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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兵生命垂危
医护人员生死抢救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2月 7日下午，在省直中医院，
顺利转出 ICU病房后，91岁的朱嗲嗲激动地握着医生的
手连连道谢。

原来，朱嗲嗲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曾在第 19兵
团 65军 194师服役，负责打探敌军的交通壕、大炮位置、
掩体等。他还荣获了中华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勋章。

2 月 6 日晚，老人突然出现意识不清、躁动不安、呼
吸困难等症状，家人紧急将其送往省直中医院内科 ICU。

“老人刚入院时病情危重、复杂，经诊断，他患有急性
左心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种疾病。”内科ICU主任彭祝军介
绍，由于病情危急，他和团队立即展开生死抢救，为朱嗲
嗲进行了紧急降压、无创呼吸机支持、镇、抗感染等措施，
由于抢救及时，老人顺利脱险。

“您曾在前线保家卫国，我们救死扶伤也是本职，不
需要言谢。”面对朱嗲嗲的感谢，彭祝军朴实地说道。

“老病号”离不开氧气瓶
医生精准出招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琼 通讯员/阳婷婷）
近日，在市三三一医院侧门，一名男子将一封感谢信贴

在墙上。这封信也牵出了一个暖心故事。
男子名叫李威，他的母亲陈阿姨曾是个“老病号”，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
等多种疾病。从 2007年开始，陈阿姨的生活就是围着医
院转。由于呼吸困难，她几乎离不开氧气瓶，走几步路也
会气喘吁吁。

这些年，李威带着母亲四处求医问药，收效甚微。每
次住院也只是短暂控制了病情，依然不解决问题。反复
的住院治疗让一家人都变得痛苦不已。

2018 年 9 月，在亲友推荐下，陈阿姨来到市三三一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

“您别担心，我们先找到病因，再对症下药。”接诊
时，主治医生罗嘉宇一边安慰陈阿姨，一边反复查看她
的病例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罗嘉宇找到了病因。为了改
善陈阿姨的身体状况，他为对方制定了详细的调理计
划，甚至精细到服药时间、吸氧时长等。

经过慢慢的调理，陈阿姨的病情有了好转。如今，她
已摆脱了氧气瓶，能轻松行走上万步。

“他真是好医生，我们只要有问题，他总会第一时间
耐心解答。”陈阿姨说，罗嘉宇为她生命送去了一束光。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
砺，始得玉成。

“掌舵”市中心血站 8年，这朵
“铿锵玫瑰”也经历了不少雨雪风霜。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我市无偿献血工作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团体献血
全部取消，街头采血量陷入冰点，
市中心血站遭遇了自 1996年建站
以来最大的困境。

心 急 如 焚 的 刘 昕 晨 失 眠 数
日，她深知，保障临床用血就是保
障“生命线”。

如何让采供血工作回暖？她
和班子成员召开紧急会议，最终
决定主动出击。他们要求工作人
员采用一对一招募方式，把流动
献血车开到小区；将献血群体化

整为零，实行“预约+错峰”的献血
模式……

在 打 好 血 液“ 保 卫 战 ”的 同
时，市中心血站还承接了不少紧
急任务。那一年，他们先后两次向
武汉驰援“救命血”，还动员我市 8
位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恢复期血
浆共计 3200 毫升，捐浆人数和总
量均排全省第一。

去年，面对再次来袭的新冠
肺炎疫情，刘昕晨从容应对，她带
领血站成功完成两次新冠肺炎康
复者恢复期血浆采集工作，再次
为战疫“助力”。

未来或许仍有艰难险阻，刘
昕晨却不惧怕。在她看来，能用真
情守护“生命之河”是再幸福不过
的事。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
（记者/刘琼 通讯员/彭碧莹）

春节期间，有人忙着走亲访
友，也有人在默默奉献大爱。2
月 8 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
悉，春节假期，我市有 370位市
民捋袖献血，他们用另一种方
式传递别样“年味”。

“我觉得帮助他人就是一
种快乐。”2月 3日，正值正月初
三，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万晖完
成了自己的第 9 次无偿献血。

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自己
送上新年“礼物”。

在众多无偿献血志愿者
中 ，焦 明 和 焦 亮 显 得 尤 为 特
别。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平日
里 都 忙 着 各 自 的 工 作 ，只 有
过年时才能相聚。此次春节，
兄弟俩相约一起来献血。

“感觉这个年过得很有意
义。弟弟已经献了 8次血，他是
我的目标，我可不能落后。”献
血时，哥哥焦明打趣道。

铿锵玫瑰分外“红”
——记市中心血站党总支书记、站长刘昕晨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琼 通讯员/彭碧莹

这两天，中国
女足逆势翻盘勇
夺亚洲杯冠军的
消息，让不少人直
呼女足姑娘们为
“铿锵玫瑰”。

在株洲，也有
这样一朵“铿锵玫
瑰”。她在每年生
日带头献血，她还
迎难而上，创新工
作思路，让我市无
偿献血事业迎来
春天。

她 是 刘 昕 晨
——市中心血站
党 总 支 书 记 、站
长，她也是我市万
千无偿献血者中
的一员。

2月 6日，正值正月初六。上午 10时，渌
口区向阳广场的献血屋迎来了当天的第一
位献血者——刘昕晨。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我来看看大
家，顺便献个血。”刘昕晨一边和采血护士拉
家常，一边熟练地填写献血前的各种表格。

几分钟后，现场检测结果显示，她符合
献血条件。

“去年，我做了胃镜手术没法献血，幸
亏今年可以如愿。”话语间，她满是欣喜。

卷起左手衣袖，缓缓躺在椅子上，淡定
地看着热血从身体里流出……这一刻，刘
昕晨就是名普通的献血者。这一次，她成功
献血 300毫升，而这也是她的第 8次献血。

或许你们不知道的是，当天是刘昕晨
的生日。自 8年前“掌舵”市中心血站后，每
年生日这一天，她要么捋袖献血，要么以志
愿服务的方式度过。“我只是做了件平凡
事，也是自己该做的事。”

“她应该是我市副处级女干部里献血
次数和总量最多的。”一旁的同事却点破了
这背后的意义。

作为血站的“一把手”，干好本职工作
即可，没必要自己也成为献血“达人”吧？这
些年，不少人说刘昕晨有些“傻”。

可她总是反驳道：“献血是一项公益事业，
如果我只说不做，还怎么把这项事业干好。”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 2014
年到血站任职后，刘昕晨便给自己定了一
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年生日献一次血，每月
选择一个采血点进行志愿服务。

穿上红马甲做志愿服务可不比献血简单，
好几次在街头招募献血者时，刘昕晨都吃了“零
蛋”，但更多的时候，她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几年前的一个国庆节，她在街头站了
7个小时，最终成功招募了 35名献血者，甚
至超过了不少“王牌”志愿者创造的纪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刘昕晨的影
响下，她的儿子在 18岁生日当天就捋袖献
血。如今，不定期献血和做志愿服务也成为
血站员工的“传统”。目前，市中心血站拥有
在岗人员 118人，他们累计捐血 1086次，平
均每人捐血 9.2次，其中有 14人次摘得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2013 年，全市有 32090 人次献血，献血总量约为 10
吨；2021年，全市有48358人次献血，献血总量突破17吨。

这是刘昕晨接手市中心血站前后我市采血总量的
一组对比数据。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我市无偿献血事业腾
飞的轨迹，更是刘昕晨精准施策的成果。

9年前，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市无偿献血工作步履维
艰，街头献血率、采血总量等一直在低位徘徊，无法满足
临床用血需求。

如何打破困局，让我市的采供血工作“活”起来？刘
昕晨带着班子成员外出取经、反复调研，最后明晰了“两
条腿走路”的思路。

首要的就是重塑志愿者队伍。事实上，早在 2003
年，我市就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
务大队，可由于缺乏科学管理，该组织曾有些涣散。

“没有志愿者，我们的事业少了一抹红。”刘昕晨说，
为了激活志愿者队伍，他们重设组织架构、细化队伍分
工、增设“点长”、丰富培训内容，此外，血站还腾出办公
室作为“志愿者之家”，提升志愿者的归属感。

令人欣喜的是，如今，该服务大队已有注册志愿者
750余人，他们已成为我市采供血工作的坚强后盾。

光有队伍还不够，打造品牌活动成了刘昕晨的另一
个着力点。

去年 4月 28日，“献一份热血·庆百年华诞”活动在
我市热闹上演，此活动模式在全国属于首创。最终，我市
有 590 家单位参与，献血人数超过一万人次，累计献血
量超过 357万毫升。

“血站好声音”“热血英雄大 Party”“我为祖国献热
血”……如今，一个个创意十足的活动成了血站的亮眼
名片。月月有活动，年年有新意也成了血站员工的共识。

事实上，每一个活动从创意到策划，甚至到呈现，刘
昕晨几乎全程参与。

“她像打了鸡血一样永远不知疲倦。”不少同事如是
评价她。

她的不知疲倦也让我市的无偿献血事业迎来春天。
目前，我市实现了临床用血 100%来自无偿献血，株洲也
连续 10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称号。

正 月 初 六 ，
刘昕晨用献血这
种方式庆祝自己
的生日。

通讯员供图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用“两条腿走路”

一次又一次的磨砺

春节假期
370位市民捋袖献血

【行百里者半九十】

睡前少玩手机努力减肥，练出马甲
线；好好赚钱，努力工作，年底有存款……
春节假期过后，收心奋斗新征程，正是定
下新目标的好时候。不少人把“愿望清单”
写在纸上，发在朋友圈，期待新的一年“王
者归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目标是好
事情。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经济发
展指标、民生实事清单等，无不体现执政
者对民族复兴的不舍追求，对群众“急难
愁盼”的积极回应，最终由人民来“阅卷”。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正是因为在目
标的指引下，脚踏实地、积小胜为大胜，最
终实现长远发展。有人调侃说，梦想还是要
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其实，对个人来说，不
管是改掉一个不良的小习惯，还是达成一
个量化的指标，立下奋斗目标的意义，不在
于和他人比较，而在于同自己比较。因为这
些目标凝结着我们对于自己过去一年的总
结：正因为做得不够好，才需要谋求改变。

“立此存照”，勉励自己，确实很有仪

式感，但要想一一实现，还要先把各种可
能导致失败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么做是为
了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拥有更快的响应
机制和更好的应急预案，不能因为某些不
确定因素打乱节奏、扰乱计划。刚结束的
亚洲杯决赛，中国女足在落后两球的情况
下能够实现逆风翻盘，靠的就是教练组和
球员改变战术，积极应对，最终实现夺冠
的既定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目标有了，还要坚
持到底。眼看着快要实现的目标，由于执
行得不够彻底而失败的时候，心里多半有
些无奈和懊悔。想好了怎么做、怎么做好，
在具体执行上，把新年的目标拆分出来无
数个小目标，脚踏实地去执行，养成自律
的习惯，终会达成所愿。

2021 年出版的《立此存照：十八洞村
精准扶贫档案实录》一书中，客观、直接、
真实、清晰地呈现了十八洞村由贫困到富
裕的坚实脚步。在个人成长蝶变的过程，
也是如此，一个人要想活得精彩，最稳妥
的办法，不是期待新的一年可以让一切翻
篇儿，而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全力以赴。

【抖擞精神，按下“奋斗键”】

春 节 假 期 已 去 ，上 班 模 式
开 启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要 迅 速 从
节 日 的“ 闲 散 状 态 ”切 换 成“ 工
作 模 式 ”，抖 擞 精 神 ，按 下“ 奋
斗 键 ”，以 新 面 貌 、新 激 情 、新
干劲、新作风的良好状态“收心
归位”。

工 作 状 态 如 何 是 检 验 政 治
觉悟高低、责任心强弱的一块试
金石。节后“收心归位”，既是纪
律要求，更是职责所在，在规定
的 时 间 内 进 入 工 作 状 态 ，进 入

“奋斗模式”，打开“奋进姿势”，
处入最佳工作状态，是追梦路上
应该有的姿态。绷紧工作之弦，
以干劲“满格”的精神状态投入
到新的一年工作当中，把群众呼
声、群众需求作为节后工作的第
一要务，把群众满意作为节后工
作的第一目标，努力干出让人民

满意的工作。
工作状态如何，是检验干部

作 风 的 一 面 镜 子 。开 局 决 定 结
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监督到
位，让制度穿上“紧身衣”，针对
机关纪律、工作作风问题开展作
风专项督查，检查节后人员到岗
情况和工作作风效能，对明显不
在“工作状态”，或上班点个卯、
不到下班时间便开溜，或身在岗
位、心在年中，或互拜“晚年”等
迟到早退和工作纪律涣散问题，
要严肃查处，该教育的教育、该
批评的批评、该处理的处理，督
促党员干部职工迅速收心归位，
进入工作状态。

韶华易逝 ，莫负春光 。在岁
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新征程上，
要从时不我待的“现在”再出发，
悠不得、松不得、慢不得；以“又
日新”的时间更新，书写新篇，为
新的一年开好头、起好步。

【用人单位春节期间安排职工加
班，必须依法足额支付加班工资】

有不少人因为工作性质等原因，
春节期间仍奋斗在岗位第一线。现在，
春节放假已结束，春节加班工资怎么
算？如果用人单位不支付加班工资，那
员工应该怎么办呢？

笔者认为，如果用人单位在春节
期间安排职工加班，必须依法足额支
付加班工资，以保障职工的合法劳动
权益。

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春节的法定假期为正月初一至初
三，另外 4 天属于调休。因此，按照有关
劳动法规的规定，初一、初二和初三这
3 天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
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300%，另行支
付加班工资；在除夕、初四、初五、初六
这 4 天安排加班的，用人单位可选择给
予补休或双倍工资。需要提醒的是，在
节日期间发放的红包和春节大礼包，

并不能代替加班费。
然而，根据往年的现实，情况却不

容乐观。有不少劳动者，节假日加班是
常有的事，他们基本上拿不到任何加班
费；或者用人单位只给少量的加班费

“意思”一下；或以调休等其他方式来
“规避”支付加班费等。不少劳动者因担
心索要加班费或举报、维权，可能被“炒
鱿鱼”，便选择沉默和忍气吞声，这在客
观上助长了用人单位的劳动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春节加班工资”莫成
劳动侵权“重灾区”，用人单位春节期
间安排职工加班，必须依法足额支付
加班工资。一方面，劳动者如果遇到用
人单位拒付加班费，或者不及时足额
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形时，可向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和维权。另一方面，劳动监
察等监管部门要主动履职尽责，对克
扣加班工资等劳动违法行为，不仅责
令足额及时发放，还将予以严厉的罚
款等行政处罚，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
深远】

前几天，山东济宁 8 岁男孩
用压岁钱给妈妈买金戒指的视
频登上抖音热搜榜，“炸”出上千
网友关于压岁钱的讨论。

金戒指的价值不菲，8 岁小
男孩居然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妈
妈买来金戒指，说明现如今，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春节孩子们
的压岁钱也是“水涨船高”。少则
成百上千，多则上万元。压岁钱
究 竟 怎 么 花 ，是 一 个 教 育 引 导

“大智慧”。
民 法 典 对 压 岁 钱 的 归 属 与

使用有明确定论：压岁钱是孩子
获得的赠与，归孩子所有，但孩
子不能随意支配。这是因为，孩
子是未成年人，缺乏科学的消费
观念，必须由家长对其进行必要
的教育引导，让他们管好压岁钱
这个“小金库”。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尤其是

儿童，正是培养正确理财观念的黄
金期，每一位家长要抓住教育引导
孩子理好“压岁钱”的契机，和孩子
一起做个“压岁钱”理财计划。

不妨将压岁钱一分为三。一
份用于购买学习用品等合理消
费，一份存入银行，一份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让孩子产生“帮助
别人快乐自己”的愉悦。

当然，每一份财富都是通过
劳动获得，均来之不易。结合亲
人们给出的压岁钱，既要给孩子
讲述亲友们努力打拼事业的励
志故事，引导孩子崇尚“靠劳动
创造财富”“用智慧缔造价值”，
又要教育引导孩子对长辈的关
爱怀揣感恩之心，用“当个好孩
子”中回报亲人。

父 母 之 爱 子 ，则 为 之 计 深
远。让我们通过教育引导孩子，
管好用好“压岁钱”开始，不仅教
育 他 们 理 财 ，而 且 引 导 他 们 做
人，如此，放手让“‘小鬼’当家”
的日子便不远了。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2 月 7 日，在经历了一场一波三折的
决赛后，中国选手任子威短道速滑 1000
米夺金，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第二枚冬奥
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任子威的赛后表现。
“我无数次幻想我站在这该说什么，但其
实到这也没啥说的，就是高兴……”这不
是任子威本届冬奥会第一次夺冠，在短道
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夺冠后，武大靖、范可
新接过记者的话筒，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身边的任子威放声大笑，被网友称作“高
兴到模糊”。等到任子威接过话筒，他说

“他们可能滑了三届（情绪比较激动），而
我心态比较放松吧……”有人称，这些是
属于任子威的“凡尔赛”。

无论是“凡尔赛”，还是俗，抑或其他，
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运动员身上的
自信。这种自信背后，是自信中国的体现。

曾经，奥运会上的金牌，被我们赋予
太多含意。这不仅让金牌变得沉重，也让
运动员们变得沉重。随着国家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金牌的象征意义少了许多，运动

员的负担也轻了许多。
在雅典，刘翔身披国旗，一跃跳上奥

运冠军的领奖台——那一形象，凝固为中
国体坛的一个经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意味着运动员不仅代表着国家形象，更
可以展露自我鲜明的个性。

中国女子游泳队运动员傅园慧，更是
以一句“洪荒之力”以及丰富的表情，几乎
成为中国体育界的“顶流”。中国运动员，
不仅有顽强拼搏的精神，也同样有鲜明的
个性。他们为国争光，他们更享受运动和
竞赛本身。“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
育兴”，金牌对于中国，已是水到渠成，而
不再是弱国展示强大的表现。

今年 1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
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说：“我并不在
意这一次中国运动员拿几块金牌奖牌，我
更在意它给我们今后注入的动力和活力。
冬季奥运会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冰雪运动的普及实际上是对体育强
国有一个提高。”

体育强国而非金牌强国。强起来的中
国，虽然也需要金牌，但不再是装点门面，
而是国运兴则体育兴的表现而已。

迅速从“闲散状态”
切换到“工作模式”

乐兵

管好用好“压岁钱”
艾才国

“春节加班工资”
莫成劳动侵权“重灾区”

丁家发

从“刘翔一跃”到“任子威大笑”
是自信中国的体现

关育兵

立稳“小目标”，走好人生路
邓伟勇

漫画/左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