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在青山区，异地他乡，举目

无亲，可马红秋说，自己并不孤单，也

并不是孤军奋战，“在武汉的54天，每

一天，我都生活在武汉人民给予的浓

浓暖意中，每天都被他们所深深感

动。”初到武汉时，由于宾馆不提供午

餐、晚餐，考虑到对接医院特别繁忙，

她一直没和医院说，而外面的商店都

关门了，她经常饿肚子，“有一天问路

时，认识了一对志愿者兄弟。”她说，

这对张姓兄弟得知自己是安徽医疗

队的专家，便毅然承担起她的一日三

餐，“兄弟俩轮流给我送饭，他们家吃

什么，就送什么给我，哪怕是寒冷的

雨雪天，饭菜永远都是热腾腾的，暖

乎乎的。”

“如今，一想起他们家的饭菜，心

里就有一股暖流流过。”马红秋说，令

自己没想到的是，3 月 17 日晚，兄弟

俩知道她即将返程的消息后，特地送

来一幅肖像油画，“是弟弟家读高中

的孩子给我画的。”面对这份饱含武

汉人民深情厚谊的礼物，她感动得热

泪盈眶，“我把所有行李全部拿出来，

把油画小心翼翼放了进去，这份礼物

太珍贵了！”

更加令马红秋感动的一幕在次

日清晨 6 点多“上演”，张家弟弟一

早便送来一碗窝着两个煎鸡蛋的西

红柿肉片面，“是他爱人特地起早做

的，让我一定要吃光，吃得饱饱的再

回家！”

“ 对 于 他 们 而 言 ，我 不 过 是 素

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他们却待我如

亲人一般。”马红秋说，类似的感动

每一天都在自己眼前上演，“我和

陕 西 医 疗 队 所 住 的 酒 店 是 一 家 被

征用的转型酒店，整个酒店加上经

理只有两个男同志，我们 130 多个

人 的 吃 喝 拉 撒 和 医 疗 队 的 医 疗 物

品都是由他们俩负责搬运，可再累

再苦，他们从没说过一句，反而不

停地对我们说：‘谢谢！’经理甚至

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用于垫资，只

为 不 计 成 本 地 为 我 们 提 供 最 优 质

全面的服务。”

3 月 18 日，马红秋带着满满的感

动告别武汉，荣归合肥。回想起54天

的“疫线”经历，对于忙碌和辛劳，她从

不过多言说，而是不停地感叹称赞武

汉人民的坚强和热情，“武汉是一座英

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没有硝

烟战争的最终胜利！”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致敬医护，共抗疫情”。一场疫情，既带来病痛和

磨难，又让我们见证了执甲白衣战士“逆行疫线”的勇敢无畏。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

一起向他们道谢、致敬：“谢谢你们！生命的守护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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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援湖北54天，她没在凌晨1点前睡过觉
安徽支援湖北抗疫第一人马红秋：“武汉人民每天都感动着我”

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55岁的马红秋挥别家人，怀揣着不舍和未知，毅然

踏上开往武汉的列车，成为安徽省医疗卫生系统逆行支援湖北的第一人。此后

的54天里，身为院感专家的她一直坚守“疫线”，为医患人员筑起一道“安全堡

垒”。从最初的对接1家医院，到最多时对接5家医院，54天里，她没有哪一天是

凌晨1点前入睡，基本上都要忙到两三点。即便如此，她从不过多言说辛劳，总是

感叹称赞着武汉人民的坚强和热情，“54天里，武汉人民每天都感动着我，武汉是

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 吴鹏伟 记者 马冰璐

作为安医大一附院院感专家，马红

秋在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发生时，便开始

关注武汉的疫情，并向当地同行了解当

地医院的情况。1 月 23 日，腊月二十

九，明知疫情有扩散风险，已不在医院

感染管理岗位的马红秋在接到国家卫

健委打来的电话以及国家医院感染质

量控制中心发出的征集院感专家支援

武汉的信息时，没有一丝一毫犹豫。她

当即打了两个电话，“给我爱人和弟弟

各打了一个电话，虽然他们也有担心，

但都支持我的决定。”

“当时，没敢告诉远在老家的父

母。”她笑着说，自己虽已 55 岁，但 80

多岁的父母仍把她当孩子看待，“每次

节假日回家看望他们，他们连个碗都舍

不得让我刷，总说你平时上班累，多歇

歇，去补补觉……”

“什么时间能走？”在回复国家卫健

委时，马红秋毅然答道：“如果前方需

要，我立刻可以走。”

临行前，她考虑再三，决定打个电

话向父母告个别，“没想到他们特别支

持我，叮嘱我：‘孩子，党和国家需要你，

以工作为重，一定不辱使命，不辜负亲

友嘱托，我们为你加油！’”

1 月 25 日，农历大年初一，作为国

家卫健委从全国紧急抽调的 10 名专

家之一，马红秋挥别家人，怀揣着不舍

和未知，毅然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

成为安徽省医疗卫生系统逆行支援湖

北的第一人。

在高铁上，马红秋抓紧时间了解对

接医院——武汉市第九医院的情况。“这

所医院是武汉市青山区的新冠肺炎定点

救治医院，重症患者的比例最高时达到

70%。由于医院没有传染科，从人员配

备到硬件设施，都无法达到疫情防控的

要求。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防护用品

严重匮乏、交叉感染风险极高……越是

了解，马红秋的心就揪得越紧。到达武

汉时已是晚上，心急如焚的她顾不上休

息，连夜赶到了对接医院，“我当时对自

己说，从现在开始的每一秒都很珍贵。”

一个电话，她毅然奔赴“疫线”

为了摸清医院感染防控的现状，马

红秋辗转穿梭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做调

查摸底；为了找到感染风险点，她穿上

防护服，深入发热门诊、隔离病房等“高

风险场所”现场查看。她把吃饭、睡觉

的时间压缩到极致，白天看现场，晚上

理思路，“54天里，没有哪一天是凌晨1

点前睡的，基本上都要忙到两三点。”

到达武汉仅 48 个小时，马红秋就

拿出了针对医院感染防控的 22 条综合

建议。之后，她又陆续提出过 3 次建

议，并指导医院制定了十多项感染防控

的制度。“分4次给出建议后，我紧张的

心稍微有些放松了，因为看到了初有成

效，医院诊疗有序了、环境整洁了、没有

医务人员新的感染病例了。”

除了武汉市第九医院外，54天里，

马红秋还参与了武汉市青山区所有临

时增设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的感染防控

指导工作，最多时负责对接 5 家医院，

“最忙的时候，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

时。”

除了要出谋划策、把关防控，在医

院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马红秋还亲

自参与到医院消杀工作中，“鞋上、裤腿

上，都留下了消毒水星星点点的痕迹，

那段时间虽然很累，但整个人充满干

劲，因为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所做的

是为医患人员筑起一道‘安全堡垒’。”

对于这段“为武汉拼命”的时光，

马红秋感慨万千：“让医院环境安全，医

护人员和患者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

工作和救治！通过每一个决胜的防控

细节，将保护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化作涓涓细流

和防控的力量，传递到每位病人和医务

人员身上，托起他们生命的希望之光和

信心，筑牢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最后一

道防线。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对于这位一丝不苟、热心无私的

安徽专家，武汉市第九医院的全体医护

人员既印象深刻又满怀钦佩和感激。3

月14日，在马红秋顺利完成支援任务，

即将告别武汉、荣归合肥之前，院方送

来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大年初一，

您便奔赴武汉奋战在我院疫情感染防

控第一线，成为安徽卫生系统逆行支援

湖北‘第一人’……”马红秋说，这封感

谢信对于自己而言是一份最难忘最为

珍视的荣誉。值得一提的是，日前，马

红秋还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异地他乡，
武汉人民每天都感动着她

54天里，她没在凌晨1点前睡过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