人员有被感染的可
能。”梁志强说，“我们在照顾患者，
也谢谢患者对我们医护人员的关
爱。”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郑瑜 黎燕

驰援湖北的“多面手”男护士长：

希望疫情过后
可以找到自己的爱情

“脚背向上抬，尽量抬高，对，心里默数10秒……再慢慢往下压……”武
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隔离七病区里，来自镇海区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总院
的ICU护士长张少垒正在指导卧床老人做运动操。

昨日是张少垒在武汉“战斗”的第22天。大年初四，他就已出发驰援武
汉。最近这一周，该院的两个隔离病区共有5位患者治愈出院。他说，他的
心情就像当天武汉的天气，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

昨日大概是张少垒这22天以
来最轻松的一天，刚好轮休。吃过
午饭，他接到了医院领导的慰问电
话。“一切都好，你们放心吧！”这个
1987 年出生的安徽男孩天性乐
观，适应能力极强。

作为隔离七病区的护理组长，
他和3位同事要护理39位病人，
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重症患者。

2月2日晚上，病区开始收治
患者。第二天张少垒去送中饭时
发现，大部分人没有吃完早饭，还
有10位拒绝了午饭。由于疾病
带来的身体不适，许多患者情绪
低落，有的还出现了消极态度。
因此，除了日常用药、输液，病人
的心理抚慰也成了护理的一项重
要工作。

张少垒主动和患者攀谈，意外
得知一位患者康奶奶是他的安徽
老乡，儿子也在宁波工作，两人之
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康奶奶和女儿一家在武汉生

活，她和老伴先后感染新冠肺炎，
被送往不同医院治疗，而女儿一家
还处于隔离状态。因为担心家人，
老人一整天都没吃几口饭。

“奶奶，饭吃下去了才有足够
的力气和病毒对抗。我们过来就
是帮你们的，您要相信我们。奶
奶，这个饭您一定要吃，我就看着
您吃。”在张少垒的“强硬”监督下，
康奶奶终于打起精神吃饭了。

为了帮助老人尽快恢复肺功
能，他还用吸管和手套等现有的
材料做了一个简易的呼吸锻炼
器。这几天，康奶奶的状态明显
好转，体温稳定，胸闷的情况有所
减轻，前天中午一口气吃了大半
盒米饭。老人不会用微信，在张
少垒的操作下，她终于在手机屏
幕里见到了儿子。

“我妈妈气色挺好的，让你们
费心了。真的太感谢了！”康奶奶
的儿子通过视频，向张少垒表达
谢意。

想尽各种办法让患者吃饭 新冠肺炎传染性强，危重症病房
里没有护工，更没有陪护家属，所有病
人的基础护理、医疗废弃垃圾处理等
工作都需要护士承担，工作量比以往
多出好几倍。仅有的几个男护士还主
动承担了更多的体力活，包括给病人
翻身拍背、搬挪重物等。

作为组里唯一的男性，张少垒给
自己分配了最脏、最累而且也是风险

最高的工作——环境消毒和垃圾清
运。“来这里已经做好了艰苦奋斗的
长期准备，我是组长应该带头，大家
一起努力。”由于具有潜在的传染性，
患者的生活垃圾都要严格按照医疗
垃圾处理，张少垒每次都要背着十几
斤重的消毒水对工作区域进行反复
消杀，以此来保障大家的安全，减少
感染风险。

主动承担最脏、最累、风险最高的工作

“单身狗”有了新的期待

我市驰援湖北的男护士还有好几位

“武汉需要我，我就来了”

他是身高1.81米的“暖男”

他大年初四就出发驰援湖北

他会“盯着”患者让他们吃饭

他会自己动手为患者做呼吸锻炼器

他主动承担最脏最累风险最高的工作

这样的男孩，
你——喜欢吗？？

张少垒和出院患者合影张少垒和出院患者合影。。

同事女儿为
张少垒画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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