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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传染病医院的白衣天使们有一个心愿———

希望能多一些理解和关怀
文/片 本报记者 晋森

她们是一群普通的护士，但因为工作医院的
不同，又略显特殊；她们是一群勤劳的护士，同样
因为工作岗位的不同，她们有时又要忍受社会的
误解，她们笑称“找对象都不好找”。近日，记者走
进了济宁市传染病医院，来到了这群美丽的白衣
护士中间。

为了安抚小朋友的情绪，一起做做游戏。
济宁市传染病医院
结核病区护士毕文婷

济宁市传染病医院
手足口区护士姜小霞

2009年，一场为人们所不了
解的“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爆
发，“甲流”会不会像“非典”一样
能致人死亡？其病毒到底有多大
的危害？在当时来说，这一切人
们都不知道。

面对这种情况，济宁市传染
病医院决定成立专门的甲流治
疗小组，I CU重症监护室护士的
李静，在当时作为最年轻的护士
加入了治疗小组中。提起当时的
情况，李静仍历历在目。“很多护
士都申请加入治疗小组中，因为
我比较年轻，精力充沛，所以被
选中。”李静告诉记者。记者问李
静，“在那时H1N1是一种未知的
新型病毒，难道你不怕吗？”李静
微微一笑，“说不怕是假话，但我
觉得越是这种紧急的时候，护士
越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因为护
士的职责就是护理病人。”就这
样，李静加入到了甲流医疗小组
中。

当年的七八月份正是一年
当中最热的时候，出于对人员的

保护，医院要求甲流医疗小组的
人员都至少穿上3层的隔离衣，
然后戴上隔离眼镜，穿上类似于
雨靴的隔离鞋，还要戴上口罩、
帽子。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医
疗小组53岁的护士长张春华竟
然晕倒在地。李静告诉记者，不
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煎熬，还要顶
住思想上的压力，因为已经出现
了甲流死亡病例，在当时出于防
止传染的考虑，甲流小组所有的
医护人员10天轮换一次，吃住都
在一栋楼内，还要接受7天的隔
离才能出去。

“不过咬一咬牙也挺过来
了。”李静笑着说，现在想想当
时也是对自己一次很好的锻
炼。在她们的照料下，济宁市第
一例输入性甲流患者，来曲阜
旅游的一名美国人顺利出院，
这名美国人在出院时连连向护
士们表示他的谢意。李静后来
又照顾了更多的甲流患者，使
他们顺利地接受治疗，并陆续
地身体痊愈。

“甲流”时她们被隔离17天

结核病区护士毕文婷目前已经
是一名颇有经验的老护士了，但是刚
进结核病区时，毕文婷坦言，当时也
有顾虑，就怕自己被传染上。“当时也
奇怪了，在结核病区待了没多久就咳
嗽了，而且呼吸时还有点疼，我心想
坏啦，是不是传染上结核病了？”尽管
现在叙述时很平静，但记者仍能隐约
感觉到毕文婷当时的紧张。

毕文婷告诉记者，后来医院里组
织拍片检查，才发现是虚惊一场。“现
在想想有点想笑，主要是当时也不大
了解情况吧。”毕文婷说，相对于一些
综合性医院的护士，因为传染病医院
更注重消毒和预防，所以护士被传染
率非常低，比综合性医院的护士被传

染的几率还要低。
“其实苦点累点都无所谓，但我

们最不愿意忍受的是人们那异样的
眼神。”护士们调侃地笑着说，当年人
家一听是传染病医院的护士，找对象
都不好找啦，“小伙子一般都愿意继
续交往，可家里不愿意，不让交往。”
说这些话时，这些护士们的眼神中闪
过一丝委屈。

“其实越是在传染病医院，我们
越注意对医护人员的保护。”医院负
责人说，希望社会能多关心一下这些
护士们，因为他们付出得往往更多。
在护士节，传染病医院护士们说出了
她们共同的心愿：希望人们不要再用
异样的眼光看她们了。

最怕被误解，找对象都不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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