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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畅读艺术书店、极限
公园、专业演播厅……在首钢
园斑驳交错的高炉映衬下，一
个个潮流新地标相继诞生。
2005 年，首钢启动搬迁调整，
2010 年底涉钢产业全面停产。
从钢花四溅、钢水奔流的炼钢
厂，到如今集科技、文化、体育
等多产业为一身的新首钢园，
首钢正在努力打造着具有全球
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
兴新地标。（9 月 28 日《中国青
年报》）。

此前，《新首钢高端产业综
合服务区南区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
委批复。作为典型钢铁工艺设
施的密集分布区，新首钢南区
将依托永定河生态带、后工业
景观休闲带，形成前沿科技引
领区、国际交流展示区、后工业
城市活力区、生态景观休闲区、
战略留白区的“两带五区”空间
结构。

“工业遗存+文创园”的模
式，正成为首都城市文化的新
景观。旧厂房、老园区，是历史
的见证、是难忘的回忆，承载着
当地几十年来奋斗、拼搏的痕
迹，同时也是对一个城市独有
风貌的记录。似乎弹指一挥间，
那些曾经破旧衰败的建筑变为
新的办公区、休闲区、创意文化
区、体育训练基地和比赛场地，
从机器轰鸣的记忆中走来，向
充满时代新元素的味道中走
去 ，不 得 不 说 ，这 个 转 身 够
华丽。

城市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工业遗存的变化和再
利用，正是这一演进过程的生
动见证。一度，很多工业遗存都
被当作“包袱”荒弃或拆除，消
失在城市记忆中。随着人们对
工业遗存历史、文化、社会价值
的再认识，如何让工业遗存涅
槃重生，换一种“活法”，成为很
多老工业城市面临的新课题。
对首钢而言，将重要工业成就
和历史事件发生地规划打造成
历史记忆节点尤为必要。按照
规划，首钢文创园以雕塑、景观
铺地、景观墙等方式展示历史
记忆，主要包括关于首钢历史
的星火之源、百炼成钢、新硎初
发、天宽海平、技术自主、一铸
功成、材堪栋梁、改革先锋八个
历史节点。如何将遗留下的工
业遗存有效利用好，满足广大
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
需要多方共同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工业
锈带”已经演变成老百姓宜业、
宜居、宜乐、宜游的“生活秀
带”，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当下，
如何从老工业城市发展实际出
发，开展资源认定管理，繁荣新
业态新模式，拓展文化生活新
空间，着力打造一批集城市记
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
体验于一体的“生活秀带”成为
当务之急。同时，面对保护利用
工作开展不平衡，工业遗产活
化利用模式单一，对发展工业
文化认知不足等问题，亟需多
部门协同、形成合力，以延续城
市历史文脉，为老工业城市高
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推而广之，像首钢此类老
旧厂房若想真正旧貌换新颜，
绝不能一拍脑袋任意行事，要
紧密与城市新的发展步调融为
一体。毋庸置疑，老建筑中蕴含
着记忆和乡愁，在城市发展中
要创新思路保护利用好。这其
中，如何将“黑色”变“彩色”，将

“二产”变“三产”，既盘活工业
遗存资源，又为其向高质量发
展转型提供支撑才是最值得思
索的问题。如何对待为城市发
展曾作出重要贡献的工业遗
存，是一门学问，也考验着城市
管理者的创新智慧。

武汉病了，正躺在早春的怀抱
里疗养。她的儿女们，许多也病了。

珞珈山下,东湖之滨，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的一间隔离病房内，一位
老人脸色黯淡，神情憔悴，躺在病
床上长吁短叹，呻吟声不绝于耳，
不禁令人心生怜意。

穿着厚厚防护服脚步飞快的
护士送上来的饭菜，她很少动筷
子。摆在桌上拧开的水杯，她也不
常拿起来。盒中的饭菜和杯中的热
水，早已经都冰凉了。

按说老人身体素质很好，治疗
效果也挺不错，就是情绪非常低
落，整天躺在床上不活动，总是一
个人默默叹气。这两天，甚至开始
拒绝配合治疗。

早 上 查 房 时 ，童 莉 注 意 到
了她。

“阿姨，不能不吃饭啊！快，趁
热把饭吃了，再喝点热水。保重身
体最重要！”她拉过一把凳子坐下
来，拿起饭盒，动作轻柔地夹起一
口菜，递到老人嘴边。

她急切的样子，比躺着的人是
自己的亲人还要着急。菜，被送到
了老人嘴边。但是，沉默良久，老人
的嘴巴没有张开。

“老人家，您是不是想家了啊？
家里都有什么人啊？”童莉只好把
饭又放回桌上，微笑地看着老人的
眼睛。这时候，老人突然一把紧紧
抓住了她的手，像个孩子似的失声
痛哭了起来。童莉赶忙也回握住老
人的手，在床边坐了下来，暖言暖
语地安慰着。她知道，老人这是想
家了，想自己的亲人了。

这位名叫陈宝英的七十八岁
老人，因新冠肺炎确诊住院已经二
十多天了。老人企盼能有孩子们的
消息。孩子们呢，肯定也非常惦念
老人！

费了很多周折，童莉找到了
老人女儿的电话。老人与女儿终
于通上话了，电话线两端，母亲
与女儿，积聚多日的思念如江水
决堤，号啕的哭声震荡在病区，
像惊雷一样，多日的苦闷与哀愁

被化解消散……
听着母女俩久违的倾诉，几乎

称得上“幸福”的痛哭，童莉欣慰地
笑了。

童莉，身材娇小，不足百斤，眼
睛灵动，气质干练。她是要强的人，
被朋友们戏称为“工作狂魔”，干什
么都力争一流。支援湖北前，在衡
水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岗位上，
她像忙碌的蜜蜂一样，一干就是八
年。她干出了彩，酿出了蜜，曾荣获
全国和省级多项荣誉称号。9 月 8
日，作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她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
彰大会上载誉归来。

她是医疗战线的“消防员”，是
“特种兵”，哪里有急难险重的工
作，总能在哪里看到她的身影。她
人生的字典里好像从来没有收录
进“害怕”二字，也不知“畏惧”这词
是何意？前两年扶贫，她天天住村
里，从未说过苦和累。2003 年抗击
非典，她被抽调任命为发热病房护
士长，到疫情解除连续工作三十多

天没有回过家。由于工作
突出，医院党组织吸收她
火线入了党。

她有二十七年护理工作
经历，十七年护理管理经验，她
对自己的管理能力非常自信。因
此，新冠病毒肆虐时，她第一
时间向医院领导主动请
缨，要求奔赴前线。

她走路很快，
像一阵疾风，语
速 很 快 ， 似 一
场骤雨。精气
神总是那么饱
满 ， 昂 扬 的
工作状态始终
在线。她娇小
的身体里住满
了 无 数 的 火 ，
像夜幕上的繁星
一 样 ， 闪 闪 烁 烁 ，
举手投足间，热情的
火 苗 仿 佛 能 随 时 迸 发
出来。

飘动的红袖带飘动的红袖带 □李湛冰

童莉，这位衡水湖的女儿，在很多
病患心目中，如同“天女下凡”！

“有时去治愈，总是去帮助，常常
去安慰。”这是童莉一贯以来对于护士
工作的理解。已经担任衡水市人民医
院护理部主任8年时间的她，在今年2
月 19日火速抵达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后，被任命为河北省第七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护理部主任，张罗起一线120
名护士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她的亲切
热情，相对于“童主任”，大家更喜欢称
呼她为“河北童姐”。如今，她又多了
一个新称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

不但自己一团火热，童莉带领
的护理团队似乎每个人都揣着“小
火苗”。今年 3 月里的一天，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一位老人正在护理站
与远在广东的亲人通电话。因为害
怕老人体力不支，“90后”值班男护
士姜威搬来椅子让老人坐下，为了
安全又用脚紧紧抵住转椅轮子，手
紧扶着椅子靠背。这个姿势维持了
十几分钟，直到通话结束。

看似微不足道的善举，却让整
个中南医院隔离病区的空气里溢
满了芬芳的温暖和甜甜的感动。

新冠肺炎是一种陌生的疾病，
患者住院后往往非常焦虑，加上方
言的制约，医疗队队员和患者沟通
起来颇有些困难。护士谷志英很快
想出了一个办法，采取漫画与语言
相结合的方法，构思生动漫画与书
写励志话语，制作成出入院指导的
系列“爱心卡”送给患者，再结合漫
画进行说明。这个方法受到患者们
热烈欢迎，不但医护人员的话能够
被很好地理解了，患者们紧张的情
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舒缓。

人性化护理，亲情化关怀，是
童莉领衔的护理队护理工作的一
抹亮色。在衡水市人民医院如是，
在中南医院如是，在雷神山医院亦
如是。

童莉是一片云，她从河北飘来
武汉，这抹缤纷的色彩亦如影随
形，翩然而至。

不仅治病，还要疗心。
从事护理工作，她特别注重营

造一种亲情化和人性化的浓郁氛
围。中南医院护理部主任孙慧敏这
样评价童莉：“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
人，在病房里开展一系列优质护理
服务活动，给患者提供富有创新精
神的个性化照顾，非常温馨暖人。”
童莉认为这样的帮助有时会比药物
治疗起到更好的效果。她总结说：

“有时去治愈，总是去帮助，常常去
安慰。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一个是
药物，一个是手术刀，一个是微笑，
这叫做医护人员的三大法宝。有时
药物和手术刀解决不了的问题，微
笑和人性化关怀却能让病人树立起
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

还没来武汉时，童莉就听前期
队员说过，很多新冠肺炎病人情绪
不稳定。由于身体的不适、长时间
的隔离、反复转院，以及对这种前
所未有的病毒的恐惧和没有家属
陪伴引发的思念孤独感等，往往造
成病人的情绪低落，表现为急躁、
沉默不语或郁郁寡欢，心理问题突
出。这样会严重降低病人的抵抗力
和治疗信心！

发现患者普遍存在以上问题
后，童莉带领护理人员寻找河北医
疗队的独特温暖方式，果断将护理

工作重点转移到对患者的心理及
情绪疏导上——加强护理人员和
患者的沟通及交流。

她要求护士们一定不要“哑巴
操作”，要多跟病人交流，在护理过
程中主动了解病人的感受及家庭
状况。

童莉要求，每一名责任护士每
班次必须保证与患者进行不少于
十分钟的交流。还详细列出了与患
者沟通中护士必须传达的信息：病
人较关心的检查情况、目前血压如
何、下一步治疗计划以及哪些指标
在逐渐好转等，“不仅要清晰准确
地告知，还要做到通俗易懂、平易
近人，对患者的问题或需求必须及
时回应和解决。”

因为这个暖心的举措，河北省
医疗队的护理人员得到了患者的
高度赞誉，“感觉河北省医疗队的
医护人员跟我们的距离非常近。病
毒传染性很强，但护士每天都会静
下心来跟我们近距离沟通，关心我
们吃的怎么样、有什么需求……”
患者写来了很多类似的表扬信，饱
含真情，令人动容。

严格按照传染病救治要求快
速建起的雷神山医院，分内走廊和
外走廊，医护患所待区域都是严格
划分开的。外走廊内装有窗户，病人

可以在此驻足，观看外面的天空、景
色，以及在医护人员规定时间内进
行一些活动。该走廊的门从外面锁
住，只有医护人员才能打开。

为进一步改善患者心理，给他
们更多温暖、鼓励与信心，利用这
片区域，童莉建起了文化墙。

“文化墙上有温暖人心的图画
和鼓励性话语，有保健知识、八段
锦和呼吸操的图解等。虽然病人不
能随时出入，更不可能全部站在那
里细细观赏，但却可通过这种方式
显著活跃病区氛围，缓解他们的心
理压力。”

不仅患者有文化墙，童莉也为
医护人员建立了属于他们的文
化墙。

“我们将医生、护士，以及他们
孩子、家属等画的画、写的字统统
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做成祈福、祝
愿墙，以此鼓励医护人员做好防
护、安心工作、全力以赴、早日凯
旋！我要让队员们知道，家里人在
等着盼着他们的归来，所以千万不
可以生病，不能倒下。”

这是文化墙，更是心理寄托。
早晨六点多钟，天刚蒙蒙亮，

还有几颗星星在天边眨眼睛，太阳
沉睡在梦乡里。新的一天又开始
了，新的战斗又打响了。

开往中南医院的402路公交车
上，一群白衣天使们士气高昂地唱
起了《我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等歌曲。

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
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
和我诉说
……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
嘹亮的歌声在略显空旷的车

厢中回荡、碰撞，在寂寥的武汉街
头漫步、徘徊。歌声有些跑调，引起
一片欢笑。

在去公交站的路上，在公交车
上，童莉经常组织护理部的兄弟姐
妹们唱歌，凝聚人心，提振士气。

医疗队给每一名成员下拨的
物资，像提供能量的巧克力和牛肉
干，还有饼干、奶粉和橘子，童莉自
己从来不吃，全都分送给队友了。

来武汉支援的队员，有些因为
走得比较急，带的东西不是那么齐
全。有人给童莉打电话说没有鞋穿，
她干脆地回应道，“没事，我给你解
决。”她怎么解决？她把发给她的拖
鞋也好，布鞋也好，都送给人家。

为了联系方便，她自费为医疗
队队员们定制精美的通讯录……

有个治愈病人给童莉寄来一
封“寻人启事”，其中写道：那个让
我无比信赖的人我不知道她是谁，
只知道她叫“红袖带”，请帮我找到
她，并替我感谢她对我们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照顾。童莉则回复：你说
的应该是中南医院隔离病区第五
小组护士长王岩。不用客气，这是
我们每个“红袖带”应该做的。

胳膊上佩戴“红袖带”，代表着
她是病区护士长。病区护士长统揽
病区全局，负责病区班次安排和人
员分工、督导护理工作落实、医护
患沟通、对外协调联络和感控消毒
等工作。由于医疗队成员来自不同
的医院，穿着防护服时大家几乎谁
也认不出谁，给工作带来不少麻
烦。“红袖带”方便了医生、护士和
病人辨认出护士长。

“红袖带”的创意和发明人童
莉说：“护士长经验丰富，职责重
大，应该做一个标志让她们好被辨

认出来。当时我有了这个想法后，
就地取材，找了个红塑料袋给护士
长戴上，效果特别好。后来中南医
院的同仁又帮我们找来了红布条。
我觉得红色在咱们老百姓心中是
个喜庆色，寓意着平安顺利，同时
也代表着一份责任。我们一定会不
辱使命，早日凯旋。”

啊，红色，是多么美丽的颜色！
它象征平安，寓意吉祥。护士长系
一根红袖带的做法被迅速推广到
各个病区。

在完成了对中南医院十八天
的支援任务后，受上级指派，河北省
第七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又转战至雷
神山医院，在那里工作了十六天。

红袖带与护理组一路紧紧相
随，共同奋战。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一
根根红袖带，是吉祥物，是主心骨，
彰显着责任，彰显着勇气，像一面
面旗帜引领着护理团队，凝聚起了

抗疫的河北力量……
“童主任你太神了，这花是从

哪里找来的……”“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到来之际，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四号楼十四楼西病区的女医
护人员和十七位女患者都收到了
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女神
节”花束，大家无不喜出望外。

不仅有康乃馨，还有许多做工
精巧的手工绢花，都是童莉大费周
折自己花钱搞来的。

为什么要买花？
因为今天是姐妹们和战友们

的节日。童莉相信，鲜花能带给人更
大的鼓舞。不是吗？为了增进医患感
情，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团队的温暖
与关爱，为了把大家更好地凝聚起
来，为了战胜病魔，早日打赢这场艰
苦卓绝的抗疫战争，一切都值得。

阳春四月，暖阳高照。鸟语花
香，百花绽放。

像北飞的雁阵一样，童莉和她
的护理队从武汉归来了。他们是河
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撤离武汉的
最后一批。

离鄂前，他们坚守在武汉雷神
山医院，站好了自己的最后一班
岗。用勇敢的行动践行了自己作为
一名医者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
和庄严职责。

雷神山医院冯毕龙主任和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黄桂玲主任深深
记住了童莉，记住了这位曾经和自
己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一提起童莉，冯毕龙主任掩饰
不住内心的喜欢：“童莉给大家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很热情，有头
脑，思路灵活，尤其善于做团结工

作，浑身散发着正能量，特别能影
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我觉得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护
理管理者和护理专业人员的非常
好的典范！”这是黄桂玲主任对童
莉，对这位令她印象深刻的战友的
真挚赞扬。

2020年令人终生难忘。一批批
医护人员纷纷践行着他们的使命，
毅然逆行、护佑生命。

我仿佛看见，童莉正率领着她
的护理队努力前行着，他们的步履
是那么匆忙，眼神却是那么坚定。

紧紧系在他们胳膊上的红袖
带，跟随他们的步伐一起起伏跳
跃，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是那么
醒目、鲜亮，那么娇艳，那么温暖人
心……

（本版图片由童莉提供）

她是一团火

她啥难题都能化解

飘动的红袖带

童莉童莉（（右右
二二））发动全院发动全院
护理人员积极护理人员积极
请战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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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莉在抗疫工作中童莉在抗疫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