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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星 ! 社区版

无心插柳!从爱好到创业
王承昕是上海健康医学院 !"#$ 级院前

急救专业的一名学生，入学那年正值三所医
学院合并的节点，校内缺乏社团，鼓励同学积
极申请成立。他的爱好是参加各类跑步、骑行
比赛，由于志同道合的同学太少，外加有一定
的危险性，所以成立的骑行社未能顺利发展。
“当时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社团是与医学专
业息息相关的，能让同学在增加社会实践的
同时锻炼专业素养。”终于，在一次骑行比赛
中，赛事的急救志愿者给了他启发，他想：为
什么自己不能成立一支队伍，既能给同学们
提供学习急救知识平台，又能提供赛事保障
呢？于是，就有了联盟的前身———上海健康医
学院急救协会。

而同是院前急救专业的陶晟吉是王承昕
的学长，协会成立之初，他正在学校担任社团
联主席。由于急救社团的特殊性质，难免需要
各方面协调，从培训场地，到人员外出活动的
校方许可，陶晟吉为社团的发展提供了诸多
支持。“一开始确实觉得他们‘挺难搞’，活动
多，需要多，每次都要让我花上好大力气帮他
们申请协调。但久而久之付出的多了也就有
了感情，他们的急救活动和我的理想很接近，
所以最后我自己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谈
起这个总爱“搞事情”的学弟，陶晟吉有点“百
感交集”。

就是这样两个个性“南辕北辙”的伙伴，
两年时间的合作下来，他们的队伍逐步发展
壮大———从一个只有包括他俩在内三名注册
急救员的小社团，到拥有各类专业证书 !$%

余人的大型急救协会，再到可以独立承办赛
事急救保障的医疗公司。迄今为止团队共参
与 &% 余场赛事活动、现场救护保障工作，共
处理各类伤员 !%%% 余人次。

学以致用!课内课外创新发展
上海健康医学院 !%#'年受上海市政府

委托，定向招收首批临床医学（院前急救方
向）的学生，专门为“#!%”急救输送人才。王承
昕、陶晟吉就读于该专业，其专业知识与赛事
急救保障工作息息相关。考取各类急救专业
证书，参加赛事急救保障，对于他们来说本就
是学以致用的大好机会。王承昕曾在 !%#(年
'月松江半程马拉松赛中成功抢救一名心跳
呼吸骤停选手，上海学联、上海教育电视台、
新民晚报、青年报、浦东教育时报等多家媒体
网络都报道了该事迹。

这样的活动，同样需要队员们的其他额

外特长。担任急救队通讯官的吴齐凯同学是
#$级康复治疗专业的学生，他的主要工作就
是负责整个赛事保障的通讯畅通。“对讲机的
通讯距离有限，遇到山路上又难免有信号阻
碍，所以通过哪几台设备来信号中转是最头
疼的问题，一旦断了通讯，队员和运动员的安
全就都很难保障了。”之所以请他来担任赛事
急救保障的通讯官是因为他是个业余无线电
爱好者，还取得了中国无线电协会业余电台
操作证。

然而，对于一场赛事保障来说，所需要的
能力还远不止这些。“每次比赛之前，都要花
很长时间考察地形、确定布岗、安排设备、联
络人员等等。”王承昕作为此次千岛湖“铁三”
的总指挥，提前一个周末就来考察过赛道情
况，判断哪些路段容易出现险情，并用据此用
共享地图绘制 )**提前安排好每个岗位，以
及 +,-（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的分配情况。
“+,-不可能 .%多位队员每人都携带，那么
就要协调好固定岗和骑行机动岗，保证高危
路段一分钟低危路段两分钟内 +,- 可以赶
到。协调安排的正确性，直接关系到运动员的
生命安全。”每一个岗位都经过了他们的反复
斟酌，准备保障的那几天，王承昕的“微信运
动”一直排在榜首，最多一天走了四万余步。
直到赛前一天的深夜，负责人和各组组长仍
就在开会做最后的确认。“赛事保障工作需要
丰富的赛事保障经验积累和极强的统筹协调
能力，同时也需要细致周全的思虑和高度的
责任心。”陶晟吉对这一点深有感触。而这些，
是远远超出书本以外的东西。

他们的理想还远不止大型赛事急救保障
这么简单。“我们学习急救，自然明白它的重
要性。现在上海很多公共场合都配有 +,-设
备，然而摆放的位置不够显眼是一个大问题。
但更严重的是中西部地区公共场所还未能配
备这些，遇到心脏骤停的患者，救护车根本来
不及赶到。这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急救
意识不足，”陶晟吉对此十分的担忧。而王承
昕则呼吁全社会开展急救知识的普及，在救
护车到来之前帮助突发意外的患者利用最宝
贵的“黄金时刻”获得生机。所以急救培训是
他们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重任在肩
守望赛道的压力与孤独
与记者所想象的赛事志愿者不同，他们

并不像其他普通志愿者一般集中在站点的凉
棚里，大多数时间，不论是站岗、骑行机动岗、
自行车巡岗，都是在赛道上单兵作战。大巴车

在千岛湖的环山间行驶，每隔一公里，就放下
一名队员。陶晟吉告诉记者：“守望赛道，本就
是一件十分孤独的事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的山路边，骄阳似火的天气，站在太阳下面暴
晒五六个小时也是常事。#(级护理专业的徐
佳倩是个看起来十分娇巧文静的姑娘，作为
组织的新成员，一切都在适应当中。她在千岛
湖大铁被安排的岗位是在一座大桥上，“这是
我第二次参加活动，在太阳下站了足足有六
个小时，到了最后只能倚靠在后面停的自行
车上，但一有运动员通过，还是会立即进入戒
备状态。”

不同于一般志愿者，他们的任务不是引
导方向，后勤补给，而是防备突发事件，比如
运动员的伤情险情，进行机动联络，并在医院
的医生抵达前，进行必要的急救措施。但像大
铁 ##'、全程马拉松这样的长途比赛，赛道绵
延 $%多公里，人力不可能完全覆盖，有些赛
段常常一公里只有一个急救队员站岗，孤军
奋战，联络的途径只有手上的对讲机，所承担
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杨晓玉是上海健康
医学院 #$级护理专业的学生，经验丰富，担
任小组组长。她告诉记者，参加急救活动一年
多，遇到最大的情况也只有大面积的四肢擦
伤，但比赛中的每一秒都不敢走神，担心自己
错过伤者，更担心遇到自己应付不了的险情。
“在赛道上运动员们相信你，而这种信任，是
一种生命的重托。”

几十次的比赛下来，他们处理的伤情险情
不计其数，小到擦伤骨折，大到晕厥心脏骤停。
“!%#(年 .月滴水湖铁人三项赛的少儿赛里，
一个外国小朋友骑车转弯飞了出去，现场就骨
折了。当时不光要给他进行现场骨折固定，还要
安抚他的情绪，做心理疏导。”陶晟吉告诉记者，
“每一次的伤情都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但好在
准备充分，技术专业，也都化险为夷了。”

展望未来
不忘初心无限可能

与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团队相处是十分有
趣的事情，除了作为医疗急救人员特有的认
真与谨慎，还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年轻人的
蓬勃朝气。从周五到周日，三天两夜，平均每
日睡眠时间不足五小时，但白天一点都看不
到他们脸上的倦容，仍旧精神抖擞，神采飞
扬。但比赛顺利结束后，卸下了身上的重担，
回程途中，整个大巴车上的队员都进入了梦
乡。除了负责人王承昕和陶晟吉，还在安排因
凌晨抵达而无法回家的队员的交通。

谈到毕业之后的发展，每个队员都有不
同的想法和方向。王承昕作为公司法人和急
救联盟的总负责人，希望这个组织可以长足
发展下去，既能作为一份医疗工作的事业，又
可以不断为学弟学妹们提供社会实践机会。而
陶晟吉则不然，今年毕业的他，已经在救护车
上工作，对于他来说，成为救死扶伤的急救医
生是他的理想，但业余时间他仍然还活跃在各
种赛事的急救保障。护理专业的曹伊伊今年毕
业后进入了上海市口腔医院，但她喜爱滑板，
大学的急救活动给了她经验，让她可以在业余
时间参加更多极限赛事的保障工作。

不论如何选择，急救活动的经历都成了
他们大学生活的重要篇章，打开了新的世界，
提供了新的选择。一群年轻人为了同一个目
标，齐心协力，也让他们收获了难得的友情。
对于他们来说，/0)1234+高校急救联盟已经
不单单是一个社会实践平台，更是重要的归
属与回忆。在这里他们践行着医者仁心，更践
行着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支年轻的
急救队伍，他们收获了个人的成长，也为社会
需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保障生命的路上
他们从大学生社团走向了创业

!!!记 !"#$%&'(高校急救志愿者联盟
赵子谦"同济大学#

2017年 4月 22日
凌晨一点，担任 2017千
岛湖大铁113国际铁人三
项赛急救保障队负责人的
王承昕和陶晟吉才刚刚带
领几位组长经过六个小时
的长途颠簸抵达千岛湖。
安排队员将携带的急救设
备摆放停当，二人便又去
和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进行
明天赛前演习的最后确认
和沟通。两年来，这样大大
小小的赛事保障，这支年
轻的急救团队已经经历过
数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