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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珠日河供电所所长张淑芬——

为了草原灯火永不熄
本报记者 周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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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工作是给医生更好的诊疗
支持，更专业的护理，这也是对患儿最
好的爱。”这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护理
团队带头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护理部主任张琳琪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张琳琪是北京儿童医院全体护
士们的“大家长”。为了更好地服务
小患者，她梳理了本院和其他医院对
于护士的管理模式，提出在全院实行
护理岗位垂直管理，为她带领的1000
余名儿科护士创造更公平的环境。

然而，要改变北京儿童医院60多
年来的护士管理体制谈何容易。那
段时间，张琳琪的办公室每天都有组
团来的护士、护士长、科室主任们，她
带领管理团队组织了近30场意见沟
通会，定期参加各部门的早交班、集
体学习和座谈，与一线护士面对面沟
通，实时解决大家的问题。最终在院
领导的支持下，她与多部门协作，实
现了护理部对护理人员的垂直管理，
使北京儿童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实
施护理岗位垂直管理的医院，也为全
国护理人事及医疗人事制度改革蹚
出一条成功之路。

“现在我们医院的护士们特别有
干劲，大家一起练操作、学规范，遇到
问题一起讨论研究，业务水平提升
了，对患儿的护理也更专业了。”每每
提及此事，张琳琪都很自豪。

张琳琪利用休息时间到国内各
地进行培训、讲学、交流。她发现不
同地区间儿童医疗护理水平差异很
大，很多时候，基层儿科护士护理小
患者仅靠“遵医嘱”“遵前辈”，她们缺少一部用来指导实际工作的
专业书籍。为了让更多小患者得到更专业的护理，张琳琪组织全
国各地权威医院儿科护理专家，倾力两年时间，七易其稿，主编撰
写了全国第一部儿科护理专业权威著作《实用儿科护理学》，为基
层儿科护士送上“知识宝库”。

“轻度贫血患儿，可以下床活动，避免剧烈运动……向家长说
明服用铁剂后大便变黑或呈现柏油样，停药可恢复，以消除紧张
心理。”翻开《实用儿科护理学》，这本书不仅对每一种疾病给出专
业的护理指导，还兼顾了患儿与家长的心理疏导和护理指导，时
常能看到“教会家长”“指导家长”这样的提示，编撰时的细心和周
全由此可见。

“为儿科护理人员做一点工作，更好地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张琳琪说。

“我们毕业的那年，没有毕业聚餐，
没有毕业照，没有穿硕士服与人合影的景
象，省内省外的同学自年前一别再无相
见，毕业的那年成了2020年所有毕业生
的遗憾，但特殊毕业季里，我们收获了辅
导员准备的最特别、最暖心的毕业记
忆。”近日，在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2020届研究生毕业生最后一
次班会上，45名毕业生收到了来自辅导员
陈霞纯手工制作的“我们的记忆”纪念
册。从跨入财大的那天开始，第一次新生
入学报到，第一次开学典礼，第一场素拓
活动，以及元旦联欢、外出参观、企业实
习……一张张照片，记录了美好的研究生
学习生活，也包含了3年里老师对学生的
关爱。

同学们习惯喊陈霞叫“霞姐”，今年是
她工作的第9年，也是她送走的第11届研
究生。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
考虑到安全，学校取消了毕业典礼等大型
聚集活动。缺少了仪式感的毕业季，陈霞
想给学生们送点特别的毕业礼物，让大家
感受到学校、学院对大家的温暖。思来想
去，她决定给每位学生制作一本属于他们
自己记忆的研究生生活纪念册。

4月底开始着手，首先是选什么礼
物，翻看了淘宝上各类毕业礼物，陈霞最
终选定以“我们的记忆”为封面的黑卡相
册。接着她不仅筛选保存的近5万多张同
学日常活动照片，还翻看了每位同学的朋
友圈、微博、QQ空间，把平时打卡的照
片、疫情期间与每位同学联系的截屏都选
用上。

5月3日，收到洗好的照片，陈霞想着

在返校当天就能把礼物送到每位同学手
上，于是每二天凌晨4点多她就起床分拣
照片，用了近3个小时把每个人的照片分
好后，开始一张一张的粘贴，2天时间贴完
1141张照片，看到一本本记录着学生青春
的纪念册，她心里暖暖的。

最后是给每位同学的纪念册写一段祝
福语，“2020，即将告别学生生活的你，再也
没有了立信622的值班，再也没有了要统

计的班级表格，再也没有了工作室挑灯夜
战查阅文献，再也没有了坞城696修德与
博学，毕业季如约而至，愿这本纪念册记
录你的青春”。少则数十字，多则上百字，
是陈霞对他们研究生生活的总结，也是给
予他们新生活开始的祝福。5月6日返校
班会上，每位同学都收到了一份独特而温
暖的礼物。

很多同学打开纪念册的第一刻就被
感动，大家纷纷说，没想到老师还记得
我报到时发生的事，没想到我那时那么
胖，没想到老师这么用心；喜欢今年的
毕业礼物，没有之一……在纪念册中，
研究生生活的点滴、场景，甚至是有些
照片自己都没有见过的，都被陈霞保留
并放到了纪念册。薛竞男在朋友圈写
道：“在‘管科慢递’中，收到了两年前
写给自己的那封信，没完成的心愿已经
放下啦，又许下了10年的期许，回首无
憾，感谢霞姐这位‘慢递员’。霞姐送给
我们每个人的纪念册，每一张照片都是
开始时的期待和结束时的不舍，毕业之
际，愿大家前路平坦，幸福美满。”

尽管一人要带本科生、研究生近300
名学生，还担负着团委书记、组织员、
支部书记等，但陈霞始终认为她的职业
幸福感来自学生，将做一名“政治上的
旗帜、学业上的导师、品行上的典范、情
感上的朋友”的辅导员，当成自己的工作
目标。9年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与学生
谈心谈话的机会，参加学生的各类活动，
经常赞赏学生。“我觉得每一名学生都有
闪光点，这样能让学生感觉到老师在关注
他们。”2019年，陈霞获得教育部颁发的
第十一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
奖，这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陈霞——

在特殊毕业季给学生一份暖心礼物
本报记者 梁 婧

当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于平稳后，我
国疫情防控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加强境外疫
情输入防控工作上。但那些穿着防护服，
冲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第一线的海关工作
人员其实早已默默坚守了4个多月。

“他说给我补办最好的婚礼”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的王
姝婷是海关一名流调医生，从春节起，她和
同事们就在国门一线抗“疫”了。“你从哪儿
来？”“你到哪儿去？”“你是干什么的？”他们
每天不知要问多少遍。

3月31日零时集中隔离政策出台之
前，判定旅客是“120转诊”“130转运”，还
是直接放行，需要流调医生迅速准确地对
旅客的去留做出判定，王姝婷直言压力很
大。现在入境民航航班少了，她和同事们
的压力是否减少了？“我们对每位旅客投入
的精力其实比之前更多，问得更细了。”
王姝婷说，越是高风险人群越需要前道控
制，上海海关一直强调“战线前移”。现在
虽然要求所有入境人员都必须集中隔离，
但王姝婷他们仍需做出准确判定。她说，

“我们这里的流调做得越详细，之后交给卫
健委、疾控中心的材料才能越准确，为后续
开展更全面的流调提供参考依据”。

绝不漏放，也不错留任何一位旅客，是
上海海关始终秉持的原则。“一定要将有风
险的人群控制在我们可触及的范围内，不
让他们混入人群从而失联。”王姝婷说，今
年最高峰时，她一天要排查300名旅客。

媒体曾报道过宁夏丁某某涉嫌妨害国
境卫生检疫一案。3月初，上海海关接报有
一人可能是丁某某的密切接触者，将乘坐
从曼谷飞上海的航班并在浦东机场入境。
结果发现在同一航班上还有6人也是一起
从伊朗转机曼谷过来的，除一人申报有症
状外，其余5人均没有申报。在王姝婷和
同事反复询问下，他们承认和丁某某同校，
但在不同校区。为了安全起见，仍然对他
们进行了采样。后来相关部门通报称，5人
中有两人确诊。

王姝婷说：“我们需要把各种申报信息
一一核实，不能简单粗暴地把那些其实没
有感染的人送去医院，让他们冒交叉感染
的风险。”

4月24日原本是王姝婷与同在海关一
线抗疫的男友举行婚礼的日子，因为疫情，
婚礼延期了。“他说等疫情结束，会给我补
办一场最好的婚礼！”王姝婷一脸幸福
地说。

“待春暖花开惟愿安好”

张澍，环境卫生学硕士，现任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海关旅检处副处长，分管卫生检
疫工作。身处抗疫一线，她拟定防控方案，
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内容和规范现场
工作的执行标准、处置流程。

疫情期间，海关重新启动了填写健康
申明卡的检疫制度，入境旅客除需要接受
体温测量之外，还需主动、如实地申报此前
的旅行史、接触史和健康状况。

张澍说：“绝大部分旅客非常配合我们
的工作。虽然严格的查验措施降低了通关
速度，但现场很少有旅客抱怨。”

疫情暴发以来，海关一线的防护物资
紧张，张澍必须“精打细算”，在保证检疫人
员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节约防护服的使
用。检疫人员因此常常需要连续四五个小
时身穿防护服，无法进食、饮水，这对他们
体力和心理都是极大的挑战。

在高强度、高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身处
现场的检疫人员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和空前
的团结，让张澍十分感动，她想方设法把防
护物资分发给同事们，鼓舞大家的士气。

除夕夜，张澍在岗位上坚守到晚上10
点才回家，车刚开到自家小区门口，就接到
现场同事打来的电话，说迎来一个从武汉
出境、上海落地的旅行团，虽然机上旅客均
未申报异常，但还是有一位男性旅客体温
偏高，伴有咳嗽、肌肉痛、乏力、畏寒等相关
症状，张澍立即叫来“120”将其转诊。

从春节前一个星期开始，张澍和同事
们就没有了“准时下班”的概念。张澍说，

“公共卫生防控是一项防患于未然的工作，
我们工作做得越好，越能减少突发的公共
卫生事件”。

张澍在朋友圈里留下祝愿：“这个悠长
假期对我们是那样的艰难，却又满载希望，
待春暖花开，惟愿安好。”

“全能战士全能替补”

宋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值机处业
务监控科科长，不久前荣获海关总署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个人二等功，被同事称为一
线机坪上的“全能战士”“全能替补”。

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一片繁忙景象，疫情并未引起出入
境旅客的足够警觉，但宋丹和海关关员们
却丝毫不敢懈怠。宋丹根据海关总署新冠
肺炎口岸防控技术方案制成了值机处登临
检疫操作流程框图，在微信群内组织大家
学习，让每一位同事对岗位要求和登临处
置了然于心。

当天上午10时，宋丹得到消息，一架
国际航班上有人发热并有武汉旅行史。可
是当班科室人手告急，宋丹不假思索地说：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于是，她成了登临检
疫的替补，还是专业的。最高峰时，宋丹与
同事们一天要检疫50多架次航班，连续工
作超过24小时。

一次，宋丹登临检疫一架入境航班，一
名穿着防护服的4岁小女孩引起她的注

意。女孩妈妈主动报备自己先前着凉，吃
过一点感冒药，小女孩却不肯开口说话。

“你怎么啦？你怎么穿得和我一样
呀？”宋丹弯下腰，开始和小女孩聊天，她知
道小女孩一定很害怕很紧张。

“我想回家，我想快点回家。”小女孩重复
着这两句话。“别怕，现在你就回家了呀……”
宋丹安慰着小女孩，心中很感慨。她说：“这
一刻我觉得很自豪，祖国强大，可以给每个回
到祖国的人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

针对重点地区旅客安排好固定服务人
员，协助重点地区旅客填写健康申明卡；通
过实地踩点勘测，协调机场及医废处理单
位在近机坪区增加固定医废回收点……宋
丹的工作是把紧第一道关口，降低疫情传
播风险，最大程度地提高重点航班入境检
疫速度，减少同事们的后顾之忧。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4个多月来，宋丹
和同事们登临检疫4700多架次航班，机上
排查重点国家（地区）人员 150000 多人
次。她说，“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担
责”是每一位海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守
住国门，就是堵住疫情输入的源头，每一个
流程、每一道环节、每一处细节，都不允许
有丝毫的松懈和疏漏。

“疫情带给人们苦难，但也激发了大家
的斗志。”宋丹说她所在的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海关值机处刚成立不久，第一次碰上重
大疫情。“大家并非无所畏惧，而是义不容
辞！”宋丹说。

“并非无所畏惧，而是义不容辞”
——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疫情防控团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则瑾

图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关员根据风险预警信息和航班动态进行登临前的工作部署。 （上海海关供图）

张淑芬，是国网通辽供电公司珠日河供电所所长，也是通辽
125个供电所中唯一一名女所长。

珠日河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北方，属于西风口区域。每年二
三月份，辽阔草原上刮起的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草原上冬冷夏
热，春秋两季狂风肆虐，对于户外工作的人来说非常艰苦。可就在
这样的环境下，张淑芬一干就是8年。

2012年，张淑芬只身来到珠日河草原。张淑芬回忆，当时的
办公条件非常差，只有一个营业厅和一个老旧电管站，而且当地
90%以上的群众说蒙古语，交流很困难。“从繁华小镇来到荒凉牧
场，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张淑芬说。

工作环境恶劣、语言不通并没有使张淑芬打退堂鼓，相反，她
选择在艰苦的环境中锤炼自己，逐渐适应草原的生活，开始了为草
原电力事业奋斗的人生历程。

在珠日河牧场上，各个村都相隔很远，户与户之间也有着不小
的距离，几户人家围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张淑芬来后首先是让“无
电村”通上电。她每天带领员工奔波在珠日河草原的各个村落，日
复一日。经过几年努力，供电设施设备得到有效利用和维护，农牧
民用电有了保障。

2019年，牧民王灵小在自家牧场上翻盖了新房。然而，家里
生活用电还是靠自家太阳能发电，很不方便。张淑芬了解情况后，
立即组织员工将电缆接到她家，一下解决了她家用电难题。

夜幕下无边黑暗的草原上灯火点点，凝聚着电力人的真诚付
出。张淑芬说每每看到这样的景色，她的心里是踏实的。

星圣农业是草原上的一家大型企业，以草场种植为主，大量的
设备都离不开用电，企业用电增容成了一个大问题。企业负责人
找到张淑芬，说明企业面临的困难，张淑芬马上组织员工帮助企业
解决用电问题，使企业免去后顾之忧。

8年多，张淑芬带领供电所全体员工扎根草原，给草原带去光
明，为企业发展护航，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从普通牧民到企
业负责人，他们对张淑芬的工作都给予了许多赞誉，这些发自内心
的肯定更成为她努力工作的动力。

陈
霞
和
她
的
纯
手
工
心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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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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