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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红十字好故事 传人道正能量

“红十字感动人物”爱心事迹展播

前不久，洞头溢香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获省公安厅嘉奖。他们延续海岛

的“海霞”精神、“兰小草”精神，举起一

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曾获得第二届119

全国消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队长杨

森权获洞头区人民政府记功奖励。

从 2017 年正式建队至今，这支

“年轻”的救援队伍，已在50余起社会

应急救援中冲锋陷阵，以“快，再快一

点”为宗旨，与死神赛跑，为困境中的

人们带去生的希望。

救得了人 解得了难

走进溢香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犹

如来到一个正规消防队：装备齐整，

救援队员个个精神抖擞。虽然组建

时间不长，但他们坚持向兄弟队伍

学、向专业消防人员学，鼓励队员考

取多种特种设备操作资质。就这样，

这支业余救援队很快从最初的7名兼

职队员，发展到如今由 10 名专职队

员、20名员工队员、5名医生志愿者组

成的准专业队伍。

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溢香”的

救助功能不断增强。2018 年第 14 号

台风“摩羯”影响温州市期间，三盘阜

埠岙一村民不慎掉到海里，接到求助

的杨森权和8名队员带着冲锋舟等设

备火速赶到现场。经过 15 分钟的生

死营救，落水者被顺利救起，此时捆

扎杨森权的麻绳被磨得只有小手指

粗细，他的后背则被礁石划出一道30

厘米长的伤口。

2018 年第 21 号台风“飞燕”影响

洞头沿海时，正逢涨潮，海浪汹涌，两

名游客被困元觉花岗大桥附近礁

石上。接到消息后，救援队员立即

赶赴现场，与警方通力协作，仅用5

分钟时间成功营救出被困游客。

除了海上救助这样的大任务，

救援队也热心帮群众解决身边的

“小麻烦”：城区树木倒伏需要处

理、有马蜂窝需要摘取、蛇入民宅

需要帮忙……只要有求助，救援队

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驰援外地与守岛有责

2017年，兰溪遭遇了“6.25”洪

水肆虐，情况危机，溢香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主动请缨。由于连续强

降雨，兰江洪峰水位高达32.04米，

是 1955 年以来钱塘江流域发生的

最大洪水，各大水库水位不断上升。

当时，救援队员需要对一处水库

进行排险，但坝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个

大口子，必须第一时间封堵。杨森权

和队员们抱起水泥袋就往前冲，顾不

得现场专业工具不足，徒手用麻袋堵

缺口，经过奋战险情终于得以排除。

后来，兰溪市人民政府向救援队发来

感谢信，并在抗洪抢险英雄事迹表彰

大会上，授予溢香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最美救援队”荣誉称号。

据杨森权介绍，洞头消防大队在

编人员一共21名，力量有限。为了让

消防力量用到“刀刃”上，他主动承接

了包括摘马蜂窝、捕蛇、海岸线（水岸

边）救助、户外应急照明、移动发电机

发电、油锯切割等36项应急救援和服

务工作。与这36项有关的救援，只要

市民拨打 110 电话，都会自动跳转到

溢香救援应急平台，而“4001822400”，

也已经成为洞头居民耳熟能详的救

助热线。

排险不管何时何地，不分里里外

外，即便是洞头承办的各项赛事活

动，救援队也积极充当安保队员，为

海岛安宁保驾护航。

自掏腰包筑平安

建队之初，杨森权拿出 325 万元

购置各种应急器材，再专门招募退伍

军人作为救援队专职队员，让救援队

走上专业化道路。

有人不能理解杨森权自掏腰包

搞救援队。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杨

森权不争不辩。他说，作为一名渔家

孩子，想尽自己所能，减少那些海上

悲剧的发生。

今年 54 岁的老倪，是最早加入救

援队的员工队员，也是目前队里年纪

最大的一员，他说：“队长不仅自己掏

钱，还把酒店有限的客房拿出 40 间改

造成救援队办公场地和安防体验馆，

现在剩下的客房仅有 32 间。作为一

个洞头人，我心存感激。作为一个队

员，我又倍感欣慰。”“队长总是自己

带头，是我们大家的表率。”付婉莉是

队里两位女性队员之一，来自湖北，

她的本职工作是餐饮部管理人员。

她说，队长是老板，在他的带领下，大

家特别有干劲也特别团结，现在还不

断有员工申请入队。

洞头是我省最具安全感的县（市、

区）之一，其背后凝聚着为平安洞头默

默奉献的团队和个人，溢香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正是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陈蜜

相伴海岛相伴海岛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记洞头溢香红十字应急救援队—记洞头溢香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荣光 榜

2018年度市、县（市、区）红十字会工作考评先进单位名单
一、设区市红十字会重点工作考评综合优秀单位

绍兴市红十字会

宁波市红十字会

湖州市红十字会

杭州市红十字会

金华市红十字会

台州市红十字会

二、设区市红十字会重点工作考评单项先进单位

温州市红十字会（宣传传播工作先进单位）

嘉兴市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衢州市红十字会（生命关爱工作先进单位）

舟山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三、县（市、区）红十字会工作考评综合优秀单位

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

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会

宁波市鄞州区红十字会

宁波市镇海区红十字会

瑞安市红十字会

苍南县红十字会

长兴县红十字会

平湖市红十字会

绍兴市上虞区红十字会

永康市红十字会

衢州市衢江区红十字会

舟山市普陀区红十字会

台州市路桥区红十字会

缙云县红十字会

百 姓 故 事

3月6日，宁波市江北区成立市内首

个由退休医生组建的红十字健康养老工

作室。

“大龙院长，要不要试试？”

白底、红心、红十字，一块写有“江北

区红十字会社区养老卫生与健康工作

室”的牌匾终于挂在了宁波市江北区慈

城镇慈湖人家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内。大

龙院长没有想到，半年前，江北区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陆稚波的一句“要不要试

试？”竟然真的成了现实。

自从江北区红十字会在慈湖人家社

区试点养老服务工作以来，一支支志愿

者队伍在社区成立、一项项服务走进百

姓人家。“我们还能做点什么？”红十字会

的工作人员经常陷入这样的沉思。直到

有一次，同样医生出身的陆稚波在社区

慰问走访时遇到了已经退休的原慈城镇

卫生院院长徐大龙，谈起社区的养老、谈

起老人的健康，俩人碰撞出了共同的火

花。

“我很愿意为老人们服务”

排摸社区里退休医生的名单、打电

话询问、上门征求意见，有了思路后，大

龙院长和社区书记便开始马不停蹄地行

动。“我愿意！”“这个想法很好！”“我很乐

意为邻居们服务！”一根根电话线的另一

端、一扇扇被敲开的大门背后，没有冰冷

的拒绝、含糊的推脱、勉强的应和，相反

是一种欣喜、乐意和一言为定，仿佛期待

许久。

最让大家感动的是已经 72 岁的方

医生，退休后被多家医院返聘，去年因为

身体原因走下岗位，如今住在市区儿子

家颐养天年。在接到电话后，方医生说：

“还有机会用专长为社区里的其他老人

服务，我求之不得。”不同的话语背后，饱

含着同一份滚烫的爱心。

经过精心安排，首批来自中医科、内

科、药剂科的五位“老专家”们于3月6日

在社区的居家养老中心正式上岗了。

“如果是我，不一定做得到”

江北区首个由退休医生组建的红十

字健康养老工作室迎来了它的首批“客

人”，接踵而至的居民们把小小的屋子围

得水泄不通。老中医朱医生挂着听诊

器，挨个给老人们量血压、把脉、看舌苔，

一边询问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有无老年

病和常服药品等。一旁的大龙院长在一

个本子上不停做着记录，“这是我们自制

的集中病例本，每天结束，我们要统一整

理再输入到电脑上，便于长久保存和随

时查阅。”

这次几个退休老医生办了这么一

个工作室，社区老人们也是忍不住地钦

佩：“之前社区很多老人看病都得开着

电瓶车或者子女带着去医院，人多还得

挂号排队。现在就在社区里，走两步就

到。不仅能免费看病，还能免费理疗。

我们方便都是靠着这几位老专家的无

私奉献，听说年纪最大的胡医生都 79

了，将心比心，如果是我，不一定做得

到。”

“我们还在招募更多的志愿者”

“我们主要为老人们提供就医指导，

养老过程中的健康咨询、就医后的注意

事项、体检单的解释等等。而且大家都

是邻居，见面都熟悉，我们提供的更像是

一种温情的邻里服务，邻居们对我们的

开业也很欢迎和信任。比如老人们爱吃

时下流行的保健品——铁皮石觚，体内

湿气重的人吃了，反而会加重，所以老人

们以为的佳品未必都适合他们。经过我

们的专业指导，对老人们的延年益寿是

大有帮助的。”说起健康养老心得，大龙

院长如数家珍。忙碌的工作室内，老人

们不断地进进出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

着满意的笑容。

从此，这个常住人口12000余人，60

岁以上老年人达 3000 余人的慈孝社区

里又多了五位虽已银发苍苍，但仍坚持

走马上任的老年志愿者。他们热爱自己

的那一身白大褂，也有一颗热忱为民的

心，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人道 博

爱 奉献”。他们的脚步还未停止，大龙

院长说：“我们还在招募更多的退休医务

志愿者，据说在江北区，我们这样的志愿

者队伍还是首个，相信我们的队伍会越

来越庞大，能够为社区老人们提供更全

面专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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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1版）省红十字会随即启动省本级项目

建设。

省级“生命礼赞”场所项目定位为红十字

主题文化公园。项目由省红十字会、杭州市红

十字会、江干区红十字会三级联合建设，地址

在杭州市江干区丁兰体育中心代征绿地内，占

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建成后分为地面文化

景观区、地下红十字文化展示区两大功能区

块。其中地面文化景观区主要有“生命礼赞”

主题雕塑、红十字文化雕塑、参观者步行景观

带；地下红十字文化展示区主要是展示浙江

省、杭州市、江干区三级红十字会的发展历史、

红十字相关知识，并设有人体器官（遗体、组

织）捐献者事迹展示。让人们在休闲参观的同

时，了解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知识，了解

捐献者的大爱事迹，了解红十字精神和红十字

文化，从而达到移风易俗、接受现代生命文化

和健康文明理念的目的。

“生命礼敬”园定位为人体器官（遗体、组

织）捐献者纪念园。项目在省、市民政部门、殡

葬协会的支持下，由省红十字会和钱江陵园合

作建设。钱江陵园在园区内免费提供近 1230平方米土

地，无偿提供建设资金。“生命礼敬”园分为 A、B 两个区

块。A区为纪念广场，设立纪念碑及生命纪念雕塑，主要

是社会各界人士及捐献者家属进行悼念和缅怀的场所。

B区为已故捐献者安葬区域，提供壁葬、树葬、花坛葬等

多种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对有意愿身后在钱江陵园安葬

的捐献者，凭省红十字会出具相关证明，可享受相应的优

惠，或选择参加骨灰深埋，或使用可降解方式安葬骨灰的

免费节地生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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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1版）要不断加强省红十字会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进一步强化各级岗位责任，在知行合一中主动

担当作为，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好该做的工作，推进我

省红十字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红十字会事业再上新

台阶。

三要转观念作风。要树立过“紧日子”的理念，严格

执行财经制度和各项纪律，发挥每一笔经费的最大效

益，努力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对基层减负的要求，从严从实改进工作作

风，统筹做好下基层调研、“三服务”活动、精文简会等各

项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

担，把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人力精力集中用在抓改

革推进和工作落实上。

省红十字会召开干部职工大会
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