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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泠
本报通讯员 悦之 朱研

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有这样一
个特殊群体，叫作“双护家庭”。疫情期间，
他们同心抗疫，演绎着特殊战场的爱与
坚守；平时工作，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为医
护事业默默贡献着“双倍力量”。

“他们在同一家医院上班，工作地
点也许只隔一层楼，却很难见上一面；
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常常因为

‘错时’回家，擦身而过；他们精于照顾
患者，却往往没有时间照顾彼此……”
市一院护理部主任高燕告诉记者。在

“5·12”国际护士节前夕，记者走近市一
院的护士“夫妻档”，了解他们工作、生
活中的酸甜苦辣。

舍“小家”为“大家”
坚守是属于他们的浪漫

王振磊是市一院唯一一名具有江
苏省护理学会危重症专科护士、中华护
理学会血液净化专科护士两个“专”字
头资质的护士，他与爱人宋娜2008年在
医院实习时相识相爱，并走入婚姻的殿
堂。从此，他们既是战友，又是夫妻，在
相互鼓励下并肩作战。

“结婚以来，宋娜开了两次刀，虽然
我都没有请假陪她，但她还是特别理解
我。”对于妻儿，王振磊满满的愧疚：“她
生病和生孩子期间，我都只是提前调好
班，白天上班晚上陪他们，她从来没有

怨过我，都说工作最重要。”
王振磊一直记得10年前一个忙碌

的下午，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孩子发
高烧了！正在抽搐，不停地哭，怎么办
啊？”一向干练的王振磊，一时竟不知如
何是好，一边是排着长队等着血透的病
人，不好请假，一边是正在发烧至抽搐
的两岁的儿子。

“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血透，我走
不开！你打120吧。”简单地交代了母亲
几句，王振磊便匆匆挂断电话。

下午2点多，王振磊的母亲拨打120，
将小孙子送进市一院的急诊抢救室。

下午5:30，换班的同事到岗后，王振
磊来不及脱下白大褂，就急匆匆地赶到
抢救室。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孩子，王振
磊心中百感交集。傍晚6点多，宋娜刚出
手术室拿起手机，看到婆婆打来的无数
个未接电话，她慌了神。当宋娜回电问
清缘由后，立刻飞奔着赶到抢救室，看
到额头上贴着退烧贴的孩子时，她俯身
抱住孩子哭了。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看见她哭
的次数还真不多。”王振磊说，虽然难
过，但是他们夫妻之间从未因此有过埋
怨，更多的是理解与包容。

“在医院工作，每天都是在经历没
有硝烟的战争，主动也好，被动也罢，身
为医护人员，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我们
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在坚守这件事上，
夫妻俩有着高度的共识。

是啊，身为护士，自己的孩子生病
却顾不上照顾，不禁令人心酸。但在事
业和家庭之间，在“大家”和“小家”之
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坚守“南丁
格尔誓言”。如果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那么这种心照不宣的坚守就是属于
他们的别样浪漫。

并肩同行的“甜蜜风景”
是他们最好的陪伴和支持

作为大学同学，妻子段文雅是班长，
丈夫张爱明是另一个班的副班长，他们
一起实习、一起报考、一起被录取，今年是

他们工作的第4年，结婚的第3年。
从校园到医院，从校服到白大褂，

一路相伴而来的张爱明和段文雅，是市
一院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坐在他车后，就是我一天中最幸
福的时刻。”段文雅说，从上班的第一天
起，张爱明就一直坚持每天接送自己上
下班，“每天坐在车后紧紧地抱着他的
腰，就特别踏实”。

的确如此，段文雅在儿科工作，由于
儿科工作的特殊性，如果上白班，工作时
间基本在8:00-20:00，晚班则是1:00-8:
00。在心内科工作的张爱明如果上白班，
下午5:30就下班了，下班后的张爱明会张
罗着买饭，来到儿科等待段文雅一起下
班，然后骑着电瓶车载妻子回家；如果段
文雅上晚班，张爱明会调好闹钟，准时将
妻子送到单位再回家睡觉。

这种“甜蜜的习惯”从上班的第一
天起，一直延续至今。疼爱老婆的张爱
明成了医院里的“最佳丈夫”代表，而这
对护士“夫妻档”也成了医院里一道“甜
蜜的风景”。

然而，多年来被丈夫宠出的生活习
惯因为疫情的到来被打乱。去年，张爱明
被调派去支援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期间，
段文雅很不适应，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张爱明离开的第一天，段文雅就在
微信朋友圈倾吐思念之情：“爱明不在
的第一天，很想你。”朋友、同事在为张
爱明的“逆行”点赞的同时，也被塞了一
嘴“狗粮”。

实际上，他们除了生活上的关爱，
更多的是在工作上的互相帮助。

“去年我去省里参加儿科操作比赛
前，每天都要练10几个小时。”段文雅
说，在家练习时，张爱明时而化身患者，
让她模拟操作过程，时而化身评委，指
出不完美之处。最终段文雅在比赛中获
得第二名，段文雅骄傲地说：“我的奖牌
有他的一半。”

这对伉俪情深、并肩前行的夫妻，
一直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互相鼓励、互
相扶持，往往当万家灯火亮起时，他们
总有一个人还在病房里争分夺秒地为

患者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互相的包容
与理解都已经渗透进生活的点点滴
滴。”张爱明朴实的话语，透露出他们对
这份职业的坚定。

他们初心未改，从一个起点到另一
个起点，从一个目标到下一个目标；他
们“黑白颠倒”，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
班，交替守护着他们的“小家”与“大
家”；相互鼓励，并肩同行就是最好的陪
伴和支持。

志同道合追逐“白衣天使梦”
他们相互扶持贡献“双倍力量”

徐弘和晏平萍2018年相识于市一
院。晏平萍比徐弘大3岁，是徐弘的岗前
培训老师。

刚入职的徐弘勤学苦练，不懂就问，
他向年长同事虚心求教的样子，深深打
动了晏平萍。在不断地学习交流中，两个
年轻人渐渐擦出了爱的“火花”。

晏平萍说，“选择当护士，是因为从
小就有‘白衣天使梦’，选择重症医学科
是因为‘这里的工作更具挑战性，能学
到很多’。”而徐弘也坦言，当护士，能解
除患者的病痛，挽救千万人的生命，“这
个职业非常神圣而光荣”。

心怀同一个梦，两人越走越近，他们
在2019年10月1日确定恋爱关系。然而，
很快疫情就把这对有情人“分开”了。

2020年1月底，市一院收治了2例新
冠重症患者，晏平萍作为首批进驻隔离
救治区的护士，暂时与徐弘分开了。

“疫情刚开始，即使我们是医护工作
者，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厉害。”徐弘说，晏
平萍进驻隔离救治区后，两人每天只能
通电话，见不了面，“说不担心那都是骗人
的，她在那种特殊环境里，不仅需要承受
巨大的工作压力，实际上还有巨大的心
理压力，而我只能默默地祝她平安”。

2020年2月14日，情人节。徐弘手捧
一束鲜花来到了双井路上的老年大学
门口，打电话把在医院6楼隔离救治区
的妻子叫到了窗户前。虽然两人只能隔
街相望，遥遥挥手，但一连多日的担忧
仿佛一下就没了。看着手捧鲜花的徐
弘，晏平萍泪流满面，在电话里哽咽着
说：“等我出来我们就结婚！”

没有抱怨、只有鼓励，没有放弃、只
有坚守。在医院里，他们见面的机会不
多，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关键时
刻“舍小家为大家”。“有一种浪漫叫‘战
友夫妻’，有一种力量叫‘并肩作战’。”
徐弘说，未来他们还要一起救死扶伤，
一起慢慢变老。

“医院护理工作的每一步都是每位
护士一个又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出来
的，这其中，揉进了无数同志的汗水与艰
辛。作为年轻的医护人员，他们这些‘夫妻
档’志同道合，都想要把自己放在最忙最

累最苦的科室去锻炼，这种精神特别难
能可贵。”市一院副院长石春和说，其实，
在该院，还有很多坚守岗位的家庭，他们
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始终坚守在一线，他
们舍小家为大家，用双倍的实际行动，践
行着医者仁心，诠释着家国情怀。

结语：
今年，是第112个国际护士节，主题

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这个主
题展现了国际护士会在改善全民健康
过程中，对护士的期望；这个主题，也是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第二个百年新
征程中，对护理队伍的期望。

市一院的护理队伍始终守在第一
线，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奉献”的那份力量担当——

这份力量，有温度。医院的优质护
理服务从基础护理到专科特色、从院内
服务到辐射基层，已逐步向慢病管理、
康复护理、居家护理等领域延伸。

这份力量，有速度。医院护理队伍的
专业水平、服务能力正在迅速提升，在医
院和患者最需要的时候，每个护士始终
能够迅速反应、挺身而出、奋战一线。

这份力量，有高度。医院护理进一
步走进专业、走出医院、走到线上，为人
民群众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健康保
障，达到新的高度。

编者按

他们是一群与死神抗衡的人，
他们治疗患者的病痛，更治愈患者
的心灵。

他们是宝宝出生时的“临时爸
妈”，给予宝宝最贴心的护理和安抚。

他们每天穿梭在病房与护士站
之间，他们会在扎针时小心翼翼，减
轻患者的不适。

他们在疫情来袭时坚守“疫”
线，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救死
扶伤的他们被称为最美“逆行者”。

他们是人们口中的“白衣天
使”，他们虽然没有耀眼的光环，却
是那么的不可或缺。

……
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900多

名护士一直秉承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履行服务人民健康的重要职责，在病
床前为病患提灯照亮回家的路。

有一种浪漫是坚守岗位时的相互挂念，有一种牵挂是工作之余的互道平安，
有一种力量是相互鼓励下的并肩作战——

“护士伉俪”：浪漫相守，“医”路同行

本报记者 张琼霞
本报通讯员 吴倩

腰鼓表演《中国年》引来台下观众
连声叫好、舞蹈《厉害了我的国》生动表
达对祖国发展的赞美、歌曲《共圆中国
梦》唱出了广大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共同愿望……

近日，晚上 7 点，一场“永远跟党
走 建功新征程”的文艺演出在姚桥镇
仲宝村文体广场举行。

演出当天，400余名周边村民早早
便到达广场，现场摆设的300余个临时
座位在开演前 1 个小时便已座无虚

席。此次文艺表演节目丰富多彩，包括
腰板舞、快板、黄梅戏等，表演人员全部
来自仲宝村及周边村，他们都是向洋红
艺术团的成员。

“艺术团最初的名字是‘向阳红宣
传队’。”艺术团发起人是仲宝村个体户
仲玉哎，他是有着 52年党龄的 75岁老
党员。“向阳红”的意思是永远红心向
党。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结合仲宝村浓厚的文化底蕴，他
产生了组建中老年宣传队向村民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想法，以此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这一想法当即得到
了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2021年3月，仲玉哎联合村民周扣
顺、仲友生正式成立了向阳红宣传队，
通过宣传发动，十余名当地文艺爱好者
加入。文艺爱好者们自我学习，同时借
助镇江市文艺播种计划，请专业老师向
宣传队成员教学，宣传队节目编排水平
大步提升。

立足于身边人、身边事，向阳红宣
传队紧紧围绕社会热点创作节目，在寓
教于乐、雅俗共赏中让群众接受启发与
教育。如自编自演快板《喜庆建党 100
周年》《庆重阳》等。短短一年间，向阳
红宣传队成功举办了庆祝“五一”劳动
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主

题文艺演出，还参加了姚桥镇迎北村、
平昌新城宜安苑的演出。

2022年7月，仲玉哎萌生让宣传队
走出姚桥的想法。外出表演需要在政
府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成为正式的表演
团体，在申报团队名称时发现重名，“向
阳红宣传队”更改为“向洋红艺术团”。

更名后，向洋红艺术团走进新区乡
镇、社区，已开展 50余场走基层演出，
在演出中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

如今，向洋红艺术团成员已达 128
人，成员包括个体经营者、工人、退伍军
人等，还从中老年人扩展至青年人：此

次庆“五一”文艺演出现场，19岁的仲
瑾作为向洋红艺术团第一名青年成员
用电子琴演奏了《军港之夜》。

“现在一吃完晚饭就去广场带领村
民编排节目，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向
阳红宣传队成立之初便加入的仲宝村
村民陈阿姨告诉记者，参加活动一方面
发挥了她的特长，另一方面也丰富了退
休生活，认识了更多朋友。

谈到向洋红艺术团下一步打算，仲
玉哎给出了回答——坚定“红心向党”，
走出新区，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创新节目
编排，深层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不断
扩大团队影响力。

山水之间有清音
跟着古诗游大路

本报讯（程莹）近日，由镇江新区宣
传统战部指导，大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综合文化站、关工委、大路实验学校、
东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开展“山
水之间有清音，跟着古诗游大路”春日寻
访活动。

圌山脚下的大路镇历史悠久，是一
座宜居、宜业、宜游的“醉美”小镇。活
动中，“路路通”志愿者王蓓带着孩子们
跟着古诗游家乡（见图 程莹 摄），在吟
古诗、品古诗中邂逅家乡美景，了解家
乡风情。

“凿石排南纪，连峰出大川。江回绝
壁下，山立断径前。别嶂通吴会，平流入
海天。时愁波浪阔，风雨起龙眠。”在圌
山脚下，王蓓带领孩子们品读与圌山有
关的诗句，讲解与圌山有关的历史故事，
让孩子们对圌山有了更深的认识，领略
圌山不一样的魅力。

在“五彩东岳”的杭白菊园，孩子们
吟诵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在荷花池边，孩子们一起吟诵着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大家通过
与古诗词的亲密接触，感受着“一路繁
花 五彩东岳”乡村慢时光。

“我第一次参加‘寻春’活动，在古诗
词中我感受到了家乡的美丽。在老师和
志愿者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放飞了风筝，
感觉心里还挺有成就感的。”大路实验学
校五（二）班的汪骏雅分享着活动感悟。

“此次研学，同学们在玩中学、在学
中乐，研有所思、学有所获。跟着古诗词
感受‘江山一体 醉美大路’。”大路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践
所还将组织开展系列文明实践活动，让
所有大路百姓共享乡村振兴的新成就，
一起乐游田园，感受家门口的四季精彩。

坚定红心向党“向洋红”一路“向阳”

尊重知识产权 向盗版说“不”
日前，开发区检察院联合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走进江苏科技大学，向大学生宣讲侵犯著作权的危害，引领

学生抵制盗版，尊重知识产权。图为检察官在指导学生准确识别盗版图书。 丁智 贾建国 摄影报道

本报讯（柳加加 纪圆 吴云）5月10
日，镇江新区城乡建设局在大港街道龙
泉社区举办“5·12”防灾减灾日宣传进社
区暨党员宣教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关
心关注防灾减灾工作的浓厚氛围。

在龙泉社区法治广场，新区城乡建
设局通过设置人防地震、房屋安全、避
险救灾、住宅安全与白蚁防治知识科普
展板，发放防灾减灾知识手册、城镇燃
气居民使用安全手册等，向市民宣传介
绍防灾减灾知识。该局党员先锋队志
愿者现场向居民讲解各类常见突发事
件的特点、危害及有效应对方法。新区
建设工程抗震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凌
倩琰告诉记者，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
要防范得当、冷静应对，将灾难伤害降
到最低。在生活中也有很多方面需要

注意，比如家具要安全固定、房屋结构
不能轻易改变等。

党员宣讲环节中，城乡建设局党员
先锋队队员给大家播放了地震、水灾知
识视频，结合防灾减灾知识有奖竞答，对
地质灾害、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的预防
和应急避险措施进行讲解，增强居民应
急避险的意识和能力。

这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社
区居民对各类灾害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增强了大家自救互救能力和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营造了共同关注、共
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氛围。下一
步，新区城乡建设局将通过党建引领，持
续开展系列防灾减灾和避险互救科普活
动，为辖区安全发展夯实群众基础，提高
全区自然灾害防治建设治理的能力。

本报讯（记者 张琼霞 通讯员 孙梦
娇 蔡浩）5月9日上午，新区召开全区秸
秆禁烧工作布置会议，传达上级相关会议
及文件精神，解读2023年秸秆禁烧工作
实施意见，部署2023年秸秆禁烧工作。

会议指出，秸秆禁烧工作是大气污
染防治的重要环节，事关全区生态文明
建设，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秸秆禁
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区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发展理念。

会议要求，要多措并举落细落实秸
秆禁烧各项工作任务，充分利用媒体、短
信、微博、微信和张贴禁烧标语等多种方
式和手段，广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的好
处、焚烧秸秆的危害、焚烧秸秆的法律责
任和严重后果；要进一步完善“区级巡
查、乡镇落实、村居参与”的禁烧工作网
络，做到部门联合执法与镇村现场巡查
配套联动、互为补充，形成全覆盖、无缝
隙的昼夜巡查体系；要明确工作责任，加
强督导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工作目标。

党员宣教进社区 防灾减灾不松懈

新区部署秸秆禁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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