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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大年三十早上7时30分，市第一
中医医院妇产科依旧灯火通明。医生曾志刚
换上工作服，与同事交接班后，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

曾志刚到这里工作了快十年，已经记不清
今年是第几个值班的春节，在妇产科，他身份
有点特殊，因为他是这里唯一的男医生。

2008 年从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曾志刚就来到中医院实习，分配到妇产
科，2010 年正式考入医院。妇产科，男医生，
这两个关键词的碰撞，让人忍不住好奇，也
让不少病人觉得尴尬。“你们这里没有女医
生吗？我要换医生。”看病的患者扭头就走，
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了。曾志刚说，在他
的眼里，产妇只是普通的病人，并无男女之
分，他早已习惯。

“我现在负责的病人共有 37 个。”曾志刚

说，“你别看每个病人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
间，我们要了解患者症状变化，制定治疗方
案，调整用药。”

“曾医生，快！来了个臀位破水的病人，要
做急诊剖宫产。”10时50分，刚刚查房完毕，他
便赶往手术室为病人进行剖宫产手术。

12 时 10 分，从产房传来孩子清脆的哭
声。“男孩，母子平安！”助产师抱着一名婴儿
打开手术室门，在门口焦急等待的一家人笑逐
颜开。

凭借自己的努力，从起初不被病人接受，
到成为病人信赖的朋友，曾志刚见证着患者对
妇产科男大夫观念的改变。“曾医生认真负
责，而且很有耐心，现在有些病人点名请他诊
疗。”当晚一名值班护士告诉记者。

从偏见到信任，曾志刚凭借体力好、心理
素质高、心细手巧等优势，在女医生“扎堆”的

妇产科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一名男医生，他
的应变能力更是没得说，危急时刻处理突发事
情非常稳。市中医院是全市第一家引进海扶
刀应用技术的医院，而曾志刚是该院唯一从事
这一手术的医生。去年11月10日医院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他现场演示完成了子宫肌瘤的
治疗，治疗结束后，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
还能自行离开手术室，现场嘉宾报以热烈的掌
声。曾志刚记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他已经
做了273台海扶手术。

“今天只看了12个病人。”下午，门诊患者
终于比平时少了些，病房的住院患者也没有满
员，曾志刚有一种轻松和释然。

18 时 53 分，晚饭后的曾志刚准备继续投
入到当晚的“战斗”。

“从早上 8 时到第二天早上 8 时，24 小时
值班，春节值班跟平时没有区别，只希望产
妇和孩子平安就好。”曾志刚笑着说道，这平
淡的一句话说出了妇产科所有医生、护士的
心声。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0 时 30 分，曾志刚
又一次进入手术室，进行急诊手术……

妇产科男医生除夕的坚守
□本报记者 徐睿

2月8日，农历正月初四。上午9时，卢禹
成在澧县县城的家中准时打开电脑开始工
作。她是普华永道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的一名技术顾问，公司总部在美国。作为一
名地道的外企白领，春节对她而言有些特殊，
一边是远方父母团聚的期盼，一边是每天必
须正常完成的工作，于是她年前带着公司的
办公电脑千里迢迢回到澧县。

今年 24 岁的卢禹成从上海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2017年，她考入普华
永道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从
事计算机软件研发、设计、制作及信息技术咨
询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业务的专业公司，大部

分客户来自国外。
卢禹成的主要工作是和国外客户沟通技

术方案，进行软件研发。爱岗敬业是领导同
事对她的一致评价。今年春节加班的这个项
目，节前中国、印度两方都在竭力争取，但客
户考虑到春节临近，中国企业通常会放假一
周，便有意想让印度方接单。为了项目的正
常进展，如中国部接单，春节期间必须保证一
个人要正常上班。这个项目中国部共有 4
人，除了项目负责人外，3 名同事中，另外两
名同事因为家庭或身体原因不适合加班。卢
禹成便主动请缨，承担了加班的任务。

2 月 2 日，农历腊月廿八。年的脚步越

来越近，远在澧县老家的父母问候的电话也
越来越密集，在征得项目负责人同意后，当
日，卢禹成带着办公用具回到了澧县的家
中。

家人团聚，分外欣喜。整个春节假期，卢
禹成每天白天正常工作，利用晚上走亲访友，
每天还得抽空学习英语和业务知识，节日在
忙碌中度过。

独自在外打拼，卢禹成养成了自律、爱学
习的好习惯。她明白，要想在人才济济的上
海立足，自己必须有真本事。外企人际交往
简单，公司会给员工提供很多学习机会，去
年，她系统学习了两个全球较为先进的计算
机软件，目前正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

假期即将结束，卢禹成又将启程回到上
海。2 月 11 日，她在父母的陪伴下购买了大
包小包的常德特产，准备带去和同事分享。
或许，家乡的味道会让异乡的她在忙碌之余
平添几分温馨和动力吧。

忙碌是年的节奏
□本报记者 胡秋菊

群众在哪里，基层就在哪里，新时代的常德故事就在哪里。2019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市大力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的重要一年。春节期间，本报组织记者“新春走基层”，深入田间地头、街道社区、生
产一线，采写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有年味儿的报道，以飨读者。

“玉芳姐姐”们的新年“红包”
□本报记者 李白 通讯员 刘武 实习生 康乔

1月底，为让留守儿童开开心心过新年，津市市人民检察院“玉芳姐姐
工作室”协同津市市交通局、桥北社区、民建工业支部、义工开展“关爱留守
儿童 真情温暖童心”行动，向“玉芳姐姐工作室”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
地桥北社区的10名留守儿童送过年“大礼包”。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玉芳姐姐”们精心选送了《伊索寓
言》《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米小圈上学记》《我的责任我来扛》等适合中小学
生阅读的名著和励志类书籍，准备了作文本、彩色笔及温暖水杯等物品，既
给孩子们送去精神食粮，也让他们有生活上的满足感。另外，“玉芳姐姐”
们还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了解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困惑、喜爱阅读的书籍、希
望学到的法律知识；叮嘱他们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做遵纪守法的青
少年；希望孩子们怀揣梦想，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追寻美好的明天。

“活动只是一种形式，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让
孩子们感受到法律的力量，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让更多的人来关爱未成年人，关爱留守儿童。”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熊玉芳如是说。

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玉芳姐姐”工作室，是湖南省检
察机关首家以检察官个人名字命名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于2017年5月
27日正式挂牌成立。工作室秉承“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珍爱青春，让迷失的孩子找到心灵的港湾”为主
题，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用温暖和温度为孩子们撑起了一
片“检察蓝”。

“谢谢‘玉芳姐姐’，今天我过得很开心，我终于有了自己想看的《米小
圈上学记》。”留守儿童小惠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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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路上”
□本报记者 徐睿

春节期间，是市民自驾游及走亲访友的出行高峰期。为了能让市民度
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总有一些人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时刻不能放
松。省高速交警常德支队德山大队民警钟健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2019年春运正式启动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加繁忙，根据值班安排，这个农历
新年，钟健又不能与家人团圆了，不过这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从腊月廿三上班后，一直要到正月初三才休。”钟健说。春节期间，高
速免费通行让车流量陡增，为保障过往车辆有序通行，高速交警德山大队
提前做好了缓堵保畅应急预案，并安排警力在重点收费站口、易拥堵路段
维护交通秩序，加强交通疏导和事故处置，指挥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春节期间，长张高速和二广高速（常德段）辖区内车流量高峰集中分布
于两个时段：一是从腊月廿一到正月初三，二是初五初六的返程高峰。

“从上午9时开始，就一直在处理事故，几乎没停下来过。”钟健说。车流量
的攀升增加了事故发生概率，但绝大部分都是刮擦追尾等小事故，不需要动用
拖车，处理好后就可以继续上路行驶。为了快速处理事故，让事故驾驶员能够
继续按计划出行，辖区各条高速公路上都设立了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点。

“警察同志，我手机没电了，能借你的手机打个电话吗？”“警察同志，前
面行驶的车上扔东西下来，把我的车砸坏了。”记者看到，钟健手握热线电
话，不断地处理各种事情。“说是负责处理事故，但也有可能会去路上疏导
交通，所以我们的角色转换非常快。”钟健说：“只有随机应变，才能提高工
作效率。”

2月5日，农历正月
初一，阳光灿烂，柳叶
湖畔，语言广场迎来游
客观光驻足，俊男靓女
对常德地方方言饶有
兴趣。
本报记者 吴琼敏 摄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六，临澧县刻木山
乡凤兴村胡家屋场十分热闹，歌舞声中，记者
挤进人群，只见 12 位身着节日盛装的农村妇
女正合着音乐，跳着《阔步走向新时代》的扇子
舞，她们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演出队以青山为背景，晒场作舞台，他们
自编自演 20 多个节目，紧扣时代脉搏，贴进
百姓生活。九子鞭《撸起袖子加油干》、小品

《二 姐 卖 油》、常 德 丝 弦《四 个 媳 妇 夸 婆
婆》……一个个节目相继亮相，观众笑得合不
拢嘴。

节目《圆梦》演绎的是 769 个贫困户依靠
产业扶贫摘掉贫穷帽的故事，年过五旬的老党
员罗成前看后激动地讲起了这支歌舞队的故
事，歌舞队的队长叫曾华玉，她见到农村一帮
人闲来无事可做，天天在牌桌上，自己可以发

挥文娱特长，组织歌舞队把他们吸引过来，也
让乡村吹起一缕新风。她用积攒的钱买来服
装、道具，召集姐妹们，拉起了队伍。成立不
久，这支队伍就在乡里举行的广场舞比赛中获
得了第二名。初战告捷，她们越战越勇，也越
来越受到乡亲们的欢迎，现在，这支队伍一年
为乡亲们演出80多场。

说话间，表演队的压台节目扇子舞《丁兰
刻木》上演了，这个节目表现的是一个浪子回
头的故事。罗成前说，不少年青人看了这个节
目，培养了孝心，而一些犯过事的伢更是痛改
前非，现在乡里敬老爱幼已蔚然成风。这支演
出队也以丁兰刻木演艺队命名。

农家屋场的开年戏
□本报记者 朱晓明 通讯员 龚道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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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深圳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曾玲 通讯员 左强

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市公安局武陵分局启明派出所民警肖锋收到
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这封手写信是远在深圳上班的覃昆用微信发过
来的，这封感谢信是怎么回事呢？

当天上午10时，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肖锋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在深
圳上班的覃昆收到叔叔覃建平借钱微信，却电话联系不上对方，担心其出
事，希望警察能帮忙到覃建平居住处看看。肖锋接警后，详细了解到覃建
平以前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上班，过年前曾大病一场后行动不便，目前
一人居住在锅炉厂宿舍。

由于覃昆提供的地址是锅炉厂宿舍3栋301，敲开门才发现户主搞错
了。肖锋随后和对方联系，得知覃昆也只知道大概位置。天寒地冻，肖锋
和同事就一层层楼、一栋栋房找。最后在1楼找到覃建平，说明来意，让他
和覃昆通话。原来覃建平的手机丢失，另有他人通过他的微信向亲朋好友
借钱。看到覃建平行动不便，肖锋主动帮他补办了电话卡后才离开。

覃昆说，正月初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未上班，自己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从外地拨打常德110，在只能提供大概地址的情况下，没有想到肖锋急
人所急，帮自己及时联系到叔叔，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