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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南丁格尔”的苦与乐
放下鲜花与掌声 奔波在救死扶伤第一线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有人说：“病毒还会存在，大流行已经过
去。就疫情而言，全球已经同此冷暖。”

5月 12日是第 112个国际“护士节”，
这是后疫情时代的首个“护士节”。当那些白
衣执甲的“捧花英雄”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
重回平凡的工作岗位，我们不要忘了，他们
仍在续写守卫生命的故事。

核心提示

5 月 10 日晚上 8 时，在市

中心医院院前急救中心，29岁

的男护士欧飞宇正在仔细核

对急救药箱中的物品。

“ 有 个 男 子 在 家 突 发 疾

病，昏迷不醒。”接班不久，120

指令就来了。欧飞宇提着急救

箱，一个健步跨上救护车。

刚坐稳，欧飞宇麻利地戴

好医用手套，摆好氧气包，“我

们就像处在一个特殊的战场，

电话一来就必须进入战斗状

态。”

15分钟后，他们赶到患者

家中。由于突发心脏疾病，男子

已出现室颤现象。见状，欧飞宇

与医生分工协作，一人负责为

患者进行心肺复苏，一人负责

连接心电监护。经过及时的电

击除颤，患者慢慢恢复了自主

心跳呼吸，意识也逐渐清醒。

这样的“惊心动魄”对于

欧飞宇来说，早已司空见惯。

2016年，从长沙医学院毕

业后，他成了一名“男”丁格

尔。彼时，男护士还很鲜见，他

们 全 班 116 人 中 仅 有 6 名 男

生。有人甚至质疑：“男孩子当

护士，有啥出息？”

初入职场的欧飞宇一时

语塞。几年后，他在一场“疫”

考中找到答案。

2020 年 1 月 24 日 ，除 夕

夜。正在值班的欧飞宇得知医

院正在组建援鄂医疗队，他立

即报了名，还偷偷把银行卡密

码告知父亲。

“我单身，还有个哥哥，年

轻，抵抗力强，我去最合适！”

报名时，他在极力推荐自己。

终于，他如愿成为湖南首

批支援黄冈医疗队“男护天

团”中的一员。因人长得帅，同

事 们 戏 称 他 ——“ 株 洲 彭 于

晏”。

现实远比想象中更艰难。

初到湖北黄冈时，医疗资源相

当紧张。他每天要护理 20 多

个新冠感染者，其中不乏重症

患者。

“护士，我要喝水”“我要

上厕所”……在黄冈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欧飞宇每天被这

样“呼来唤去”。有时，他还要

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用吸痰管

帮患者吸出痰液，连接好呼吸

机。在与病毒鏖战 58 天后，他

和队友共治愈 74 人，所有队

员实现“零感染”。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离开

黄冈时，十里长街，人如潮，旗

似海，警车开道，出租车一字

排开，纷纷鸣笛致敬。

“能被这么多人认同，这

就是护理工作的意义。”如今，

欧飞宇愈加坚定了自己的选

择。他知道，有更多的生命在

等待救援。

“刘嗲嗲，您今天气色不错，有什

么高兴事？”5 月 11 日，在省直中医院

老年医学科病房，32 岁的护士缪娟和

几个老病号拉起家常。

这可不是简单地闲扯，而是一种

“心理护理”方法。作为一名“心理护

理”专科护士，在交谈时，缪娟总会细

心掌握患者的情绪变化，然后想方设

法帮他们消除“心病”。

“因为这些老年患者多半有抑郁、

焦躁等心理问题，若心结未解，治疗效

果也会不佳。”缪娟说。

她曾遇到这样一名八旬患者，其入

院时骨瘦如柴，体重不到 30千克，整日

躺在床上不愿动弹，眼中充满绝望。

匪夷所思的是，医生给老人做了

各种检查，发现其基础疾病并不严重，

不足以导致身体如此羸弱。

这是为何？缪娟尝试和老人沟通。

经过交谈，她得知老人的子女工作繁

忙，大多时候他独自在家。渐渐地，他

感觉自己成了孤家寡人，甚至是累赘。

逐渐抑郁的老人开始封闭自己，身体

也每况愈下。

找到症结后，缪娟对症下药，为老

人进行“心理护理”。她一边要求家属

多来探视，一边与营养师制订方案，调

整老人的饮食结构。最重要的是，她经

常来到病房，帮老人疏导情绪。

渐渐地，老人愿意走出病房，也向

其他病友敞开心肺。

“护理就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事实上，去年的抗疫之

旅，让缪娟对这段话有了更深的感受。

去年 4 月，缪娟成为一名援吉医

疗队员。在当地的方舱医院，她见到太

多被恐惧裹挟的感染者。有些人在确

诊后，由于身体的不适，加上对家人感

染的担忧，情绪异常激动，会不停地冲

医护人员发脾气，甚至摔东西。

在那里，她一次次以同样是母亲、妻

子的角度，与感染者们一对一谈心，告诉

他们只要配合治疗，是可以治愈的。

当后疫情时代到来，缪娟不再需

要身穿防护服为患者做心理疏导，可

她知道，“不论何时，通过‘心理护理’

为患者重建心理防线，是打赢病魔的

重要一环。”

“你的血压正常”“采血需要去二

楼。”……5月10日上午10时，在天元区

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刘

文书在输液室、门诊室之间来回穿梭。

前来就诊的居民大多报以微笑，

有时还会拉上刘文书寒暄两句。

“现在的医患关系真的比疫情前

好多了。”在护理行业干了 24 年，45 岁

的刘文书感叹，三年疫情改变了不少

人的生活，也拉近了医患间的关系。

作为一名社区医院护士，刘文书

和同事被形象地称为居民健康的“守

门人”。可疫情前，“守门人”的地位似

乎并不高，他们总会受到各种非议。

“你们是万金油，啥都会一点儿，

可又啥都不精。”“你们只会简单地打

针发药，没有真本事。”……一些评价

曾像尖刀一般刺痛刘文书，让她陷入

自我怀疑。

你 或 许 想 象 不 到 ，突 如 其 来 的

“疫”考让她重新找到了工作的价值。

去年 11 月，当疫情突袭株洲，刘

文书就过上了连轴转的生活。那时，她

主要负责天元区部分封控点的核酸采

集工作。最多的一天，她和同事需上门

进行 1000多人次的核酸采样。

在错综复杂的小区里，身着防护

服的他们有时要爬 10 多层楼。一天下

来，往往累得小腿抽筋，全身湿透。

让人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上门采

集核酸检测时，一户居民竟送上一幅

画，上面写着：“白衣战士，谢谢你”。

如今，刘文书比以前更忙了。她四

处进修学习，提升自己的技术“含金

量”。在她看来，要成为居民们的“医”

靠，就必须有看家本领。

关爱护士
要从“心”开始

刘琼

我们常用《真心英雄》来歌颂医护者：“灿烂星

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是的，他们是护士，亦是“战士”。平凡的他们让

我们感到心中有力量，眼前有希望。

当疫情渐渐远去，这份对白衣天使的敬意不应

随之消逝。我们要在薪酬待遇、执业安全、卫生防

护、职称评聘等方面，切实维护和保障护士合法权

益。让该享受的政策都落地，将应有的关爱都送达，

让每一位护理工作者始终“如沐春风”。

对白衣天使的关爱，需要政策给力，也需要由

心而发。从内心深处关爱护士，当全社会尊重、关

心、理解、支持护士的氛围越来越浓、行动蔚然成

风，护佑人民健康的护士，也就能感受到来自人民

的温暖。

关爱是对护士最好的致敬。关爱之行，始于

细节。今年“护士节”，不妨从一句暖心的节日问

候开始。

1 欧飞宇：
穿街过巷，与死神赛跑

记者手记

2 缪娟：
以心交心，为患者消除“心病”

3 刘文书：
提升技术“含金量”做居民的“医”靠◀救护车上，

欧 飞 宇 正 在 细 心

地照看患儿。

受访者供图

▶缪娟正在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受访者供图

▶刘文书正在为居民测量血压。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摄

六色花海精心点缀
百亩玉米地邀您打卡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张仪 郭璋） 近

日，渌口区渌口镇渌口村松西子玉米种植地里，工人忙忙碌碌，

电锯闪着火花，一座高 5 米、面积约 72 平方米的旅游观景台主

框架初步呈现。再过不久，周边五彩花海点缀这 100 余亩玉米

农田的美丽风光将尽收眼底。这里正在打造玉米“网红打卡

地”，为文明城市创建增添新的风景线。

项目设计负责人王敏介绍，大面积玉米呈现出绿色美景，

适合游客前来拍摄短视频。同时，玉米种植地旁边的闲置田地

里还将打造花海区，目前集中连片的百日草种子已播种完毕，

50天后将盛开，呈现红、黄、绿、紫、粉、白六色美景。在花田间，

还精心种植了象征着青春活力的粉色花卉，盛开时将呈现“青

春渌口”的字样。

今年，渌口区渌口镇围绕松西子玉米和红美人柑橘等特色产

业，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计划种植2000亩松西子玉米和1200余

亩红美人柑橘，目前正着手成立“渌口镇特色种养殖产业协会”，

将融合全镇的特色农业、种植业、文旅产业，打造成完整产业链，

稳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更好发展。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宗倩

一处刀伤，对普通人而言，是一次难以

忘却的痛苦记忆，对谢国强而言，却是一枚

乐于助人的亮眼“勋章”。

19 年前，谢国强在株洲火车站帮助一

名女子夺回被盗的钱包，遭到盗窃团伙疯

狂报复，身中 3刀，脸上留下刺眼的刀疤。

“雷锋精神是吓不倒的。”惨痛的经历

反而激励了谢国强乐于助人的决心，在志

愿服务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

从事志愿服务 30 年来，谢国强不仅成

为株洲火车站的志愿者明星，更成为石峰

区铜塘湾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的引领人。

近日，谢国强的事迹被市文明办拍摄

成视频，一经发布引起网友广泛好评。

练就“火眼金睛”
30年帮助800多名走失人员

上世纪 90 年代的株洲火车站，商贾云

集。作为全国五大铁路枢纽站和中南地区

最大的中转枢纽站，这里每 3分多钟接发一

趟列车，日均旅客流量超过 4万人次。

当时谢国强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间报

刊亭，在那个手机没有普及的年代，环境又

异常复杂的火车站周边，谢国强的报刊亭

成为人们找到方向的“导航塔”。路人问路、

问厕所，换零钱，孩子们与家人紧急通电

话，都会找到这里。

谢国强将目光紧盯这些着急的人群，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没有大人跟着的小

孩，十有八九就是走丢了；在路上东张西

望，漫无目的行走的老人，肯定是迷路了；

每天掐着点在列车到站人群集中出站时出

现，目光不断锁定行人背包的人员，基本是

小偷。”

一次，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神色慌

张地在书报刊亭前徘徊。谢国强走过去，蹲

下身子，轻声问他：“小朋友，你怎么不回家

呀？”“叔叔，我坐错公交车，不知道怎么回

去了……”说着说着，小男孩开始抽泣。谢

国强一边耐心安慰着，一边细细询问男孩

家长的电话。联系到家长后，谢国强立即将

小店关门，把孩子送上了回家的公交车，还

请司机在到站时提醒他下车。为了做到万

无一失，谢国强拍下了公交车的牌照，并打

电话给孩子妈妈进行回访。孩子终于安全

到家，谢国强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30年来，他帮助走失的小孩及老人 800

余人次。

迸发一身正气
遭受报复依然不改初心

谢国强的右脸有一道显眼的疤痕，从

眼角一直延伸到下颌。他说，那是一次痛彻

骨髓的记忆。

2004 年的一天，谢国强像往常一样忙

活着小店的生意，突然，他听到不远处传来

一声呼救——“我的钱包！抓小偷啊！”谢国

强一个箭步跑出小店，只见一名女子正在

指着一个背影，焦急地大喊。

“拿出来！”谢国强追上那个背影，中气

十足地冲他做出掏钱包的动作。小偷做贼

心虚，乖乖将钱包交出来。

原来女子从外地刚到株洲，钱包就被

偷了。见到钱包失而复得，她欢喜不已，连

连对谢国强表示感谢。

谢国强没想到，他很快遭遇盗窃团伙

疯狂报复。一个月后，谢国强在火车站附近

上厕所时，盗窃团伙一行三人在楼道处将

他堵住，二话不说，拿起刀就砍过来，谢国

强避无可避，右脸、手臂、后背分别中刀。

妻子看到从手术室推出来、满身满脸

包裹着纱布的谢国强，落下泪来，“心疼啊，

受这么严重的伤！”

这次受伤造成谢国强四级伤残，脸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背上至今还保留了钢

板和钢钉。

“雷锋精神是吓不倒的。”谢国强说，伤

好之后，他又穿上了红马甲，回到火车站，

继续为走失的孩子、迷路的老人、被盗的路

人提供帮助。

对谢国强的坚持，妻子心疼，也理解，

每次多了几句嘱咐：“学雷锋、做志愿者都

是好样的，但一定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

安全！”

谢国强也把妻子的嘱咐放在心上，改

变和盗窃不法分子的斗争方式，不再硬碰

硬，并逐渐积累了经验。

“把包背到前面，里面的钱财是自己

的，背到后面，是别人的；把手机抓到手上，

是自己的，放在裤兜，是别人的。”每当遇到

有小偷尾随行人接近或达到书报刊亭，谢

国强都会小声提醒，当即点醒了行人，让小

偷无法得逞。

传递雷锋精神
每次教育受助孩子助人为乐

“今天我帮助了你，你快乐，我也快乐。

你长大了也要多帮助别人。”谢国强帮助走

失的孩子找到家人后，每次都会这样对孩

子说。

2017 年，他一家入住石峰区铜塘湾街

道江湾名府小区。新环境、新邻居，大家彼

此之间都不熟悉，需要尽快拉近邻里之间

的距离。说干就干，谢国强马上和小区的朋

友商量，和社区沟通，组建了 4人志愿小队，

成为铜塘湾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的引领人。

他们在小区维护环境卫生，上门帮独居老

人做饭，逐渐得到广大居民响应，有携年幼

孙子一道加入的老人，甚至有其他小区居

民、大学生。如今，这个志愿者服务队中，有

古稀老人，也有六七岁的小朋友。

5 年来，铜塘湾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举办

小区邻里节，请全体居民吃饺子，看文艺汇

演，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开展“公益电

影进小区”活动，通过正能量影片，为孩子

们讲解其中蕴含的雷锋精神，以孩子喜爱

的形式传递雷锋精神；开展文明值守、环境

保护、植树造林、孝老爱亲等各种活动，特

别在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中，投身核酸检

测秩序维护，居家隔离居民物资配送，发挥

出重要作用。

“助人为乐快乐之本。雷锋精神是一种

无私奉献的精神，我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

更多的人。”谢国强说。

谢国强从事志愿者服务30年

刀疤是亮眼的“勋章” 治“顽疾”保秩序 提颜值

攸县创文整治效果明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罗武吉 王丽凤）

交通违法整治集中重点路段，市容市貌整治瞄准最有“烟火气”

的区域。近日，攸县文明城市创建系列整治行动效果明显。

交通违法行为是城市“顽疾”，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整治

内容。5月9日，攸县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整治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和不上牌、非法加装

遮阳伞具、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掉头、不按规定载人，驾驶人

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以及酒驾醉驾、机动车违反规

定停车、货车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增强“两车”骑乘人员

头盔佩戴意识，切实减少“两车”交通事故，整改城区道路车辆乱

停乱放现象。

湘东大市场是攸县最具“烟火气”的经营区域，商户多达

1500 余户，道路窄，管理难度大，部分商户长期占道经营、车辆

乱停乱放，既影响了市容环境卫生，又妨碍了公共交通，存在安

全隐患。5 月 9 日，攸县城管大队全员出动，对上述不文明行为

开展大力整治。

4 月以来，攸县城管大队深入开展以湘东大市场为重点的

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整治不合规商户 300 余户，文明

规劝 2000余人次，拆除违章搭建雨棚 12个。

乐于助人的志愿者谢国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