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新时代，我们将紧紧围绕“立

德 树 人 ” 根 本 任 务 ， 创 建 “4+N+5”

社会实践育人模式，引导青年学生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就业相结合，

个人成长成才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相结

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实践中

立 鸿 鹄 志 ， 做 奋 斗 者 ， 以 “ 润 物 细 无

声”的方式，推动青年学生感悟和认知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

实现实践育人的目的。

我们有幸见证了一批批青年学生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教师同青年

学生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的希

望和寄语，感受共青团的魅力。我们在学生

团总支引领和示范的过程中，在学生会自我

管理、社团活动、运动会、舞蹈大赛等各类

活动中，和同学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作

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将继承先辈的光荣传

统和革命精神，勇敢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

职责和使命，实现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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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操场上⋯⋯检察官们走

进校园、走进课堂，用专业知识为师

生提供法治支持，帮助孩子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他们正在为少年撑起

一把把坚实的守护伞。

“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出孩子可能

遭遇了性侵害或校园欺凌？该如何通

过教育和引导进行预防？”“遭受校园

欺凌怎么办？”“遇到危险如何保护自

己？”⋯⋯今年，未成年人新“两法”已

实施一年，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联

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知乎，

对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案例、典型人物

进行报 道 ，聚 焦 性 侵 害 、校 园 欺 凌 及

心 理 保 护 等 热 点 问 题 ，体 现 全 社 会

对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权 益 行 为 的“ 零 容

忍 ”。透 过“ 守 护‘ 少 年 的 你 ’”系 列 问

答，让我们一起走近检察官们的工作

日常，一起听法治副校长们给小朋友

们带来的暖心叮嘱。

北京市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法官曹

晓颖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进行

了回答。曹晓颖分析了欺凌行为的表

现形式，尤其强调了校园欺凌与小打

小闹之间的区别，并提示家长，孩子

遭受校园欺凌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以

及应如何预防和避免欺凌行为等。对

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可能产生的

表现，曹晓颖法官进行了梳理，并提

示父母，务必提高孩子对隐私部位的

认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加强对孩子的

陪伴，关注孩子的网络使用等情况。

法律人一起保护少年的你□ 蒋肖斌

最近乐坛最受关注的新闻，莫过于在音乐节目
《乘风破浪3》中，王心凌时隔18年再唱《爱你》，不仅
歌手本人冻龄，屏幕那头的一些观众也忍不住扭动
起不再苗条的身躯，高呼“青春回来了”。而在另一档
音乐节目《声生不息》中，林子祥、叶倩文、李克勤、杨
千嬅⋯⋯一众不同年代的香港歌手，又把80后90后
分分钟带回用磁带和CD听歌的少年时光。

可能是几十年前的歌手们太努力，导致现在一
打开歌单，循环播放的依旧是少年时的流行曲。有没有
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答案肯定是，有的。

既然回忆起了我们的青春，那不妨也回溯香港
音乐的青春。

在上世纪 50 年代之前，香港街头巷尾最流行的
中文歌曲来自内地，周璇、姚莉、白光⋯⋯上海滩红
什么，香港人听什么。到了五六十年代，港乐萌芽，一
大原因是当时香港电影的欣欣向荣。在早期粤语片
中，粤语歌曲多有着传统粤剧的基因，歌词严谨优
雅，颇有古意。

上世纪 70 年代对香港音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
1974 年热映的《啼笑因缘》和《鬼马双星》，带红了仙
杜拉和许冠杰演唱的主题曲。从此，描述市井生活、
体察小人物内心的歌曲，逐渐占据主流，这也成为香
港音乐至今不灭的精神内核。

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音乐开始爆发，徐小凤、罗
文、甄妮、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是那个年代香
港乐坛最耀眼的星辰；到了 90 年代，以“四大天王”
为代表的香港音乐已经风靡亚洲；再后来的陈奕迅、
谢霆锋⋯⋯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歌手，出现在内地

的文化综艺节目中。
港乐的编年史，似乎有一个暗线的轮回。
关于港乐历史，74岁的林子祥很有发言权：从学

生时代就开始组乐队，1976年出了第一张专辑，1980
年凭借《在水中央》《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获得当年的
十大中文金曲奖，从此一炮而红——红了40多年。也
许每个年代都有比林子祥更红的歌手，但人家你方唱
罢我登场，只有他，永远在场。

上世纪 90 年代初，徐克拍摄电影《黄飞鸿》，电
影快拍完了，主题曲还没有，“徐老怪”请黄霑来写。
黄霑选了古曲《将军令》进行改编，又请了林子祥来
演唱。林子祥一开嗓，似有千军万马，后来他自己说，
每次唱到“做个好汉子”，感觉就来了。

去年，林子祥在“湾区升明月”2021 大湾区中秋
电影音乐晚会上唱《敢爱敢做》，“铁肺”依然满格在
线；这次在《声生不息》中，他和夫人叶倩文同来，《男
儿当自强》一出，炸裂全场。“‘港乐’就是我。”林子祥
说。他没说错。

港乐不只是旋律与歌词，更记录了不同年代的
香港的文化。香港乐坛有“词坛三宗匠”之说。“凡有华
人处，无不听卢词”，说的是卢国沾，《小李飞刀》《万里
长城永不倒》都是他的代表作；黄霑不必说，《上海滩》

《倩女幽魂》《沧海一声笑》《狮子山下》《我的中国
心》⋯⋯没听过的人恐怕不多；郑国江的经典作品，则
有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郑国江曾总结：“我的词中展现的是中国人的精
神面貌，卢国沾是中国人的民族大义，而黄霑则是传
达中国传统思想。”

中国，是上一代香港音乐人念念不忘的关键词，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节目中，时隔 34 年，内地乐
队马赛克重新唱响《大地》，致敬香港乐队 Beyond。
不过，粤语发音不那么地道，让人想起当年那个用拼
音学唱粤语歌的自己。

港乐在它的黄金年代，回荡到每一处有华人的土
地上。现在，岁月泊岸，港乐是
那一张接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船票。也许，当我们小时候
的耳朵里听到了港乐，港乐就
在我们的身体中住下了，与我
们一起成长。本就流着一样的
血，就会有那么一首歌，会让
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
的过去，记忆不会沉默。

生生不息的不止港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黄码医院”内，医护人员对疫情好转的感知，

似乎比外界更敏感。

进入 6 月以后，肾内科接收的透析患者一下少了

百余人，急诊科恢复了以往忙碌的接诊状态，儿科更多

患儿家属不再着急焦虑，感染科大夫能睡上整觉⋯⋯

4 月 22 日北京本轮疫情起始之时，也是这一

群医护人员，早早地投身战“疫”。5 月 8 日，北京市

朝阳区提级管控，同一天，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接到

被划定为“黄码医院”的通知。

由“绿”转“黄”，医护人员如何在实战中“应

考”？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直播间里，记者采访

了多位垂杨柳医院医护人员。

没有耽误一个透析病人

“不透析，生命线就断了。”和患者一样着急

的，是垂杨柳医院肾内科主任余永武。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封控小区居民应“足不出

户”，管控小区居民“足不出楼或小区”，这让透析

患者犯了难。

根据国家卫健委 2021 年版《血液净化标准操

作规程》，疑似高传染性呼吸道传染病需要透析治

疗的患者，应收入院单人隔离治疗。

透析机器少、人员不足、高风险患者需单人隔

离透析，面对 200 多名透析患者的需求，垂杨柳医

院 40 余名医护人员怎么办？

2021 年 5 月，血透室搬到本部院区后，东院区

的老血透室只剩下未拆除的水处理机管道。考虑到

疫情尚未完全阻断，余永武一直让工程师定期到东

院区维护管道，“万一出现疫情，还可以再用”。

该是重启老血透室的时候了。

4 月 28 日开会讨论后，余永武关于重启东院

区血透室的建议得到院方的批准。与此同时，医院

紧急购置 11 台透析机，其中 10 台为普通透析机，1
台为乙肝患者专用的透析机。

“一下子我觉得病人有救了，当天晚上睡了个

好觉。”余永武说，解决血透室问题后，科室连续收

到了患者送来的 5 面锦旗，“没有耽误一个透析病

人”。医院 A 至 E 院区的改造和扩容也在进行。垂

杨柳医院医务部主任楚德国介绍，按照有无新冠

肺炎 11 大症状及患者具体病情，医院设置了 5 个

不同院区接诊患者，防止发生交叉感染。

“需要人的地方太多了。”楚德国说，朝阳区此

轮疫情暴发初期，需要大量人手支援社区、隔离酒

店等。医院为肾内科、儿科等重点科室留足人手，

平衡外出支援及留院诊疗人员工作。“全院总动

员，也得看好这一片家。”楚德国说。

和病毒赛跑，守护疫情“暴风
眼”的第一道防线

医院“转黄”后，急诊科的工作节奏慢下来了。

急诊科主任顾伟说，与其他专科不同，划定“黄

码医院”期间，急诊接诊量从每天 250-300人次下降

到每天约 100人次。

这也给急诊科带来了新的难题。朝阳区内的

封（管）控小区主要集中于潘家园、劲松等街道，低

风险小区居民仍然可以自由出行。在预检分诊区

域值班期间，顾伟要做的工作就是劝导病人前往

非“黄码医院”就诊。

“并不是什么病人都劝走。”顾伟解释，由于

“黄码医院”存在一定感染风险，预检分诊人员对

来院病人进行初步评估后，建议非急危重症患者

选择其他医院就诊，而急危重症则“必须救治”。

本轮疫情期间，有一位 40 多岁来自非封（管）

控区的患者，路过医院时突然感觉心脏不舒服，找

到急诊科求助。预检分诊人员判断后立即为他进

行了心电图等进一步检查，经医生确诊心肌梗死

后，为患者开启“绿色通道”，心内科启动急诊经皮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将患者收入监护室

治疗，后来患者康复出院。

2020 年 6 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

于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提到，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发热患者

进行登记，在 1 小时内上报到所在地卫生健康部

门，引导发热原因不明的患者到发热门诊进一步

检查治疗。

在垂杨柳医院，感染科和急诊科共同筑起了

第一道安全防线，而感染科位于疫情最前线，这也

对医护人员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不仅需要对传

染病敏锐的判断力，还需要有对急危重症患者迅

速救治的能力。

感染科主任孙春荣曾接诊过一位 50 多岁的

患者，救护车开到医院时患者意识已不清楚。医生

为患者开启“绿色通道”后详细检查，确诊患者为

胃癌晚期，经一天多的救治后离世。

孙 春 荣 与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及 派 出 所 沟 通 后 得

知，患者独居在家，来院时随身带了遗书。按照遗

嘱，社区与派出所联系上了患者在异地的唯一亲

人，同时，医院第一时间做好了善后工作。

“病毒时时在变，对我们医生来说，要有强大

的抗压能力，更要有人文关怀，才能和病毒赛跑。”

孙春荣说。

及时解压，调节医患情绪“阀门”

情绪，是医生和患者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一开始病人很焦虑。”余永武加入了好几个

血透患者微信群，从早上四五点到深夜两三点，患

者不断刷屏讨论病情及当下疫情。

“病人说话我也不敢回，怕自己没有充分的把

握，回了之后他们还会接着问。”余永武坦言，血透

室的改造定下来后，病人开始在群聊里发送“感

谢”，他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儿科来说，“大白”也会成为孩子情绪变

化的“触发点”。儿科主任高捷说，有的孩子来医院

前穿上了二级防护服，来到医院后看到医生也穿

着二级防护服，面屏还满是雾气，容易焦虑急躁。

高捷记得，有一名先天性无丙种球蛋白血症的

患儿每隔 4 周需要到医院补充免疫球蛋白。在医院

“转黄”期间，由于出入社区手续等原因耽搁了不少

时间，到院后，孩子特别紧张。领进单独病房后，高捷

隔着面屏对患儿说：“咱们都是熟人，只是我们穿上

这衣服了，没事。”几名熟悉的医护人员都说了话以

后，患儿的紧张情绪才逐渐缓解。

在急诊科主任顾伟看来，“抗压”是医护人员

的必修课。从业 20 多年来，顾伟在急诊室接诊过

因喝酒、打架、自杀、交通肇事等各种事情绪爆发

的患者，“大家都司空见惯了”。

但疫情之下，对来自非封（管）控区的急诊患

者做到准确、有效的疏解和劝离，并得到患者和家

属的支持理解，并非易事。顾伟坦言，对受的委屈

和责骂，医护人员只能默默承受和消化，“既要保

证医疗安全，又要加强疫情防控。哪个位置出现问

题，我都得去救火”。

余永武则申请购买了一批体育器材，逢周日

科室休息，就让医护人员到院区空地上运动解压，

保证患者治疗的同时，“战友”也不能倒下。

6 月 4 日，北京疫情治愈出院人数远高于确诊

病例人数，疫情总体持续向好，已整体进入扫尾阶

段，“黄码医院”也逐渐恢复往日的接诊秩序。

余永武有了新的解压工作——给即将参加今年高

考的儿子解压。“我太想学医了。”儿子告诉他，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知道父亲一直在医

院忙碌后，他更加明白医生的

责任很大。

“疫情是考验一个人最

好的时机。我现在回不去，

只能每天和儿子通个电话，

为他打打气。”余永武说。

北京“黄码医院”：病房内外的生死时速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黄码医院是
为隔离点和封控区、管控
区核酸检测阴性但罹患其
他疾病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服务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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