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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
击战全面打响后，在战“疫”队伍
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还在
学校，却组成了一支抗疫队伍中的
重要力量——学生志愿者。他们
积极参与基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有责任、敢担当、讲奉献，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筑起一道战“疫”防线。

疫情当前，青年当先。泰顺进
入复工复产后，社区卡口的志愿者
短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这些学
生志愿者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抗击
疫情志愿者服务，请求加入泰顺泳
协红十字水上救援志愿队，主动请
缨前往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郑亚男，是温州科技技术学院
的学生。课业之余，他到万洋二期
配合小区物业轮班值守，对出入人
员进行登记、查看健康码，始终坚
守在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他说：
作为一名学生，我也想尽自己所
能，为社会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苏晨宓，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
学技术学院学生。加入志愿队后，
她只要有空就到万洋一期卡口配合
物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并且劝告
业主们继续坚持少出门，不要去人

员聚集地，不要聚餐、聚会。她说：
尽己所能，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陶真可可，浙江大学学生。她
每天坚持抽空去物业卡口配合社
区人员抗疫，她说：我不是位高责
重的指挥者，却也能“先天下之忧
而忧”；我不是满腹经纶的专家学
者，却也时常“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也不是医术高超的“白求恩”，却
也能明白功薄蝉翼好过无动于衷。
所以，我想成为广大志愿者中的一
员，每位志愿者的点滴努力，终将
汇聚成河。

饶一鸣，浙江农林大学学生。
母亲朱凤萍是县泳协红十字会水
上救援志愿队的成员，从小受母亲
影响，乐于助人。当她听闻志愿队
招募青年志愿者时，积极加入，利
用课余时间，到万洋一期卡口配合
物业人员执勤。她说：我作为一名
大学生，听闻前线告急，举国上下
都在为防控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自然也是坐不住的。

缪丽丽，广东金融学院学生。
她每天跟随着物业工作人员对外
来人员进行排查，耐心叮嘱群众不
信谣、不传谣，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她说:病毒无情，但人间有情！作为
一名大学生，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
之力，保护家乡，为人民服务。

陈浩鑫，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
附属学校学生。自愿参与小区疫
情防控工作，与社区其他志愿者一
起，在小区门岗帮助测体温、做记
录，开展健康宣教。陈浩鑫默默无
闻、全心投入抗疫的决心和行动，
体现了新时代青年踏实、勇于奉献
的精神风貌。他说：“有爱，有心，
有爱心。”

陶乐，是泰顺中学学生。母亲
朱凤笑是县泳协红十字会水上救
援志愿队的成员，疫情开始便积极
投身于疫情防控工作，陶乐受其影
响，利用周末空暇时间，积极主动
到万洋一期卡口协助物业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她说：岁月静好，却
总要有人负重前行。此刻正是需
要我们显担当的时候，虽然我能做
的很有限，但是我要在这场战‘疫’
中贡献青春力量，这是一次难忘的
社会实践。抗击疫情人人有责，我
相信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阻
击战。

潘本鑫，泰顺育才中学学生。

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经常参与
志愿者服务工作，此次疫情，潘本
鑫利用课余时间配合社区工作人
员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对进出小区
的人员、外来人员进行登记，做健
康宣传等。他说：“感谢志愿队和
社区给我这次机会，让我体会到基
层工作者的不易，也更坚定了我努
力学习，为祖国基层事业建设贡献
力量的决心。从我做起，让世界更
美好！”

胡英涛，泰顺育才小学的学
生。他的父亲是县泳协红十字会
水上救援志愿队的大队长胡海胜，
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作为小学
生的他也想献出自己的小爱心，出
一份力。他时常跟着父亲到卡口
帮忙宣传健康知识，帮忙登记进出
小区的人员，社区居民纷纷翘起大
拇指。他说：“献出小爱心，明天会
更好。”

疫情当前，学生志愿者们没有
退缩，他们用实际行动发扬志愿服
务精神，用新时代知识青年的担当
奏响青春的凯歌，让青春在战疫情
中接受“洗礼”。

缪见霞 胡海胜

少年强少年强 则国强则国强

学生志愿者在抗“疫”中成长

再一次见到潘晓丹已是在 4月
7日，宁大附院举办的小型欢迎仪式
上。从前的一头长发早已剪短成了
齐耳短发，微微黝黑的脸庞，时时透
露着归家的欣喜。

从1月25日出征武汉到3月22
日，凯旋还浙，又经历 14 天的隔离
疗养，我们的英雄终于在这春花烂
漫的季节回到了家乡宁波。“今天看
到浙 B 的车无比激动，我们回来
啦！”潘晓丹在她的朋友圈上发出了
欢呼。

晓丹是宁大附院重症监护室的
主管护师，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危急时
刻，主动请缨支援。物资紧缺、战况
不明、临危受命，她和两位同事一起
编入浙江省首批医疗队奔赴武汉。
还没来得及调整，她便已在武汉第四
医院的重症病区开始忙碌。晓丹的
工作时间多半是后半夜，她不仅要背
着几十斤重的消毒水消毒病区，还要
照顾那些重症的新冠患者，给患者剪
指甲、喂饭、做心理疏导。

每次错过饭点，她就将就着吃
点冷菜冷饭，加上经常日夜颠倒，她
患上了失眠症和胃病，人整整瘦了8
斤。在这人人闻之色变的病毒面
前，她离它们却如此之近，并从未有
过半分退缩和后悔。这些默默承受
的重担和压力，在遇到“娘家人”的

那一刻，都化为了无声的泪水。有
释放、有感动、有喜悦、也有骄傲。

两个月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
多。去时还是一名“普通群众”，归来
时，已是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以
后我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个在同事和
病患眼中的“快乐丹”在宣誓的那一
刻却是无比的庄严和肃穆。

“从今以后，我有多重身份啦，

党员、白衣天使、红十字培训师！”
是的，我们的“快乐丹”还是一名教
龄 3 年 的 红 十 字 培 训 讲 师 。 从
2017 年 7 月成为一名二级救护培
训师资起，“人道、博爱、奉献”就成
了她所信奉的理念和践行的方向。

“成为一名护士能救死扶伤，作为
一名救护培训师却能让更多人避
免伤害，学会自救和互救。”3年来
她累计授课近 90 余场，培训 5000

余人次，往往才下了夜班就赶往课堂
为学员们授课。她讲课风趣、幽默，
要点清晰，尤其是结合ICU工作的救
护案例，把专业的救护知识讲解易懂
简单，深受群众喜爱。

2019年暑假，在宁大附院的报告
厅里，她为 300名中小学生讲解暑期
防溺水等救护知识；2019年 10月，洪
家村文化大礼堂内，她结合常见老年
病的护理知识等为 40名老人作救护
知识普及；2020年1月8日，江北区的
一家酒店内，她为 45 位员工和企业
负责人进行救护培训，课程结束后，
酒店的负责人当场预约她年后再来
进行一场培训。她说：“每次课程结
束后，学员们给我的肯定就是对我最
大的鼓舞。”

在迎接英雄归来的仪式上，阔别
讲台三个月的晓丹再次穿上了她的
讲师服，手捧鲜花和江北区红十字会
的工作人员一起站到了报告厅的舞
台上。58天的武汉战疫，她所在的团
队是全浙江收治率最多、治愈率最
高，支援时间最长、最能吃苦的一支
队伍，荣获了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先
进集体”的称号。两个月的战“疫”之
路，潘晓丹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胡琳

一片“丹”心战疫情
———宁波市江北区红十字会救护培训讲师潘晓丹—宁波市江北区红十字会救护培训讲师潘晓丹

健 康 知 识

倒春寒该如何防护？

倒春寒有哪些危害？

心脑血管病发病增加，老
年人热平衡的能力较差，其循
环系统很容易受到倒春寒的刺
激。交感神经受寒冷刺激后，
兴奋度增高，全身皮肤表层毛
细血管收缩，使血流阻力增大，
导致血压升高。由于老年人及
心脑血管病患者不能适应这种
变化，可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早春时节，女性膝关节对
冷空气刺激较为敏感，遭受冷
空气袭击以后，关节局部容易
出现麻木、酸痛等症状，久而久
之，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

由于早春气候寒冷，空气
干燥，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
会受到直接影响，细菌、病毒等
病原微生物可乘虚而入，造成
流感、腮腺炎等传染病流行。

我们应如何加强健康防护？

一要适当“春捂”，不要因
为气温暂时升高就马上脱掉冬

装，早晚气温较低，要注意保
暖，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二
要保证室内及时除尘通风，以
减少和抑制病菌的存活和繁
殖；三要适当进行户外活动，以
改善心肺功能，使身体更好地
进行调节，适应春季多变的气
候；四要多吃一些健脾胃的食
物，如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丰富
且易于消化的鸡、鸭、瘦肉、蛋
类、蔬菜、水果等。有助于增加
机体免疫力。

特殊人群如何预防倒春寒？

当气温发生骤降时，老年
人应注意添衣保暖，特别是要
注意手、脸(口与鼻部)等敏感
部位的保暖。要加强体育锻
炼，提高身体素质。注意休息
和保持情绪稳定，在精神上和
体力上都不要过度疲劳和紧
张。门窗要常开，使室内阳光
充足，空气流通新鲜，这对防病
保健大有裨益。节制烟酒，低
盐饮食。

开学在即，要做哪些准备？
近日，浙江明确分批开学

时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自
2020 年 4 月 13 日起，分批有序
开学，重返校园在即。学生和
家长如何调整状态，学校如何
做好防疫工作，这些建议请收
好。

给学生的建议

在临近开学的这段时间，
需要逐步恢复到平常上学时的
作息，以便开学之后能更好适
应。最好在开学前一周左右逐
步改掉睡懒觉的坏习惯，树立
时间观念，训练早睡早起，在家
作息时间尽量向学校作息时间
靠拢，这样才能在开学后尽快
适应学校的作息时间，缩短不
适应期。

随着复学时间的宣布，学生
心态一定会有所波动，有的难免
还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这
个时候，请大家放平心态，根据
学校的安排，按照要求照常在网
上上课，保证学业不落下，做好
返校学习、测验的准备。

给家长的建议

返校复课在即，家长们应
该主动和学校教师保持有效联
系，充分了解学校的教育要求，
发挥学校集体教育和家庭个体
学习的各自优势，以保证孩子
学习好习惯的持续养成。

家长要主动根据学校的作
息时间表，从早晨起床，到晚上
睡觉以及午间休息，调整孩子
在家的生活节奏。同时有意识
地加强孩子在家运动的时间和
强度，唤醒孩子的身体机能，在
返校前让孩子的生物钟跟上学
校的节奏。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足够
的心理能量重新回归正常学校
生活，家长们首先要引导孩子
从权威渠道了解病毒研究的最
新进展，让孩子对病毒和疫情
有清晰科学的认识。教会孩子
正确做好各种防护，如科学戴
口罩等；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带
孩子逐步进入小区广场、菜场、
超市等场所，消除孩子紧张、焦
虑的心理。

给学校的建议

按“一人一档”要求建立师
生健康信息档案，师生凭“健康
码+测体温”受控入校，健康状
况有异常的师生不得进校，对
因病请假缺课的学生要追踪病
因。学生有发热、咳嗽、腹泻等
症状时，应立即报告请假,并及
时就医，不应继续上学。学生
家长或共同生活人员如出现发
热、咳嗽等症状也要及时告知
学校。

加快完成校园环境整治、
消毒等开学准备工作，并由教
育部门对照防疫标准核查验
收，条件不具备的学校将不允
许开学。

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教育宣
传工作。要教会学生掌握七
步洗手法；咳嗽或打喷嚏时使
用纸巾或肘部衣服遮住口鼻，
不对着他人咳嗽，避免用未清
洗的手触摸眼、口、鼻；鼓励分
时、分餐，创造条件不集中就
餐，就餐时，教育学生排队时
要自觉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
一人一具，分餐分盘，错位就
坐；教育学生放学后不聚会、
不聚餐，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
和空间密闭的场所，减少不必
要的外出。

近日，温州医科大学医学院的
金同学成功捐献 180 毫升造血干
细胞悬浮液，成为该校第 14 例、温
州市第 61 例、我省第 556 例、全国
第 9539 例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志 愿
者。

他还以“一位陌生人”之名给受
捐者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她）：“迈
过这一个关卡，未来的你能大步向
前走。”

缘起杏林社

刚入大学时，金同学便加入了
学校的杏林志愿者服务社专项部

（现“生命相髓”中心），积极投身志
愿服务活动，之后又加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在志愿服务中，金同学了解到，
大多数人受传统思想以及相关不实
信息的影响，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
仍有较大误解，认为捐献会影响身
体健康。针对这一状况，他和小伙
伴们加大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力
度，向身边的同学和社会群众普及
相关知识，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捐
献志愿者队伍中来。期间，他负责
的部门多次组织献血活动，还多次

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讲座，举
行“生命相髓”校园跑等活动，累计
动员 1349 人献血，107 人加入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由他牵
头组织和策划实施的温医大“血液
银行”和“生命相髓”志愿服务项目，
分别获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
赛铜奖和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大赛金奖的好成绩。

坚定的选择

2019年 11月，金同学接到红十
字会的通知，得知自己配型成功。
当时离他考研初试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虽然复习压力大，但他还是坚定
地选择同意捐献，他说：“考研究生
继续深造，就是为了给更多人提供
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如今一条人命
在眼前，怎么能坐视不管。”

由于疫情影响，捐献时间一直
被延后。配型成功的通知，他也一
直没有告诉家人。直到捐献前夕，
金同学才告诉他们这个消息。面对
家人的担心，金同学反复耐心地讲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并邀请之
前捐献过的同学现身说法，逐步消
除了他们的疑虑，并得到了他们的

支持。

为生命代言

金同学将“公益”和“奉献”落到
实处，因此，温州市生命相髓造血干
细胞捐献宣传公益中心对他发出邀
请，邀请他成为新一任宣传大使，为

“生命相髓”代言。
据悉，该中心是由温州医科大

学学生于 2005 年发起，是国内首家

以在校大学生作为法人代表的宣传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民非组织。中心
以温州医科大学为依托，与温州市
红十字会、温州市中心血站和我省
28所附属医院建立长期友好互助关
系，同时成立“生命相髓”宣讲团，以

“院际-校际-高校联盟-城际-社
会”的推广路径，致力于推广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并提供入
库渠道。

卓扬

迈过这一个关卡迈过这一个关卡，，未来的你能大步向前走未来的你能大步向前走

近日，一位住在海宁市马桥
街道桐溪景苑的老奶奶走失。
家属多日寻找未果，求助海宁市
潮乡红十字救援队。

接到求助信息后，值班长
倪海东立即召集20余名救援队
队员前往老人走失地点马桥街
道参与搜寻工作。在与老人家
属、马桥派出所沟通之后，队员
们就开始行动起来。由于现有
的关于走失老人的有效信息掌
握的并不多，代值班长蒋育超
把参与搜寻工作的队员分成三
个小组，分别在可疑地带进行
地毯式搜索。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队
在老人走失前经常活动的区域
找了个遍，附近的河流、菜地、
马路等等，都进行了仔细排查，
但是仍然没有找到老人。但发
现了老人使用过的袋子、鞋子
等物品，同时记录下了走失老
人可能经过的路口监控，反馈
给马桥派出所，搜寻工作直到
凌晨1点左右结束。

潮乡救援，永不放弃。第
二天上午，救援队又主动联系
了家属，和家属一起等待监控
信息，同时又去了老人走失前

经常活动的区域，特别是仔细
查看了附近水域，排除老人掉
进水里的可能。

在搜寻老人期间，不断有
热心市民发来疑似有关走失
老人的信息，比如：“在某时某
地看见过老人”，有的信息可
能看上去不太合理，救援队和
家属仍然抱着希望跟寻着线
索找了下去，但是结果总是不
如人意。终于，一位黄湾的热
心市民提供给了救援队一条
线索，疑是走失老人在下午五
点二十左右出现在黄湾观音
寺往西方向。收到这条线索
后，救援队员立即放下手中的
事情，紧急前往黄湾展开搜寻
工作。最终在翁金公路新塘
河桥处，找到了走失老人，在
与家属沟通确认后，把老人安
全的送回了马桥。

永不言弃，不仅仅是一个
口号，更是全队上下秉持的救
援精神。感谢每一位参与搜救
的队员，同时也感谢为救援队
提供搜救线索的热心市民，正
是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爱
心，老人才踏上“回家的路”。

倪海东

永不言弃 救援队搜救聋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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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