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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张洪旭 才贡加

8月 6日，小雨。

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段

一条平坦的公路横穿茫茫戈壁，公

路两旁沙石遍地、植被稀疏。远望，巍

峨的雪山耸立天际，山顶闪耀着银色光

芒，荒凉与雄浑扑面而来。

这是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段格东工

区 承 担 的 G109 沿 线 K2598 + 738—
K2721+850 共 123 公里路段的真实写

照。G109 国道，也叫青藏公路，1954 年
通车，全长 1937 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

高的公路之一。

格 尔 木 公 路 段 还 承 担 着 G215、
S318 线共计 159.436 公里的公路养护任

务。养护路段沿线平均海拔 3000 米以

上，属高原大陆性气候，穿越戈壁沙漠、

盐碱荒滩，工作环境艰苦。

哪里有路，哪里就有养路人。格东

工区共有 19名养路工，平均年龄 26岁，

是一支年轻的养路队伍。他们长年以

路为家，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守护着这

条“动脉”。

8 时许，王明军将工具、设备装车

检查，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今年 46 岁

的王明军是格东工区工区长，皮肤晒得

黝黑，皱纹早已爬上额头。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清理路域环

境，大家摆放好安全警示标志，注意作

业安全。”每天工作前，王明军都会给工

友开一个简短的“动员会”，将当天任务

细化分解，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王明军手握一把磨得锃亮的铁锹，

仔细敲打着路面，听着声音判断路面的

坚实程度，眼神专注而认真。每天他都

会以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姿势，沿着公路

走走停停，检查公路的路面状况，查看是

否有裂缝、坑洼等需要修补的地方。

不久前，养路队检查路面时就发现

了一处 6 米长的裂缝，王明军立刻召集

大家商量修补方案。很快，有人负责用

切割机将裂缝处切开，有人用电镐把裂

缝路面的油皮揭掉，还有人负责用吹风

机将尘土吹干净，最后用沥青混合拌料

填入裂缝并进行夯实。经过 4 个小时

“战斗”，裂缝终于修补完成。

饮料瓶、碎玻璃、塑料袋……除了

修补路面，养护工还要清理公路两旁的

杂草和垃圾。他们戴上手套，拿着编织

袋、铁锹及垃圾夹等工具，仔细地清理

着每一寸土地。没一会儿工夫，两个编

织袋已“收获颇丰”。

中午时分，工友们选择了一处相对

平坦的路边席地而坐，开始享用自带的

午餐：馒头、面包、饼干，还有辣酱和咸

菜。大家分享着食物，温暖和关怀在彼

此间传递。养护工罗伟一边将豆腐乳

涂抹在馒头上，一边拿出手机给远在西

宁的妻子李婷拨通视频电话。妻子看

他吃得津津有味，开玩笑地说：“快把镜

头拉近点，我也来一口。”这时，一旁的

工友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寂静的公路

边回荡，给这片荒凉的土地增添了几许

生气。

2023 年加入格东工区的康嘉兴清

晰记得，入职不久，一位前辈语重心长

的话：“我们的工作看着简单，真熟悉后

你就会明白养护公路就是在造福群众，

积德行善。”一年后的今天 ，康嘉兴对

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养护工每天

的工作都是在保障公路畅通，这是对生

命安全最大的保证。”

“哪有什么顺畅安全的通行大路，

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默默保障。”同样

是去年刚入职的李永辉则认为，“选择

这份工作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在先辈

们曾流汗流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大

地上，传承弘扬‘两路’精神，保障公路

平坦整洁、畅通无阻是每一名养路人的

应尽之责。”

没有养路人的苦，哪有行路人的

甜。午餐过后，大家起身拍了拍身上的

尘土，便又拿起工具继续投入到工作

中。一个个橘红色的身影在公路上忙

碌着，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如此亮

眼，如此温暖，如同一群无畏的战士，守

护着这条通往西藏的平坦大道。

大道“一抹橘”最是暖人心

（上接一版）作为浙江省温州市人民

医院援青医疗队的一员，33 岁的沈

华南在新生儿科已经工作了 10 个年

头，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

验。今年 5 月初，沈华南告别了怀孕

近 5 个月的妻子，奔赴格尔木，开启

了他的援青之旅。他希望能借助这

次援青工作机会，将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临床技能分享给当地医生，为当地

新生儿健康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初到格尔木市人民医院，沈华

南想得最多的就是尽快熟悉新环

境，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的医疗服务。

“工作第一周，我接待了一个从

外院转过来的小孩子，当时脸色发

青、呼吸费力，结合外院胸部 CT 检

查，判断其为气胸，立即上呼吸机进

行抢救，最终小孩子转危为安，顺利

出院。”沈华南说，这次医疗服务为

自己的援青工作开了个好头，让他

迅速融入了新团队。

沈华南所在科室每周都要为数

十名患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医疗服

务，这期间产生了很多成功且值得

学习的救治案例。最让同事们津津

乐道的是沈华南用尿不湿制作“冰

帽”让患儿“冬眠”脱险的故事。

那是 5 月 14 日的傍晚，正在例

行查房的沈华南接到手术室电话：

“胎心未闻及，急需抢救！”新生儿窒

息！沈华南和另外一名值班医生火

速到达手术室，他们一边快速准备

好复苏设备，一边以最快速度了解

产妇情况。这是一名 41 岁的高龄产

妇，胎儿出现宫内窘迫，新生儿被剖

出后情况不容乐观——脐带绕颈一

周，而且被拧成了麻花样。

“脐带如同拧被子一样，被扭转

了 25 圈，无法给孩子供给足够的营

养和氧气。”沈华南说，孩子出生时

全身皮肤青紫、肌张力低下、自主呼

吸弱，存在窒息，病情危重。

当晚，在抢救复苏、气管插管、

正压通气等一系列对症治疗后，新

生儿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但沈华

南和同事们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

窒息导致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

病，是新生儿急性死亡和慢性神经

系统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

是造成神经系统后遗症的最主要

原因。这时，沈华南想到了目前治

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最 有 效

的方法——亚低温治疗，可利用亚

低温治疗仪让患儿进入“冬眠”，以

降低脑代谢率及脑耗氧量，使脑细

胞结构破坏尽量减轻，同时可降低

患儿不良神经发育结局和脑瘫的发

生率。

然而，当时格尔木市人民医院

并没有亚低温治疗仪，沈华南想到

了之前在温州一些偏远地区，自己

曾用尿不湿做冰帽进行亚低温治疗

的经验。于是，他利用尿不湿制作

了简易冰帽，戴在新生儿头上，让孩

子进入“冬眠”状态。几天后，在沈

华南等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新

生儿结束亚低温治疗，暂未发现神

经系统方面问题，于当月顺利出院。

经过这次医疗救治后，同事们

对沈华南更加熟悉和信赖，大家工作

上遇到问题总想着向他请教，沈华南

逐渐成为了新生儿科室的主心骨。

“看到同事们如此需要我，感觉

自己还挺重要的。”沈华南笑着说。

援青期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

还能为当地留下些什么？“培养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这是他给出的

明确答案。

6 月份开始，沈华南根据格尔木

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特点和条

件，开展临床技能培训、疑难病例讨

论、专业知识授课等活动。其间，除

了尽可能分享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

能外，他还邀请温州市人民医院富有

经验的同事进行线上授课。在他看

来，发挥好原单位的后援力量，持续

开展好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对提高格

尔木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新生儿疾

病诊断和治疗水平非常有帮助。

“我的援青工作时间只有半年，

我会利用这宝贵的时间，传递好医

学知识，为格尔木地区新生儿的健

康竭尽所能贡献力量。”沈华南表

示，援青期间，他会通过业务学习、

临床教学、查房带教等方式，把好的

诊疗经验和较先进的医学理念传授

给当地医生，真正做到专业帮扶。

回到温州后，还会继续为格尔木市

人民医院的同事提供帮助。

本报讯（记者 杨学超 实习记

者 马颜慧）近日，由中国人民银行

海西州分行格尔木营管部主办，市

文旅局、市财政局、各银行格尔木分

行承办的“优化支付服务”专题文艺

汇演在盐湖广场举行。

活动在舞蹈《玛尼情歌》中拉开

序幕，吉他弹唱《画》唱出了支付方

式的变迁，古筝独奏《将军令》用其

独特的音色和悠扬的旋律丰富了现

场观众的活动体验，舞蹈《反电诈联

盟》《城市之光》普及了支付诈骗的

常见手段和防范小知识，快板《优化

支付服务政策好》生动有趣地向现

场观众传播了支付安全知识，使观

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并接受

这些信息。

此次活动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支

付服务的优化成果和便捷性，提升

了公众对支付服务的认知和理解。

我市金融机构举办
优化支付服务专题文艺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