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银行团委多
年来牢记金融使命和责
任担当，在引领哈行青
年不断奋进建功新时代
的进程中，始终不忘关
爱 地 方 青 少 年 成 长 。
2018年开始，连续5年赞
助200万元支持省青基
会“丁香绽放·希望工程
圆梦计划”，已帮助省内
72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

学子完成学业；2022年再次推动实施“丁香
绽放·童心港湾”项目，项目持续5年，共捐款
500万元，在省内建设50家“童心港湾”，关
爱地方留守儿童成长；将连续多年赞助哈尔
滨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为有梦想、有干劲
的青年插上腾飞的翅膀。哈行团委不断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党领导下的共青团责
任与担当，哈行青年持续在助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道路上贡献着如火的青春力量。

□ 朱 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近期举办了首届瑞金护理技术遴选

活动，将瑞金医院不断创新并在实际

工作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护理技术进

行总结并推广，以期造福更多患者。

最终，18 项护理技术荣膺“瑞金护

理十八法”称号。记者在中国青年报

温暖一平方直播间采访了瑞金医院的

医护人员，讲他们温暖的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瑞

金护理十八法”中的第一法，诞生于

1958 年。 1958 年，瑞金医院和“钢

铁英雄”邱财康的故事，传遍了大街

小巷。邱财康 1928 年生于上海崇

明， 1951 年被招进上钢一厂， 1956
年转到上钢三厂，是一名优秀的青年

炉长。 1958 年 5 月 26 日深夜 11 点，

由于行车吊运的主扣松了， 10.5 吨

重、 1300 摄氏度的铁水洒了下来，

邱财康全身 89.3%面积的皮肤被灼

伤，深度灼伤面积达到 23%。以当

时的医学水平、设施条件，邱财康

存活希望渺茫。当时的瑞金医院派

出 40 多名顶尖专家成立了救治小

组，众多护理团队、后勤小组为邱

财康医治，保住了他的生命。直到

2014年，86岁的邱财康才因病离世。

在医治邱财康的过程中，史济

湘、杨之骏和陶祥龄等医护前辈找到

医院技工部门，和工人师傅们一起设

计出中国第一个兼具帮助烧伤患者翻

身、换药和手术，改变烧伤患者体位

的翻身床。自此以后，大面积烧伤患

者改变体位的工作，由每次需要五六

个医护人员减少到只需两三个，且解

决了俯卧位患者呼吸等生命体征观察

及呼吸道管理、饮食胃饲护理不便等

难题，患者俯卧位可以接受呼吸机治

疗和呼吸道护理。

瑞金医院灼伤科护理督导张寅介

绍，此后医院逐渐建立起体位护理翻

身 护 理 一 系 列 标 准 操 作 程 序

（SOP）。而这套“瑞金烧伤护理法”

就是“瑞金护理十八法”的第一法。

此次公布的“瑞金护理十八法”

中，还有“七星针疗法治疗斑秃”，

这可是瑞金皮肤科护士的绝活儿。

瑞金皮肤科护理团队从 20 世纪 60 年
代开始通过七星针叩击辅以糖皮质

激素联合皮肤表面麻醉疗法治疗斑

秃、全秃和普秃，叩刺患处皮肤、

疏导局部气血，促进毛囊细胞生

长，使毛根再生。

“不仅疗效显著，还深受全国进

修医生护士的推崇，被带到全国各

地。”皮肤科护士长袁勇勇介绍，从

2003 年开始，皮肤科在国内首创了

外用强效糖皮质激素软膏结合皮肤护

理治疗类天疱疮，取代静脉与口服给

药。瑞金医院皮肤科护理团队采用

“皮肤护理治疗”以来，类天疱疮的

死亡率始终低于 5%。

护士们也能申请专利。比如，他

们曾把关注点放在青年甲状腺病患者

身上。甲状腺微创手术具有创伤小、

恢复快、无瘢痕等优点，但青年甲状

腺病患者对手术的美容要求在提升，

而由于手术所致的肌肉创伤和肌肉

痉挛等原因，术后患者都伴有不同

程度的疼痛。护士们在日常工作中

深刻感受到病人的痛苦，考虑到给

予颈部间断冰敷可以减少术后伤口

出血及减轻颈部肿胀，她们在工作

中自主研发出用于达芬奇外科手术

系统及腔镜甲状腺的一种甲状腺微

创手术背心式冷敷装置，和经口腔

镜使用的甲状腺微创手术冷敷器

具，两者均获得专利。护士们还制

定出一系列冷疗护理常规，为患者

提供更舒适的局部冷敷护理，减少甲状

腺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我们在深入临床一线调研的时

候，发现瑞金护理有很多好的做法，

但有时候只在单个科室或者仅仅在院

内使用，没能惠及更多患者。”瑞金医

院副院长陈尔真说，以烧伤整形科 20
世纪 50 年代发明、不断更新发展形成

的大面积翻身床为例，其实完全可以

在疫情期间俯卧位呼吸措施中发挥重

要作用，“这是我们举办瑞金护理十八

法的初衷，让更多好的护理技术走出

医院，造福患者”。

“18项护理技术个个过硬，都有推

广的价值。”上海市护理学会理事长吴

蓓雯认为，瑞金护士们传承护理前辈的

技术与经验，又不断进行创新与优化，

改善了护理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

率，使护理这门医学学科内容和深度都

得到拓宽和深化。

让独门护理秘技惠及更多患者

左图：上海瑞金医院“护理十八法”发布仪式现场。 右图：瑞金医院护理团队发明的翻身床。 受访者供图

团惠山区委立足主
责主业，围绕区委“五地
四创”目标、“鲲鹏迭变”
计划精准发力。我们要
提振精气神，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传承“四千四万”精神，
践行“四敢”担当，大抓
基层，大抓落实，强力推
进共青团改革，锻造有
理想、能干事的团干部

队伍。我们要围绕大局干，聚焦区“三新四
强”特色园区、产业集群，把组织建到行业
上；聚焦重点产业项目，开展“青春五比”青
年突击队攻坚行动，把团旗插到项目上；聚
焦功能区建设，深化无锡科教城高校校地
团建“朋友圈”合作等。我们要多为青年谋，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计于青年，问需于青
年，围绕青年普遍关心的就业创业、联谊交
友、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整合资源，设计
活动，打造枢纽型青年之家、青年创业孵化
站、青年主题公园、青年友好街区、青年人
才驿站、青年友好型社区等，提供全方位、
多元化服务，着力打造青年发展型县域。

团江苏省无锡市惠

山区委书记 张恒岳

哈 尔 滨 银 行 团 委

书记 高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石鲜鲜

5 月一个周末的下午，在广西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三楼，挤了 200 多名研

究生。大家围坐在一个个圆桌旁，在主持

人的引导下，这些原本陌生的年轻人，很

快开始热络地交流起来。这是广西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团委和研究生会举办的

“姻为遇见”研究生跨校联谊交友活动中

的一幕。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生

招生数量也不断增加。2000 年，我国高

等教育共招收研究生 12.85 万人，到

2023 年，这个数字上涨到 124.25 万人。

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年龄普遍在 22
至 30 岁这一区间，正值适婚年龄，但随

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晚婚晚育的现象

日益普遍。

“读本科时，家长强调先不要谈恋

爱，读研后却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想要的

那个人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

时发现，很多处于单身状态的研究生，

都有着较强的恋爱交友需求，但由于

学业忙、社交圈子小、眼光高等原因，

脱单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如何才能帮

助研究生遇见对的人，助力这一高学历

群体排除婚恋道路上的障碍，成为社会

关注的问题。

一些研究生更喜欢线下交友

95 后、00 后是伴随着互联网、智能

手机成长起来的一代，移动互联网、社交

软件对他们而言，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但记者采访时发现，在寻找婚

恋对象时，很多在校研究生更喜欢面对

面的传统线下交友方式。

“我觉得线上交友 App 并不靠谱。”

广西大学研究生廖育焐表示，他平时也

会关注学校表白墙上的交友信息，但其

中很多帖子未经证实，而且几乎都声称

先加小号联系。这让廖育焐觉得不真实，

也很容易出现“照骗”（图片上的人与现
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让人有被欺骗的
感觉——记者注）和“奔现翻车”（在网络
中认识的两个人由线上走向线下发展，
结果见面后发现被坑、被骗或是有意想
不到的事情发生——记者注）事件。

就读于广西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研

究生江泽滨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直言

自己不喜欢使用恋爱交友类App。在新闻

报道或是法治类节目里时常看到的网络

交友 PUA骗局，让他对此始终心存疑虑。

所以尽管有朋友向他推荐过一些流行的

社交软件，说了不少通过这种方式和女

生成功约会的案例，江泽滨还是拒绝尝试。

在“小红书”“知乎”等平台上，记者看

到不少年轻人吐槽自己使用社交软件交友

遇到的糟心事儿。一名网友称，她因为看广

告和好奇注册了一款标榜“高学历青年交

友”的 App后，原以为平台给她推送的都是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结果却给她推了好多

大专还是非全日制的用户；有的网友相互

关注后，每次聊天都是“早安”“晚安”“在干

吗”几句话，让她觉得十分尴尬；还有网友

的交友动机不纯，照片美颜过度导致“见光

死”；注册网络平台导致信息泄露，手机被

各种骚扰电话轰炸。类似的各种问题，都导

致一些年轻人对线上交友避而远之。

相比之下，线下交友的人员信息审核

和活动流程更为规范，也让人感到更安心。

据广西大学“姻为遇见”活动的组织方介

绍，报名者需要先进行身份认证，有的报名

同学因为学生证信息拍摄不全，被拒绝加

入QQ活动群。

“面对面的沟通能更真诚地相互感受，

从聊天时的语气和神态能看出来人的性格

和修养。”广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周雁

说，在参加“姻为遇见”联谊活动时，有一个

壮医香囊体验环节，主持人引导嘉宾们记

住香料的配比，她观察到有一个广西大学

的男生在“念咒语”，后来才知晓他是在用

高等数学记忆。这让她对“理科男的浪漫”

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针对研究生群体线下交友的需求，很

多高校的团委也推出了相应的活动。记者

查询发现，今年 3月下旬，湖南大学第三届

“以爱之名·青春有约”研究生交友活动在

岳麓山下浪漫开场。今年 4月，东南大学面

向南京市 11 所高校研究生开展“春日同

行”研究生春季主题联谊系列活动。

研究生为何脱单难

在“姻为遇见”研究生跨校联谊活动现

场，记者跟多名参与活动的研究生就脱单

难的原因进行交流。有的受访者提到，由于

专业的特点，班上男女比例极不平衡，有的

人则表示学业、科研压力大而社交圈子小。

不少女研究生谈及择偶标准时，倾向于找

比自己能力条件好的男生，而一些男研究

生则对“门当户对”比较看重，这份“理性”

也阻碍了不少恋情的发生。

作为医学类的专业硕士型研究生，周

雁面临着繁重的论文和规培压力，生活的

圈子局限在学校和实习单位之间。早上 8
点就要到医院上班，有时一周要上 7天班，

“觉得学习和工作已经比较累了，很难找到

机会去经营一段感情”。当她想挤出时间认

识更多异性时，却发现自己任职的团委、研

究生会多数都是女生，医学类院校的校园

活动也不如综合院校那么丰富多彩，结识

其他人的机会比较少。

采访中，被问到青睐于寻找什么样的

交友对象时，很多受访的研究生都表示，自

己要求并不高，三观正、聊得来就好。但在

南通大学教师胡波看来，“我要求不高”不

过是一句整体的、模糊的、概括性的话语。

很多研究生因为自身学历、见识增长，要找

到跟自己“匹配”“同步”的人并不容易。虽

然他们嘴上说只想找个“合适的人”，但实

际上颜值身高、性格爱好、生活习惯、家庭

条件、发展潜力等多项指标都会导致其在

实际交友时，难觅“理想”的对象。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唐雪曾于

2020 年 9 月-12 月对西南地区 5 所高校的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对

745 份有效问卷的样本分析显示，在择偶

态度方面有 84.6%的受访者赞同“寻找未

来伴侣，我始终抱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但

62.3%的受访者表示“碰到心仪的异性时，

自己不会主动去追求对方”，还有 80.8%的

受访者赞同“缘分到了，爱情自然就来了”。

唐雪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硕士

研究生总体上对择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

理，绝大部分人对恋爱是向往的，但在择偶

的具体行为态度上，研究生呈现出实践能

动性差、顺其自然的消极心理。在这种心态

的影响下，部分研究生在等待中纠结，在踌

躇中彷徨，导致与美好恋情失之交臂。

如何助力研究生破解“脱单难”

“其实还挺期待谈一场恋爱的，但不知

道为什么每次和女生聊着聊着就成朋友

了。”广西大学研究生廖育焐一直对如何谈

一场成功的校园恋爱感到困惑。他曾经和

一个心仪的女生聊了 3 个月，但最终表白

被拒。“不能总在网上聊天，还是得约出来

见面，这样可以捕捉到对方在表情、情绪或

者语气上的反馈。”廖育焐这样反思。

像廖育焐这样，很多大学生在恋爱道

路上不断自我摸索、努力探寻的同时，一些

高校也注意到这些年轻人的需求，推出相

关课程，开展婚恋相关的教育。

早在 2013 年，华东师范大学就把“爱

情”搬上了课堂，开设了“婚姻与爱情”的选

修课。2016年 3月，天津大学名为“恋爱学理

论与实践”的恋爱课程正式开讲，该科目占

两个学分。2021年，在武汉大学开设“恋爱

心理学讲座”，开讲前 50分钟教室就已经座

无虚席，还有女同学“亮”出自备的小板凳。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施雯玉对“研究

生在接受学校婚恋教育时的具体需求”曾

做过专题调查，多省区高校 503 名受访者

的问卷调查显示，78.13%的研究生希望进

行正确的婚恋观教育，62.43%的研究生希

望对婚恋热点问题进行解读，56.46%的研

究生希望获得生理与性健康知识，54.47%
的研究生选择恋爱挫折教育，52.68%的研

究生希望进行恋爱小技巧方面的教育。

“学生们对于婚恋主题的课程内容表

现积极，常常十分投入地参与到课堂讨论

中，或者提出自己的困惑。”南宁师范大学

心理系副教授吴训慈说，研究生这一群体

有其特殊性——硕士研究生毕业基本在二

十五六岁，在往届生考研者越来越多的情

况下，硕士毕业到二十七八岁已经很常

见，博士毕业年龄还会更大一些。在她

看来，年龄焦虑和长辈催婚会让这一群

体产生内在压力，但缺乏和异性的真实

交往。“在短短几年间，他们就要对未来

的另一半进行筛选。那么遇到这个人的

概率有多大？因此就需要他们积极地向

外争取，大胆地追求，比如说可以通过一

些线下交友活动的开展去拓宽人际交往

的范围”。

广西大学团委韦兴剑老师参与过多

场“姻为遇见”活动的筹办，她欣喜地观

察到，随着参加一届届活动，嘉宾和外围

观众没有开始拘谨了，越来越敢于释放

和他人互动的信号，“我们经常开玩笑

说，研究生同学坐在观众席上，打开他的

微信二维码，可能一转头就能够加到一排

好友”。

越来越多高校组织面向研究生联谊交友活动，为他们扩大朋友圈——

助 研 究 生“ 脱 单 ”

近日，在广西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团委和研究生会举办的“姻为遇见”研究生跨校联谊活动现场，来自不同高校的研究生们热情交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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