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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呼吸科中医，
上前线义不容辞”

2月12日，吉林省派出首支中医医疗队
前往湖北，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
医院呼吸病科的席中原正是其中的一员。
当晚11时， 中医医疗队飞抵武汉与先来的
吉林医疗队会合， 一起承担华中科技大学
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12疗区的工
作。 截至3月25日晚，中法新城院区C12疗
区病人清零，席中原所在的C12疗区第二医
疗组所负责的18位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中
医药参与治疗率90%以上，零死亡病例！ 3
月28日，席中原与伙伴们一起凯旋而归！

“我们来武汉之前，确诊患者每天增加
几千例，抵达后的第二天，一天就增加了一
万多例。 ”席中原坦言，医生也是普通人，对
于新冠肺炎有着人们共通的情绪，不安、恐
惧……作为呼吸科医生， 对新冠肺炎的了
解比民众更多，意味着恐慌也更深。“那时
西医还没什么特效药， 中医的疗效在湖北
地区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我们这一批12人
都是中医，是吉林省首批中医医疗队，希望
能通过中药手段取得更好的效果。 ”

席中原是主动请缨来武汉支援的，“不
论是年龄、个人身体情况，还是从医经验，
我的条件是科里最适合的！ ”报完名之后，
席中原才告诉了家里，“家人虽然担心，但
也没阻拦我！”事实上，家人何止是担心。在
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写来的家书里， 她说从
来没有想过爸爸会去武汉，“妈妈听到这个
消息之后， 就开始哭了， 收拾东西的时候
哭，和您说话的时候也哭，后来我知道了，
妈妈有这么多担忧， 是因为她知道您要去
的是院区， 是专门收治重症患者的地方
……爸爸，您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

“我们不想在这个国难时期充当什么
英雄的角色， 只求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这
场灾难早日结束！ 同时，更希望国人以此事
件为戒，敬畏生命，给予我们应有的尊重与

理解！ 一切安好！ ”2月28日，席中原在朋友
圈里写下了这段话， 彼时他已经在武汉一
线工作半个月了。

“救治的危重症患者，
每天都在好转”

2月12日晚上11时，席中原随队飞抵武
汉。 深夜的武汉机场空荡荡的，只有服务人
员、消毒人员在井然有序地工作着，但每个
人的神情很放松， 医疗队一路紧张的情绪
在他们的带动下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出了
站口，先到的两批队员正在休息，看到他们
就帮着运行李， 热情地和新战友们分享经
验，“现在防护措施都挺完备了， 不用太担
心， 你们来了首先要放松心情， 把身体养
好，按时吃饭，保证睡眠……”经过医院电
脑操作、病历录入、防护服穿戴等一系列防
控培训后，2月15日， 席中原进入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C12疗区开展治疗工作了。

这里收治的都是重症、危重症患者，席
中原这批中医的加入，成功地缓解了疗区医
护人员紧缺的问题。 医生分三组实行排班
制，早班8点到下午4点，中班下午4点到半夜
12点，晚班半夜12点到次日早8点。因为每天
的工作时间都不固定，所以要求组里的每个
医生要对每个患者的各种情况都非常了解。

“我在第二组，整组10位医生负责18名
患者。 ”席中原在武汉的日常，就是进到疗
区里，对每间病房进行查房，一一查看患者
的情况，比如哪些方面有改善了，哪些方面
不理想，需要调整了，然后有针对性地开方
用药。 在席中原看来，除了一开始对环境和
操作不熟悉需要重新了解、适应外，最大的
困难就是防护服穿时间长了对戴眼镜的人
格外不友好，“镜片和护目镜上全是雾水，
对视线造成影响。 ”戴着好几层手套，把脉
时也会受到限制。 意外的好处是，在武汉期
间， 困扰席中原许久的睡眠问题消失了，
“也许是精神高度集中，再加上高强度的工
作，成就了我在武汉的好睡眠！ ”这里的战

友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大家都很和谐，
互相帮助，让交到新朋友的席中原很开心！

更令席中原惊喜的是， 因为他们这批
中医的加入，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及时
配备了中草药。“这个医院是西医院，先来
的那批医生虽然也用中药，但都是中成药。
我们来了以后， 医院通过各种渠道引进了
中草药，2月25日开始我们就可以一人一
方，用中药为每个患者辨证施治了。 ”席中
原说，中西医着眼点不同，中医是治疗病的
人，西医是治人的病。“中医治病不追求特
效药， 而是调动身体自身的功能来抗击病
毒。 通过吃中药， 比单纯打点滴效果好很
多，有了中医的加入，疗区里的危重症患者
每天都在好转。 ”

“信心树起来了，
病就好治了！ ”

“席大夫，你教我的八段锦，做了两天
感觉挺舒服，呼吸更畅通了。 ”“席大夫，我
用手指揉天突穴，感觉好多了”……

席中原负责的疗区患者都是有各种基
础病的重症，平均年龄60多岁，平均住院时
间50多天。 随着病情的日益好转，一定的体
能恢复训练对他们的康复裨益良多。 席中
原发挥中医特长， 教日益好转的患者们练
起了中医静气功、太极拳和八段锦。 他还教
患者按摩，帮他们根据情况选好穴位，患者
痰多了就教对方揉脖子下面的天突穴，指
压时间不要超过10秒钟， 用手指揉一揉也
行。“治疗效果肯定都是中西综合调整的结
果。 这些主要起辅助作用， 帮他们放松心
情，恢复体能。 ”

正如17床患者杨先生写来的感谢诗中
写的那样，“淡淡天使蓝，绝美舞榻前。 厚重
如磐石，飘逸过丝绢。 博爱隐其中，勇气出
云端。虚望无踪影，自信有源泉。 ”席中原确
实有让人放松下来的本事， 尤其是运用了
心理学知识的“话疗”更是他的杀手锏。“国
家政策好，现在痊愈的患者越来越多啦！ ”

我到前线不是为了荣誉
是要对得起这一身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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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何惧险，誓破楼兰
奏凯旋！ ” ———席中原

年过不惑的席中原， 考虑了
不到10分钟， 就决定报名参加支
援武汉医疗队！非逞个人豪气，实
为社会职责。

4月6日， 记者电话连线了正
在长白山休整的席中原。 在席中
原的讲述中， 这段在武汉抗疫的
经历， 除了救治病人以及防护的
压力外， 更多的是那里的人给他
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比病毒传播
更快的是爱和希望， 席中原记得
班车司机温暖的笑容， 记得和他
学练八段锦后感觉良好的患者
们， 也记得那一行行患者写给他
的诗， 还有要一直珍藏的武汉颁
发的荣誉证书、荣誉勋章，以及南
航的特殊纪念机票……

和席中原相识四年， 为他高尚的
医德、精湛的医术所折服。他用药之精
准常常让我惊叹， 能用三剂药绝不开
五剂，有时只要十几元就药到病除；他
很温柔，尤其是对年纪小的病人，总能
变出小零食让孩子立刻喜欢上他……
这次去武汉，他没有一丝犹豫，舍小家
取大义，毅然走上抗疫最前线。一段时
间，我们总能在他的朋友圈看到“一切
安好”，这是一位逆行者在向担心他的
朋友报平安的特殊方式！

———席中原好友、 吉林省第二实
验学校中学教师郭鑫

/ 城市晚报记者 朴松莲 报道 受
访者本人供图

席中原会细心地避开触及他们心理的
敏感问题， 在查房的时候跟他们播报
各种好消息，“信心树起来了， 病就好
治了！ 查房的时候，即使隔着厚厚的防
护服， 我们也能感觉到患者的信任和
感激，这46天的陪伴与守护，化作患者
脸上开心的笑容时，变得更有意义。 ”

“我没有想过第一次来武汉会是因
为这样的原因，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
这个奋战了46天的地方已经成为我的
第二故乡。 ”热情、感恩的武汉人给席
中原留下了美好的极深的印象。“接送
我们每天上下班的司机， 对我们非常
好， 每天坐车从宾馆到医院往返的40
分钟车程，司机总是特别热情，他总说
走之前一定要告诉他， 他一定拉着我
们去看看黄鹤楼、 长江大桥……看看
武汉的风景。 ”虽然因为特殊时期，席
中原他们最终也没看到这些武汉的美
景，“等有了闲暇， 我会带着家人再来
武汉，去看看奋战过的地方，看看我们
一起种下的紫薇树，看看黄鹤楼！ ”

“物理距离，从没阻隔想念的隔
空投递”

“在武汉的日子里，我没流泪，要流
也忍住了，就是坐车要离开单位那刻，
看到家人、同事担忧关心的表情，确实
差点流泪了。 ”4月11日，是席中原结束
长白山休整回长春的日子， 他早早想
好了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和家人团
聚，看望同事，同事都挺挂念的。 ”

物理距离，从没阻隔想念的隔空投
递。 不管再忙再累，席中原都会抽时间
和女儿视频聊天，“姑娘都和爸爸好，
她给我写了封信，‘您去武汉的这些时
间里，我能照顾好妈妈，陪她聊聊天，
做她喜欢的事情。 ’看得我挺欣慰的，
她长大了，是个小大人了。 ”

在席中原的手机里有个40多人的
微信群，除了他以及同来武汉援助的6
个同事，医院的院长、书记、科室主任、
其他同事都加入了这个群，“陈书记每
天都在群里问我们有什么困难， 同事
们每周都去家里慰问……来了武汉，
医院就成了贴心的娘家人， 让我们有
了最好的后勤保障。 ”

从武汉抗疫一线凯旋的席中原，身
上多了一种经历了生死的凝重和从
容。 经历过这次一线工作，席中原无论
是心态、 各种处理疑难问题的技术掌
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让他对自己
的能力更确信了， 治病更有把握了，
“新冠疫情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医的力
量，也让我更加明确自己的中医之路，
延续中医人的精神！ ”

声音：
我主动请缨到前线，不是为了鲜

花掌声、名誉地位，是要对得起自己
的这身白衣。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救死扶伤一直是职责所在。

———席中原

亲朋好友说：

他是用药精准的温柔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