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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实习生 尤 强

2023 年是雷锋同志逝世 60 周年。

在江苏省南京市儿童医院急诊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观察室内，一张特殊的排班

表引人注目——表上第五位值班医生的姓

名栏写着“雷锋”。

从 2022 年 12 月中旬起，急诊观察室

的值班医生人手告急。而观察室的床位从

未空过，“雷锋医生”出现了。

该科室副主任医师毛春婷表示，这位

“ 雷 锋 医 生 ” 其 实 没 有 固 定 的 人 员 安 排 ，

“谁在，谁就顶上！”

“谁都可以成为雷锋，只要身体恢复

健康，我们就会顶上这个班。”科内很多

医生在退烧后，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在

完 成 本 职 工 作 的 同 时 ， 他 （她） 们 成 了

“雷锋医生”，“连轴转”顶了班。

毛 春 婷 说 ， 雷 锋 “ 心 里 永 远 装 着 别

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与医护人员救

死扶伤的精神有共同之处，学习雷锋精神

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得赶紧顶上！”

春节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以下简称“感染科”），住院

病 房 内 年 味 浓 浓 。喜 庆 的 窗 花、精 致 的 灯

笼、红色的福字被贴在护士站等处⋯⋯

1984 年 出 生 的 山 东 姑 娘 孟 慧 是 该 科

室的护士长。自 2007 年进入医院起，孟

慧先后在 ICU、感染科等科室工作。与孩

子接触，她最直观的感受是：“每一个孩

子都是一个小天使”。

护 士 站 的 角 落 里 放 着 两 把 大 电 扇 。

2022 年 12 月，孟慧与同事在工作时都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成为一位位“大白”，但是衣

服又厚又闷。4 个小时过后，孟慧更换防护

服时都能从衣物上拧出大把汗水。

当时，南京潮湿、阴冷。但在感染科

内，却是另一番景象。孟慧感觉，忙起来

事情太多。她也忘了是谁从家里抱来这两

架大风扇。冬日里，风扇开启，孟慧才能

感觉到一丝清凉。

2022 年 12 月 14 日 ，“ 疫 情 海 啸 ”扑 面

而来。那天，南京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收治了

100 多位病人。而一天后，这个数字就翻了

一番。“一直到 12 月 18 日，数字每天都在翻

番，最高达到 800 多人。”孟慧回忆说。

彼时的感染科内，出现热性惊厥、喉

炎、肺炎的孩子不在少数。家长们大多抱

着被毯子、被子等厚厚裹起的孩子在候诊

区内焦急等待。面对人群的不安、焦急，

对于未知的恐慌，孟慧能做的就是让这些

家长、患病的孩子尽快见到医生。

“大家不要慌！出现发热的孩子不能

用被子裹住！”常年在 ICU、感染科“战

斗”的孟慧不时地提醒家长。

每当看到面色潮红、呼吸急促、甚至

已经出现抽筋等症状的孩子时，孟慧总会

安排他们优先接受问诊、治疗。

连续 10余天加班已成为疫情感染高峰

中的常态。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中，孟慧的

身体也开始出现发热等症状。退烧之后，孟

慧没有耽搁。她带着嘶哑的嗓音，立即返回

岗位。

28 岁 的 南 京 姑 娘 刘 琦 是 感 染 科 的 护

师。“发烧一位、下一位顶上”是她对于

疫情高峰来临时的直观感受。8 点至 17 点

30 分、17 点 30 分至凌晨 1 点、凌晨 1 点至

8 点⋯⋯那段时间里，刘琦默默地记下所

有 同 事 的 排 班 时 间 表 ：“ 万 一 有 谁 发 烧

了，我们得赶紧顶上！”

“大”与“小”的博弈

诊 室 内 ，45 岁 的 张 琴 同 样 面 临 着 巨

大压力。她是该院急诊医学科 （重症医学

科） 副主任医师。2022 年 12 月以来，她

与 孟 慧 等 医 护 人 员 “ 跨 科 室 ” 结 成 “ 对

子”，救治病人。

在工作中，她感受到的是“大”与“小”

的博弈。最初，被放大的是疫情。在疫情

感染高峰前，张琴所在的科室一天最多接

诊 80 名患病儿童。这个数字在疫情来临

后扩大了 10 倍。

应 对 “ 疫 情 风 暴 ”， 这 支 由 呼 吸 科、

重症医学科、感染科等组成的医生团队最

初只有 6 人。接诊量最高时，张琴一天接

诊过上百个病人。

在“疫情风暴”前，张琴就摸准了疫

情的“脉门”。在张琴看来，由于营养充

足、照护得当，相较于成人，儿童感染后

的症状较轻，主要以发热为主。

前期，张琴主要应对部分患儿出现热

性惊厥的情况。热性惊厥，俗称热惊，一般

是儿童体温过高时出现惊厥发作等症状。

浑身抽搐的儿童无法正常喝药。因此，

止惊药大多是以灌肠的方式在患儿肛门处

给药。“先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事的话，

基本就可以出院了。”惊心动魄的抢救后，

张琴面对患者，又恢复处变不惊的淡定。

一段时间后，热性惊厥的情况几乎销

声匿迹。少数儿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肺炎、

喉炎等症状。张琴会根据病情收治这些患

病儿童。感染科的 35 张床位从未空过。

“家长非常焦虑，病人又多。问诊时

间 长 ， 家 长 们 就 容 易 焦 躁 不 安 。” 张 琴

说。因此，有限的医护人员尽可能压缩休

息时间，不间断地进行问诊。

那时候，他们每天中午也只有半个小

时的吃饭时间。在饭桌上，她已没有力气

再开口说话，只是大口大口吃饭，吃完尽

快赶去诊室。

对于每位病人，张琴都会耐心科普医

学知识，并安抚他们的情绪。在张琴看来，

医生需要尊重科学，对于患儿更需要温情

的呵护。

在这场“大”与“小”的博弈中，形势渐

渐开始逆转。不断有医护人员加入张琴等

人的团队。“一天晚上，一下就来了 20 多名

护士。”原本感染科只有 3 个诊室，为应对病

患激增的情况，增加到 5 个诊室。最终，一支

由 10 余位医生、30 多名护士组成的团队成

为医院抗击“疫情风暴”的最前线人员。

那段时间里，“阳了的”医生出现发

烧症状都会感到羞愧。呼吸科医生黄霞身

材瘦小。感染后，她出现发烧症状。请假

时 ， 她 再 三 向 张 琴 表 达 歉 意 ， 认 为 自 己

“拖累接诊的效率”。

每当出现这些情况时，张琴总会安慰

同事：“放心吧，还有我们呢！”每当退烧

后，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医生赵劭懂

刚刚恢复，全身都没有力气，换班时，他

就在休息室内稍做休息。

“一有情况，他第一时间就冲出来。”提

起这些故事，张琴的眼中闪烁着泪花。

“我要赶快好起来”

在 感 染 科 的 住 院 部 内 ， 8 岁 的 江 江

（化名） 因为肺炎住院了。对他来说，住

院生活最初意味着“从早到晚输液”。那

个时候，江江每天都要输 4 瓶液体。

输液、打针时，孩子都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恐惧。而江江战胜恐惧的勇气来自每

次打完针，孟慧总会给他发一枚贴画。贴

画有笑脸、卡通人物等多种形状。

“孩子的满足感就是这么简单。”孟慧

说。比起活泼好动的江江，小伟显然更害怕

打针。此时，孟慧还会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小

奖状，在奖状上认真写下小伟的名字，并授

予他“战胜病魔小勇士”称号。

江江说，他要通过努力锻炼，将来成

为一名特种兵。小伟说要把孟慧为他颁发

的 奖 状 整 理 起 来 ， 给 同 学 朋 友 看 看 他 的

“光荣战绩”。

病区内，孟慧与同事为孩子们专门留

出一片“心愿墙”。长长的墙上，留着几十个

孩子的“小愿望”。他们的愿望都非常单纯。

“我希望早一点见到同学和老师”“我希望

爸爸多陪陪我”⋯⋯在心愿墙上，还有孟慧

与全体医护人员的心愿。

他们这样写道：“希望小朋友们早日

康复！”

疫情风暴中一直在岗的“雷锋医生”

□ 徐丹阳

今年春节，是我工作两年半以来第一
次回家乡吉林省长春市过年。一下高铁，迎
接我的是凛冽寒风，让我瞬间有了回家的
真切感。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幸福的时刻莫
过于回家过年，我也不例外。在外奔波忙碌
了一年，有机会好好休息一番，和父母亲人
团聚，和昔日老友叙旧。

在今年新春走基层采访中，我采访的
是春节期间依然在岗工作的人。腊月二十
八中午，我到了长春市朝阳区的一处快递
站点。这个时间段，快递站点的十几个小哥
基本都在。上午送完货，快递小哥们都会回
到站点休整一下、吃个午饭，同时接收新进
港的快递，将上午揽收的快递发出。

春节期间，快递小哥的工作相比平时
会更忙。部分快递员回家过年，人手减少，
但货量增加，分配到每个人身上的任务会
更重。

我刚到站点时，这次采访的采访对象，
快递小哥王喜龙正忙着往货车上装快递。
忙完了这一波，王喜龙才有机会坐下来休
息一会儿。休息的时候也不是完全空闲，要
时刻盯着手机。站点的主管和我说，很多时
候他们一直看手机，不是在玩，而是需要及
时查看收派件信息。

王喜龙刚吃完饭没多久，又有一货
车快递进港。卸货，扫码，录入信息，分
拣⋯⋯整个快递站点又开始忙得火热。当
这批快递完成分拣，我以为自己可以采访
他时，下午的收派件任务又开始了。

我也跟随王喜龙来到了他负责收件的
商场。他推着一个收纳车熟练地穿梭于不

同的商铺，每到一个商铺，把营业员放置在
一旁等待揽收的物品进行打包，确认信息，
贴上快递单，装进收纳车中，然后推车到下
一个商铺，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他的步速很
快，我得大步快走才能跟得上他的节奏，这
让一向缺乏运动的我有点吃不消。

一路跟下来，我发现王喜龙是这个商
场里的“名人”，每到达一个商铺，他只需要
对照着手机上的信息打包货品就行，营业
员基本不会过问，双方之间仿佛形成了一
种默契。

当时我还很困惑，他们之间不需要进
行交流吗？后来，站点的主管告诉我，这个
商场里的业务是王喜龙一家一家店铺拓展
出来的。刚开始没有什么商铺发快递，后来
商铺有了快递需求，再加上王喜龙踏实靠
谱儿，找他发快递的商铺越来越多，他的收
入也随之提高。这里的营业员都认识并且
很信任他，商铺发货，只需要把货品放到一
旁等待他来揽收就行。

大约两个小时后，王喜龙完成了商场

里的收件任务。回到快递站点，我赶紧抓住
空闲时间，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和我分享了
很多关于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情。这个春节，
从除夕到大年初六，他和其他一些留守岗
位的快递小哥都不休息。对于自己不能在
家陪家人过年，王喜龙心里很愧疚，但想着
能保证更多人团圆，心里反而会更高兴一
些。在新的一年，他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提高收入，带家人出去旅游。

大半天的工作跟下来，在我看来很辛
苦。但王喜龙和这群快递小哥的精气神很
打动人，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朝气，也是在
我过去一年中很少感受到的。一件件快递
扫码录入信息，裁剪纸箱打包货物，不间断
地货物搬运⋯⋯站点内快递小哥的工作很
繁琐，在春节期间会更忙。但他们脸上洋溢
的是充实，他们之间还会时不时相互打趣
几句。大家也会因为某个小哥做了“无厘
头”的事情，开心大笑。

这种踏实肯干、积极乐观的氛围感染
着我，也让我浮想联翩——小时候，应该有

不少人都幻想过要干一番大事业，长大后，
发现做好每一件小事是最难的。回想过去
一年，我总是不自觉地陷入焦虑和迷茫，经
常把事情拖延到不得不做时才开始行动，
立了很多 Flag 最后都被自己推倒了，看似
忙碌其实很多没落到实处。

实干，或许正是我和很多年轻人需要
提升的本领。仰望星空、心怀梦想是很浪
漫，但也需要脚踏实地去奋斗。路是一步一
个脚印走出来的，与其在无谓的空想中徘
徊，不如行动起来，把每件平凡的小事做
好，就会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正如一句
古话所说，“路虽远,行则将至”。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时刻，我和我的
小伙伴们相约回到家乡，在过年期间去采
访那些仍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环
卫工人、快递小哥、消防员、能源保供工作
者⋯⋯对他们来说，春节是一个更加忙碌
的时刻，喜庆、祥和的新年，离不开他们的
保障。这些忙碌的身影在大家看得见或看
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更多人过个好年。与梦
想中高大上的成就和事业来比，他们好似
在做很不起眼的工作，但却是很多人不愿
在这个时间点做的事。我们总是期待人生
中的高光时刻，但在他们无私的照顾下，每
个人都能过上快乐祥和的团圆年！不得不
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踏实、充实也是一种
精彩。我们这些新春走基层的小伙伴也一
样，在这个万家团聚的时刻，把他们呈现在
更多人面前，做了自己的一点点努力。

每一个小小的“我”汇聚在一起，就能
做出巨大的改变。不妨以兔年新春为新开
始，奋跃而上，飞速奔跑。愿时光不辜负每
一个努力前进的赶路人。

每一个小小的“我”汇聚在一起奋跃而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想念我爸爸给我做的

酸面汤了，那是只给我一个

人做的‘专属味道’。小时候

只有生病时才能喝到，有姜

和 葱 花 还 有 香 油 ，想 想 就

馋。不说了，我要下床去干

饭啦！”近日，来自安徽合肥

的大二学生李嘉诚躺在病

床上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采访时这样说。

在这个让他难忘的春

节 里 ，他 作 出 了 人 生 中 的

重要选择——捐献自己三

分 之 一 的 肝 脏 挽 救 自 己

54 岁的父亲。

2022 年 12 月，家住安

徽亳州市涡阳县的李路化

突然感到腹部胀痛，浑身

没有力气，皮肤、眼睛也变

黄，就诊后被诊断为慢性

肝衰竭急性发作、慢性乙

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在

进 行 7 次 人 工 肝 治 疗 后 ，

病情没有明显改善 。家人

前 往 省 内 外 多 家 医 院 咨

询，得到同样的建议：要挽

救生命，目前唯一的办法

就是肝脏移植。

经 人 推 荐 ，李 路 化 在

家人陪同下来到中国科学

技 术 大 学 附 一 院 党 委 书

记、普外科刘连新教授的

门诊。经检查，李路化肝功

能已经严重受损，如果不

及时进行肝移植，随时会

因 肝 衰 竭 而危及生命。经

综合评估，肝胆外科团队给

出两套治疗方案：等待公民

逝世后肝脏捐献或者亲属

活体肝脏捐献。

刘连新说，肝移植的肝源主要为脑死

亡、心死亡的供体捐献肝脏或亲属的活体

捐献肝脏，其中亲属活体肝移植是将切取

一部分正常自愿供肝者的肝脏移植到患者

身上的治疗方法。目前，由于肝源紧张，在

等待脑死亡或者心死亡捐献供肝的过程

中，李路化随时会因为肝脏衰竭危及生命。

为挽救李路化的生命，家属主动提

出由亲属捐献进行活体肝移植，其妹妹、

爱人、孩子都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部分

肝脏。经严格筛选、综合考虑供肝质量等

诸多因素，李嘉诚成为捐献的最佳人选。

得知这个结果，李路化却不愿意了。

“儿子从小就爱看军旅题材影视剧，一直想

考警校或者参军，原打算明年就报名入伍，

但给我捐了肝，肯定影响当兵的梦想。”

儿子李嘉诚却反过来安慰父亲：“别

担心，我的生命都是您给的。我还年轻，

梦想可以再有，可爸爸只有一个。朋友说

不当兵会后悔一辈子，但如果失去您，我

会更加懊恼后悔！”

经安徽省卫健委和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肝胆外科团队决定为李路化进行亲

属间活体肝移植。“相较于全肝移植，亲属

间活体肝移植技术要求更高。我们既要评

估捐献者的身体条件，又要计算切取供体

肝脏的容量，既要保留足够的肝脏满足捐

献者机体的需要，又要保证受体有足够的

肝脏来维持代谢。”刘连新解释道。

通过术前影像学资料、三维重建测

算，肝移植团队最终决定利用微创腹腔镜

肝切除技术，获取李嘉诚含肝中静脉的左

半肝。该手术具有创伤小、疼痛少、供者术

后恢复迅速且心理负担小等优点。

1 月 18 日，在中国科大附一院南区

紧 邻 的 两 间 手 术 室 内 ，肝 胆 外 科、麻 醉

科、手术室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李路化和

李嘉诚的麻醉、手术有条不紊。历经 5 小

时，李嘉诚三分之一的肝脏被顺利切取、

修整。李路化病变的肝脏也被成功切除。

经过近 4 小时的血管吻合、胆道重建，李

嘉诚的部分肝脏被成功移植给父亲。所

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一次手术难免还是有点紧张。醒

来后，第一感觉就是饿！”术后 6 小时，李

嘉诚可以下地活动 。12 小时后，他已经

可以吃一些流食了。

1 月 21 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也是术

后第三天，重获新生的李路化通过手机

视频与儿子见了个面。父子俩都很激动。

“爸爸新年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一定要把身体恢复好，这是最重要的。我

还想吃一碗您做的酸面汤。”李路化之前

是厨师，李嘉诚最怀念的就是爸爸做的那

碗热腾腾的酸面汤。

“我现在好得很，医生说我恢复得不

错，咱们一块加油，争取早点回家，我给

你煮面汤！”看着儿子气色不错，李路化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1 月 22 日，大年初一一早，李嘉诚发

了兔年的第一条朋友圈：“新年快乐，新

的一年，新的一天”。

目前，李路化已经转入普通病房，近

期将出院。李嘉诚也恢复良好，等着与爸

爸一起出院回家。

采访最后，李嘉诚告诉记者，只要没有

超龄，身体痊愈，未来还会继续追逐自己的军

营梦想，“不去尝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捐肝救父

，二十岁大学生诠释新二十四孝

“雷锋医生”之一、急诊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赵劭懂正在给患儿检查病情。 吴叶青/摄

近年来，苏州
市相城区元和街道
团工委紧紧围绕相
城区“双中心”建设
和相城高新区“双
国家级”创建目标，
凝聚青年共识，集
结奋进力量，展现

“元气”担当。今后
我们将继续深入实
施“ 强 基 固 本 ”工
程，牢牢把握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强
化政治引领；加大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团
建力度，延伸组织覆盖；成立青年联盟，
打造联动团支部，创新组织形态。有力
推动“青春赋能”计划，用好“高新讲坛”

“红色阅读站”等阵地夯实青年理论武
装；实施“新兴业态、青春领跑”实践项
目，广搭青年实践平台；输送定制化服
务，深耕青年黏性。广泛开展“青春建功”
行动，实现示范带动，着力提升“元气青
年”的大局贡献度，践行为党育人使命。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

区元和街道团工委

书记 武琼

团平泉市委以
“乡村振兴·团青建
功”行动为统揽，聚
焦统筹服务乡村振
兴和服务乡村青年
发 展 ，依 托“ 青 团
购”网络销售平台
和京津冀青联乡村
振兴联盟，在承德
市范围内率先开展

“青耘中国·我为家
乡农产品代言”活动，让基层青年创业
就业基础更坚实。今年我们将继续以
乡村振兴“桑梓计划”为引领，开展农
村青年技能培训、农村困境青少年城
乡关爱、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志愿服务
等行动，加强优秀青年人才返乡创业
政策支持力度，用实际行动助力青年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跑出青春好成绩。

河 北 省 承 德 市 平 泉

团市委书记 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