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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嘉兴市“朝夕相处·老
小同学”假日学校的祖孙学员来
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接受讲解礼
仪、党史知识培训。培训后，孩子
们将以“红船小讲解”的身份，向
参观者们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摄影 记者 孟多多
通讯员 肖佳萍

老小同学携手老小同学携手
开启红色之旅开启红色之旅

■记者 樊昕旖

雪域高原的风，带着些许江南
的温润，也催生着生命与希望。

“做腹腔镜下手术时要注意肠
管粘连问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我。”在即将结束援藏工作的这一段
时间，王清清和张俞丰异常繁忙，他
们穿梭在手术室与病房之间，一边示
范操作流程，一边将反复核对过的手
术记录、患者随访名单等交到同事手
中。

王清清和张俞丰是嘉兴市第十
批第二期援藏人才，为期一年半的
援藏工作已告一段落。嘉兴市第十
批第一期援藏人才中还有两位来自
卫生健康系统，分别是江余明和吴
龙飞，已于 2024年 1月结束援藏工
作。

三年，两批 4人接力翻越海拔
的高度、跨越时间的长度，将嘉兴医
疗的“金名片”镌刻在雪域高原。三
年，不是使命的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将永远在
高原热土上生生不息。

克服万难，守护生命健康

2022年 7月，浙江省第十批援
藏人才抵达那曲。刚踏上海拔 4500
米的土地，这群来自江南的“援藏新
兵”，就获得了高原反应的“宠幸”。
鼻咽干痛、胸闷心悸、头晕耳鸣、失
眠……来不及慢慢适应，他们便赶
忙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江余明当时就任那曲市妇保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到任后没多久，他
就遇到了第一个挑战：一个只有 3
斤重的早产儿颠簸了 5个小时来到
医院，需要紧急救治。但当时，医院
已有 5年多未开展儿科相关的住院
诊疗业务，收治能力十分有限。

没有收治条件怎么办？孩子出
生后没经过任何治疗，呼吸微弱，
如果再转诊去拉萨需 4个小时，已
经不起折腾了。于是，他们决定整
合全院资源进行救治。江余明负责

制定诊疗方案，列出急需的药品和
器材等，由各科室去调用、筹备。医
院没有的设备，院长亲自去兄弟医
院借。自制简易的呼气末正压通气
装置，结合小便、大便及皮肤状态计
算每天的营养液，用注射器一滴滴
喂奶……在江余明和同事的精心护
理下，宝宝胜利“闯关”，22天后平安
出院。

2024年3月，张俞丰接棒，成为
那曲市妇保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上
岗第二天，他正在办公室一边吸氧
一边熟悉病例，医院儿科副主任次
央焦急地跑来求助，有一位宝宝是
前一晚因发热、腹泻、纳差收治的，
经过一晚治疗后反而肚子大得像皮
球一样。医院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
危重病例，而且由于当地检查检验
项目有限，张俞丰只能根据仅有的
血常规、血气分析、肝肾功能报告，
结合临床经验判断患儿为细菌性肠
炎伴重度脱水，同时存在重度低钾
血症、代谢性酸中毒、肝功能异常等
情况，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张俞丰立
即下达医嘱，对宝宝进行快速扩容、
精准补液、纠酸、抗感染、护肝等治
疗。经过医护团队多天的细心照料，
宝宝最终恢复健康出院。

在那曲的那段时间里，高原反
应如影随形，例如手术期间需要一
直吸氧、日常走路要放慢脚步、夜晚
要靠安眠药入睡等，但几位嘉兴援
藏医生总是说，缺氧不能缺干劲，咬
咬牙就能多干点，他们的付出换来
的是藏区孩子的健康，甚至是生命，
在生命健康面前，不容有半点懈怠。

勇闯禁区，填补技术空白

“痛死了，真的太痛了，痛得连
路都不能走。”王清清第一次见到贡
女士时，她是坐着轮椅被家人推进
诊室的，嘴里一直在重复着这几句
话。

了解贡女士的具体症状后，担
任那曲市藏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的
王清清立刻收治她入院。经过腹部

超声、血液、CT等详细检查，贡女士
被诊断为胆囊颈部结石嵌顿伴急性
胆囊炎。当时，进行腹腔镜下胆囊切
除术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医院从没
做过这类手术，所有人都犹豫了。

缺乏相关技术经验，高寒和低
气压等因素也对手术有较大影响，
摆在眼前的是技术空白、设备局限
与高原环境的三重压力，但看着患
者及家属的满面愁容和充满期待的
眼神，王清清决定在有限的条件下
尽最大的努力。术前，他紧急给科内
团队成员开展关于胆道结石诊治的
小讲堂，提升他们对于该病种的认
知。术中，王清清一边吸氧一边进行
精准细致的操作，最终平稳顺利地
完成了手术。术后，贡女士恢复良
好。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医
院在微创手术领域实现了新的跨
越。

当然，这样的突破并非个例。
重启那曲市妇保院儿科住院部

诊疗业务、首次利用自制简易呼气
末正压通气装置成功救治新生儿、
首次利用呼吸机治疗技术成功救治
呼吸衰竭新生儿、首次采用简易亚
低温技术治疗中重度HIE、首次开
展苯巴比妥联合力月西在重度HIE
抽搐情况下的维持治疗、时隔 2年
再次启动那曲市藏医院普外科急诊
手术……嘉兴援藏医生用专业与坚
持，持续填补着高原医疗的一项项
技术空白。

这些“首例”背后，是生命至上
的执念，是无数次调整诊疗方案的
坚持，是对每一个操作细节反复推
敲的严谨，更是跨越山海的医者仁
心。

带教帮扶，提升“造血”能力

“治病救人总归有限，只有让更
多人掌握新技术，才能帮助更多的
藏区同胞。”这句朴素却分量千钧的
话，所有援藏医生刻在心、见于行。

吴龙飞当时所在的那曲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硬件设备相对比较

完善，但是当地技术人员在使用流
程上还需要提高标准和进一步规
范。从正确制备培养基、样本前处
理、增菌、划平板到鉴别不同微生物
在选择性培养基上的菌落形态，再
到生化鉴定，吴龙飞把详细流程制
作成思维导图，贴在墙上供大家参
照学习。

为了让当地技术人员真正吃透
技术、独立操作，他多次组织开展食
物中毒样本采集及送检、食品微生
物学检验培训、公共场所及医疗卫
生机构消毒效果评价的采样和检测
培训等，还带领当地技术人员到嘉
兴进修，协调桐乡市疾控中心与那
曲市疾控中心建立双向交流机制
等。

在那曲的日子里，每一位嘉兴
援藏医生都铆足了劲传技术、带队
伍，用一次次手把手教学、一遍遍流
程规范，让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技术
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努力实现“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的目标。

通过教学查房、门诊带教、院内
培训、线上培训、实操训练等多种措
施，帮助当地医护人员更新临床诊
疗知识，提升临床诊疗思维和解决
临床问题的能力；积极与后方单位
对接，捐赠腹腔镜模拟训练器，开设
腹腔镜下技术技能培训班，提升外
科医生腹腔镜下操作能力；开展微
泵注射治疗、新生儿俯卧位护理、高
频振动排痰等新技术新项目，提高
儿科临床诊疗水平……

如今，那曲的诊疗设备持续升
级，医疗技术不断提升，诊疗体系日
趋规范。从“嘉”乡到“那”里，这条

“医”路铺满的不只是四千米海拔的
星光，更镌刻着嘉兴援藏医生用仁
心丈量生命高度的足迹。

从从““嘉嘉””乡到乡到““那那””里的里的““医医””路情缘路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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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干一天，
快速路就能早一天闭环”

■记者 朱葭苇
通讯员 蒋雯霞 王 蕾

昨天清晨 6点，天气预报显
示当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7℃，嘉
兴市区快速路环线三期二阶段
施工 2标项目生产副经理韩建
瑞已被闹钟叫醒。干了近 10年
的地铁、桥梁建设管理，早起已
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

这位年仅 29岁的小伙来自
东北葫芦岛，2023年7月4日，承
载着万千市民期盼的嘉兴市区
快速路环线三期二阶段正式开
工，他便收拾行囊奔赴嘉兴，在
项目部挑起了现场管理协调的
重担。

根据施工计划，2026年春节
前，三期二阶段将建成通车，届
时，嘉兴市区快速路环线实现完
整闭环，总里程达28.8公里。

“眼看通车时间一天天逼
近，工期一天天压缩，我们更睡
不着了，索性趁着清晨天气凉
快，来工地上多干些活。”韩建瑞
一边翻阅微信群消息，一边告诉
记者。

看到微信群里的留言，韩建
瑞会心一笑，“睡不着”的显然不
只有他一人。工程进展、前一天
遇到哪些困难、第二天的工作计
划……大家都在群里一一做了
汇报。

“今天得抢在正午前把盖梁
模板校验完，下午的混凝土浇筑
不能耽误。”一边说着，韩建瑞一
边对当天工作进行着调度和部
署。市区快速路环线三期二阶段
工程 2标段位于三环东路顾泾
港大桥北侧至广益路，长 2.772
公里。韩建瑞和同事们每天来回
奔波，密密麻麻的图纸、大大小
小的桩柱都“装”在脑子里，“目
前，我们正在进行主线桥最后一
榀盖梁浇筑，走，去瞧瞧！”

记者跟随韩建瑞一路向主
线桥施工区域走去，此时，已是
中午 11点，太阳“火力全开”，室
外气温已达到 37℃，地表更是
烫得仿佛要冒烟，闷热的空气
中夹杂着钢铁焊接后的刺鼻味
道。刚走上几分钟，记者就觉得
皮肤被阳光炙烤得发疼，汗水
顺着安全帽系带往下淌，粘在
衣领里格外难受。

在钢筋绑扎区，53岁的班组
长刘国辉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
着，深蓝色的工装早已被汗水浸
透。他来自陕西省安康市，是名
老师傅，只见其手法娴熟，一穿、
一转、一拧……铁丝便精准地将
钢筋牢牢固定住。

“这就是主线盖梁的‘钢筋
骨架’，容不得半点马虎，钢筋的
尺寸和间距只有分毫不差，才能
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韩建瑞
一边说，一边用袖口擦拭着流进
眼里的汗水。

实测显示，钢筋表面温度已
超过 50℃。为防止烫伤，工人们
都戴着厚手套作业。“不过，有时
候为了确保绑扎精度，不得不摘
下手套。”刘国辉展示着布满老
茧的双手说，“稍不留神就会烫
出水泡。”

当前，市区快速路环线三期
二阶段工程 2标段项目桩基、立
柱已基本完成，下部结构施工接
近尾声，正在大规模推进梁板架
设和桥面系施工。韩建瑞带领的
300余名工人，每周要完成小箱
梁预制、钢箱梁架设、桥面铺装
等多项工作。

“这活儿既要技术又要体
力。”他拧开随身携带的大水壶，
猛灌了几口，“像这样的高温天，
每天要喝掉5公斤水。”

休息间隙，韩建瑞掏出手机
看了眼老家的天气——远在
1400 余公里外，此刻气温仅
24℃。“上次回去还是去年春节，
满打满算只待了四天。”他挠挠
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思念，“没办
法，春节工地不停工，项目也离
不开人。”

不过，一想到嘉兴市区快速
路环线离闭环越来越近，韩建瑞
的心里就美滋滋的，“我们多干
一天，快速路就能早一天闭环，
到时候市民出门更方便了，这比
啥都强。”

此刻，阳光照射下，这条钢
铁长龙向前伸展着，也让人看到
了城市更好的未来。

“咱多流点汗，
换大家清凉过夏，值！”

■记者 吴晓慧
通讯员 蒋文琪 徐 年

昨天清晨 6点，柏油马路蒸
腾的热气不断向上翻涌，温度计
的红色指针已划过了30℃。而国
网嘉兴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工
作人员的身影，却已活跃在市区
银河路上——他们麻利地拉起
警戒线，将安全围栏一一嵌合，
并将安全标志牌稳稳立在路边。

“各项准备工作已完成，请
作业人员各就各位……”现场作
业地面负责人钱力俊全神贯注，
随着他的叮嘱和部署，10千伏陆
西线老旧柱上开关改造工程拉
开了序幕。作为推进嘉兴电网智
能化改造的重要一环，这条线路
的改造牵动着周边四五个小区
的“用电神经”。为了让居民家里
的空调、冰箱“不打烊”，工作人
员采用“零感知”不停电作业，让
改造和清凉两不误。

带电作业班班长史迪锋工
作已有 10年，此刻，他正站在绝
缘斗臂车旁穿戴装备。安全帽

“咔哒”扣紧，长袖工服外，密不
透风的绝缘披肩像块厚重的橡
胶皮，一披上肩就牢牢锁住了热
量；手上更是棉纱手套、绝缘手
套、羊皮手套，层层“武装”。最
后，他戴上防电弧眼罩，镜片瞬
间蒙上了一层水汽。

这一身行头加起来足有 3
公斤重，刚穿戴整齐，后背就汗
湿了。“穿上就像裹着雨衣在蒸
笼里待着，里头的体感温度比外
头要高七八摄氏度。”说话间，他
抬手抹了把眼罩边缘渗出的汗，
踏进仅有 1平方米左右的绝缘
斗臂车的操作斗内。

随着机械臂缓缓升起，史迪
锋和搭档李攀攀站在离地 15米
的操作斗内，阳光晒得人后颈发
疼，但两人丝毫顾不上这些，因
为高空作业容不得半点含糊，一
点疏忽就会酿成大错。

两人利索地将橘黄色绝缘
管套在面前的高压线上，接着在

线路和电杆交接处裹上亮黄色的
绝缘毯，并用夹子将毯子各处夹
紧。

日头渐渐升高，狭小的操作
斗如同烤箱，汗水不断从史迪锋
的额头、后背、手臂渗出，绝缘服
里面那层衣服已被浸湿，紧贴在
后背上。

经过半小时的艰苦奋战，第
一回作业顺利收尾——电路开关
的引线成功和主线分离。史迪锋
回到地面，摘下眼罩的瞬间，热气

“呼”地涌出来，他抄起旁边的水
瓶，仰头“咕咚咕咚”灌下去。

“我们一天赶两三个现场，
要准备三四套衣服，不然都不够
换。”一旁的李攀攀摘下绝缘手
套，手掌也被捂得有点发白。

当天，该工程要将老旧开关
替换成智能开关。史迪锋介绍，新
增智能开关后，配电网故障定位、
隔离、恢复就能从原先人工排查
的“小时级”响应提升至“秒级”响
应，提升了电力系统的自治自愈
能力。今年，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全
力推进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
其中主网工程14项、配网工程32
项，新增变电容量164万千伏安，
为城市清凉度夏护航。

上午 9点，嘉兴市气象台发
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空气里热
浪翻滚，带电作业仍在继续。

中午 12点，智能开关被稳
稳地安装在了电杆顶端。史迪锋
和搭档喝好藿香正气水，又钻进
了绝缘斗臂车，开始了第二回作
业，要将智能开关的引线接回高
压线路的主线。

他们身上携带的温度计上
的数字在不断攀升：40℃、41℃、
42℃……“咱多流点汗，换大家
清凉过夏，值！”两人相视一笑，
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

天气预报

今天早晨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伴有短时暴雨和7～9级雷暴大风，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北风3～4级。
明天偏东风4～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

（上接1版）
此次“浙BA”嘉兴赛区预选赛，他表
现同样亮眼，目前已在三场比赛中
分别拿下 36分、32分、35分。专业
人士对他的评价是“能里能外”，嘉
兴业余篮球界的“狠角色”。

而海宁队的李聪聪则用极致
的速度，一次次撕开对手的防线，
被 球 迷 称 为 球 场 上 的“ 金 发 闪
电”。“下一个三分，永远在路上。”

这是李聪聪不断突破自我的渴
望。再来看平湖队，擅长远投的
张磊，让大家在赛场上认识了一
个力量型男。还有海盐队的崔瑶
佳、严佳超，南湖队的陈鑫伟、黄
懿凡，秀洲队的李佳炜，在赛场上
的表现均可圈可点。而说到新星
队员，秀洲队的陈杨、桐乡队的周
能，也总能给人带来惊喜。对于
嘉善队，球迷更多谈论的则是他

们中的一半成员均来自嘉兴有名
的篮球村——天凝镇洪溪村。特
别是球队主教练陈佳杰，在读书时
期就是一名高水平球员。回村成
为村干部后，他发挥特长，让更多
人爱上了篮球。

“赛程近半，嘉兴 8 支队伍整
体发挥稳定。”市篮协副主席、秘
书长查跃东分析，目前经开队和
海宁队连赢三场并列积分榜第

一，在总体实力上更胜一筹。经
开队队员个人实力强，海宁队团队
配合度高。而南湖队由于王臻和
陆斌鑫这两名老将受伤，在比赛中
并没有展示出绝对实力。不过，赛
场上总是风云变幻，作为一项面向
广大群众的赛事，个中惊喜还是值
得期待。毕竟，输赢之外，让更多
人感受篮球的魅力、城市的魅力，
才是真谛。

拼“实力”更拼“有爱”

感受生态与文化交织的美好
2025年“禾小禹”生态文明实践行走进桐乡

■记者 沈焕娉 通讯员 严 欢

本报讯 昨天下午，嘉兴市新
闻传媒中心与嘉兴市生态环境局联
合组织 2025年“禾小禹”生态文明
实践行，带领 15组亲子家庭走进桐
乡，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态文
化体验之旅。此次活动通过探秘污
水处理科技与领略田园刺绣技艺，
让参与者感受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
的双重魅力。

活动首站来到物产中大（桐
乡）水处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

桐乡的“环保大管家”，承担着桐乡
全市 60%的污水处理任务，每日要
处理 15万至 20万吨生活与工业污
水。亲子家庭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深入了解了污水净化的全过
程。在生物池中，微生物如同勤劳
的“清洁工”，默默分解着污水中的
污染物；二沉池内，杂质逐渐沉淀，
水质开始变得清亮；而深度处理环
节尤为引人注目，臭氧接触池为污
水进行“深度 SPA”，有效去除有害
物质，纤维转盘滤池则像一张精密
的滤网，将微小杂质拦截，确保出

水水质达到浙江省地方标准。工作
人员的详细讲解，让孩子们直观地
认识到科技在水资源保护中的关
键作用。

离开水处理厂，来到郜墩村，田
园风光让人眼前一亮。这里荷叶摇
曳、民居错落，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景象。在郜墩村文化礼
堂，“传统布鞋”非遗传承人朱玲楚
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刺绣技艺体验
课。朱玲楚介绍，刺绣图案多源于丰
子恺漫画，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理念。孩子们手持绣花针，认真

勾勒，将稻穗、荷花等元素以及对清
水的印象绣于布上，在一针一线中
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也将对自然
的热爱融入作品。

从科技治污到文化传承，此次
“禾小禹”生态文明实践行让参与者
领悟到，生态保护既体现在污水处
理的严谨流程中，也蕴含于传统技
艺对自然元素的生动诠释里。未来，

“禾小禹”生态文明实践行还将继续
带领孩子们探寻更多生态与文化交
织的美好，助力生态文明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