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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人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急救中心护士长赵秋霞———

急急救救一一线线男男护护士士中中的的““领领头头雁雁””
在混乱的事故现场抢救伤者，在疾驰的救护车上做静脉穿刺，24小时全天候待命拯救伤员……巨大的

工作压力和特殊的工作环境，导致急救一线很多都是男护士，而济医附院的急救中心护士长赵秋霞确是个
例外。作为26位男护士的“领头雁”，她用自己无悔的奉献和担当，在急救一线坚守了14年。

“急救工作分秒必争，团结是必
须保证的前提。”14年坚守在急救一
线，赵秋霞深知急救工作不是有一双
眼睛、一双手就能够完成的。由于急
救工作的特殊性，急救中心除了赵秋
霞，都是男护士。如何带好这群“男
兵”，赵秋霞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方法。

“我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
是检查急救车上的急救药品是否齐
备，设施是否完好，要做到万无一
失，准备随时出车抢救病人。”赵秋
霞告诉记者，急救中心的工作十分
辛苦，11辆急救车，27名护士，平均
每天接诊病人40人。轮班护士往往
得不到休息就要继续出车，难免有
些情绪和抱怨。

“因为深知急救工作的辛苦，所
以对待护士们，我多会软硬兼施，只
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提出来的要
求我多半会满足他们，但专业技能
上则必须严格把关。”赵秋霞告诉记
者，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一个小的纰
漏也许就会造成一条生命的流逝，
所以，凡是工作上的错误，她肯定会
严惩不贷。而在业余生活上，她则会
悉心关注同事，“私下里我们都是好
朋友，但凡遇到困难都会及时的与
大家沟通。”

“急救车开到哪里，哪里就
是我们的‘战场’。”赵秋霞告诉
记者，由于急救工作的不可预
见性，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遇
到。用赵秋霞的话说，就是“只
有想不到，没有见不到”。

“记得一次半夜出诊，两家
人因纠纷打起了群架，当时情况
十分混乱，我们急于抢救伤员，
但争斗还没有完全结束，正要对

其中一名伤者实行救治的时候，
一个醉汉抄起板凳就冲了过来，
还好被周围的人及时制止。”赵
秋霞告诉记者，急救现场各种突
发情况屡见不鲜，醉酒、自杀、癫
痫等各种情况成为严重威胁救
援人员安全的因素。

“前几天有一次出诊时，
遇到一个事故中受伤的醉酒
男子，伤势并无大碍，但却在

急救车上撒起了酒疯，神志不
清乱踢乱吐，还打砸车上设
备。”赵秋霞一边保护车上的
设备，一边尽量安抚醉酒男子
的情绪，劝阻之中连工作服都
被扯坏了。“类似的难堪经历
几乎每个急救护士都遇到过，
所以急救人员不仅要技术熟
练，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最大程度保证自身安全。”

“120”是危急重症患者的生
命热线，也是极为重要的“生命
通道”。对于120工作人员来说，
他们所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都是
一道生命救援的“指令”。

“我们就好像处在一个特
殊 的 战 场 上 ，电 话 就 是 冲 锋
号，无论‘战场’上多么混乱，
都要镇静地完成任务。无论遇
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表露出来，
病人家属本身就已经慌了，如
果我们不能保持镇定，如何令
家属信任你，支持你的工作？”
这是赵秋霞面对年轻护士们，
最常说的一句话。

每 一 所 医 院 的 急 救 中 心
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生与死
的较量。这里有危重病人亲属
的呼喊、焦虑和无助；也有医
务人员的汗水、拼搏和隐忍。
这里有质疑、有争吵；还有着
更多的温情和感动。“我热爱
我的职业，既然选择了，就意
味着承担，我也会一直坚持下
去。”赵秋霞说。

坚守“生命热线”

她无怨无悔

各种“另类”场景，她屡见不鲜

带领一群“男兵”

她软硬兼施

十余年间每天奔波百余公里，乡村投递员侯昭会———

放放弃弃村村干干部部，，甘甘当当““绿绿色色使使者者””
骑着摩托车穿梭在37个村庄里，每天奔波100多公里，把一封封信件、报刊送到村民家中，骑坏了三辆摩

托车，腿上被狗咬得伤痕累累，却干得有声有色，干劲十足。梁山县邮政局馆驿分局的乡村投递员侯昭会，
放弃村干部的职位穿上绿衣，一干就是14年。

辞掉村干部的职位，穿上绿色
工作服成为一名乡村投递员，侯昭
会对于自己14年前的这个决定，至
今仍十分自豪。从小就羡慕那一身
绿衣的侯昭会，一干就是14年。

早上7点装好当天要投送的报
纸、信件，侯昭会踏上摩托车，驶向
一个个村庄、一户户村民家中。侯
昭会的摩托车上布满了泥土，断了
的车前罩用铁丝拧着，两侧的后视
镜都已不见，显得十分破败。这辆
摩托车是侯昭会的老伙计，每天陪
他颠簸行驶100多公里，将报纸和
信件送往37个村庄。“只要车闸是灵
敏的，别的没关系。”侯昭会笑着
说，这几年他骑坏了三辆摩托车，
这辆才骑了两年，就已经成了这幅
摸样。虽然单位奖励过他一辆电动
三轮车，但是为了跟时间赛跑，侯
昭会嫌电动三轮车太慢。

37个村庄每天都要走一遍，即
使村民没有信件，只有一份村委的
报纸他也会按时到达。有的村委负
责人说并不着急当天看报，可以三
五天送一次，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投
送。“把当天的信件送完了，晚上躺
在床上心里才踏实。”

与城市投递员不同，乡村
投递员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

“被狗咬是每个乡村投递员的
都有的经历。”侯昭会说，轰隆
的摩托车在乡间穿梭，经常会
引起狗的警觉，四五只狗追着
摩托车跑是常事。“刚开始还
挺害怕，时间久了都习惯了。”

但有一次经历，侯昭会现
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腿上的

疤痕触目惊心。侯昭会说，那
次他的摩托车刚停到村民家
门口，还没下车一只大型犬就
扑了上来，咬住他的右腿。慌
乱中他加起油门，大型犬又咬
住信报袋，摩托车开出几米，
报纸和信件撒了一地。村民赶
忙出来拴住了狗，侯昭会的右
腿却已经被咬掉了一块肉，鲜
血止不住的往外流。

投递信件，侯昭会大部分时
间都在路上，摩托车里总是放着
雨衣。“习惯了当天的信件当天
送完，怕耽误了人家重要的事。”
侯昭会说，虽然周日是投递员的
休息日，但他只要没事都会和平
常一样投送信件。“习惯了每天
到村里转悠一圈，和村民们唠唠
家常，一天不去就好像缺了点什
么一样。”

每天走村串户，热心肠的侯
昭会与村民们很熟悉，14年中几
乎没有出现过投诉与纠纷。骑摩
托车送村民去卫生室、帮忙拉出
翻到沟里的三轮车……在侯昭会
看来，送件途中帮助需要帮助的
村民，也是他的分内事。

“有一次到村民家里送件，闻
到一股煤气味，进去一看，一家人
都煤气中毒晕倒了。”侯昭会连忙
喊来附近村民一起救人，同时拨
打了120，还一路跟着送到了县医
院，救了这一家人。

朴实敬业的侯昭会，赢得
了村民的赞誉，他还在馆驿镇
发展起了2 5个便民服务站，可
以代缴话费、订购火车票、农
资等，让村民省去了奔波。而
看到侯昭会干得这么起劲，本
来是村支书的弟弟侯昭广也辞
掉 了 工 作 ，加 入 到 邮 政 工 作
中，和侯昭会一起负责馆驿镇
的邮件投递。

“侯昭会的各项业务量都
位居前列，踏实肯干带动了一
批职工工作的激情和干劲，为
很 多 乡 村 投 递 员 树 立 了 标
杆。”梁山县邮政局副局长杨
建华告诉记者。

投递途中帮把手

他觉得是分内事

周日本应休息，他却坚持投递信件

信件当天送完

晚上才睡得踏实

文/图 本报记者 高雯

本报记者 李倩 本报见习记者 康宇

侯昭会每天需要骑摩托车行驶百余公里。

赵秋霞跟车接诊病人。 本报见习记者 康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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