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身前倾，双臂伸直，垂

直向下用力，按压时要注意节

奏， 跟 着 我 数，01、02、03

……”傍晚，长沙浏阳河边的

急救小摊上，熊亮全神贯注地

引导着一位青年进行心肺复苏

的规范流程，围在小摊周围的

市民认真看着示范操作，生怕

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细节。

自 6 月 15 日起，每个周五、

周六、周日的 19 时 30 分至 20

时 30 分，熊亮都会在长沙市开

福区双拥路科大佳园北苑门外

50 米处的浏阳河堤岸景观台支

起“急救地摊”，免费教授市民

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和海姆

立克急救法等，至今已坚持了

59 次。

筹备两年才支起“急救地摊”

熊亮是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一
名副主任护师，工作初期就投身

于院前急救工作，熟练掌握了各

项急救技能。早在两年前，熊亮

就有了“急救摆摊”的想法。

“有次参加孩子幼儿园活动，

消防队来开展急救知识培训。课

上，消防员询问谁能上台演示，

很多家长因缺乏实操经验而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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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医生兼职解压：白天做手术救命，晚上送外卖暖心
作为一名年轻外科医生，繁重的学习任务、年龄增长的焦虑时

常困扰着王麦（化名）。为了放松，又因为喜欢骑车，王麦选择在

业余时间送外卖。在王麦眼里，外卖员们就像穿梭在城市“毛细血管”

里的“红细胞”，将养料输送到各个角落。送外卖路遇的一切，已

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年 11 月，王麦骑电动车送外卖，跑

了 20 公里，挣了 110 元。

王麦不仅是“红细胞”，更是治病救人的“白细胞”。三年来，

他的骑手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而在医院，他工作的手术间已成为

同事们的“网红打卡点”。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任弯湾

女护士摆“急救地摊”：不卖货，免费教本事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粟思

当救治病人的“白细胞”，也做活跃城市的“红细胞”

第一笔订单超时被罚款
2021 年，王麦结束学业回到

长沙，入职了一家三甲医院，在

繁重的临床工作外，他还有众多

科研任务。学习、工作叠加生活

压力，王麦一度情绪非常低落。

 一次下班路上，王麦发现

有 位 外 卖 员 骑 车 走 着“S” 形

路 线， 看 起 来“ 蛮 解 压 的 ”。

王麦爱好骑车，想体验些不同

的生活，于是萌生出业余时间

骑车送外卖进而放松紧绷神经

的想法。

事与愿违，注册骑手时，王

麦遇到了问题——一家外卖平台

需要王麦每周工作 5 至 6 天，否

则不予通过。

每周固定有两天手术日的王

麦感到很为难：手术经常从早做

到晚，平常还要忙于查房、写病

历、做实验、写文章，空闲时间

实在不多。

 2021 年中秋节前后，一家平

台骑手紧缺，这里不要求每天上

班，于是王麦成了他们的骑手。

就这样，王麦接到了第一笔订

单：从超市取货，送到大学宿舍。

王麦爬 上宿舍六楼后，敲门无

人应答，便将东西放在门口后离

开。几分钟后买家打来电话，“我

回看订单才发现送错了位置，要

求送到北院，我给送到了南院”。

王麦送的第一笔订单，因超时而

被罚款。

送外卖的解压体验
 那年中秋节后，骑手们逐渐

回归岗位，王麦也被要求参与培

训，“穿制服正式上岗”。

在培训场地，王麦与二三十

位年轻人一起听课，学习骑手工

作如何开展、骑手等级制度。身

边的“同行们”尽管年轻，但经

验丰富，有的还教他如何在几个

平台同时接单。

通常来说，晚饭饭点是外卖

高峰，订单则五花八门。因为送

外卖，王麦去了很多从前根本没

在意过的地方。

加入骑手群几个月后，王麦

发现约有一半群友离开了这个行

业。今年 10 月，他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的名为“临床牛马送外卖

有限缓解焦虑”帖子火了。评论

区有人留言：“好小众的赛道，白

天治病救人，晚上化身暗夜骑士，

酷”，也有人质疑“病史补完了吗，

疑难病例讨论整理好了吗”……

很多年轻的医学从业者在社交媒

体上向他倾诉心声，而在与网友

的交流中，他不再感觉内耗。

虽然每个月只有几个空闲的

周末送外卖，但王麦遇到了很多

趣事。他曾经接到一笔鲜花订单，

路过银盆岭隧道时违反交规被交

警拦下。“我当时刚好拿到博士后

的工作证，就对交警说送外卖是

为了研究外卖员的心理状态、血

压和精神压力……”没想到，交

警还贴心嘱咐他“注意安全”。

受 动漫《工作细胞》启发，

王麦把外卖骑手比作城市里的

红细胞：顺着城市“毛细血管”，

将氧气（各种物资）供应至城市

的各个角落。

王麦说，自己是偶尔做红细

胞，更多时候还是“白细胞”——

白细胞能抗菌感染，具有吞噬和

防御等作用，恰如他医生的职业，

以治病救人为天职。

 12 月 7 日，王麦也更新了社

交媒体信息：恰逢母校（中南大

学）校庆，特意接了几单送往校

园的订单，还在一块印有学校所

有毕业生名字的姓名板上找到了

自己的名字。

“迎着风、看着芙蓉路两侧

金黄色的银杏树向目的地飞驰的

感觉，真的很爽！”尽管送外卖

的体验并不能完全解压，但王麦

还是决定继续送下去。

答，最终只有我上台示范。”这

件事对熊亮的触动颇深，她开始

思考是否可以通过摆摊教学的

方式，让更多人掌握急救技能。

今年 6 月 15 日，熊亮决定迈

出这一步。

熊亮的“急救地摊”看似简

陋，却五脏俱全：两盏明亮的大

灯，用于照亮；一个醒目的易拉

宝，展示着急救知识要点；一个

专业的急救练习模型，便于实操

练习 ; 一块瑜伽垫，让市民练习

时跪着不腿疼；扩音器是为了让

讲解更清晰地传达到每一位参

与者耳中；露营车则方便携带和

收纳各类物品，如风扇以及纱布、

酒精棉片等医疗辅助用品。

“心肺复苏按压的力度要多

大？”“如何判断按压是否有效？”

教学过程中，不少市民说，原本

以为急救方法看看视频就会了，实

际操作起来却有不少疑惑。熊亮

说 ：“实操过后大家都觉得只学习

急救理论是不够的，这样实践操

作后心里有底气了，以后遇到需要

心肺复苏的人也能伸出援手。”

省内外朋友在当地联动摆摊

在这几个月的教学实践中，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掌握急救技

能，熊亮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巧

妙地将专业的医学知识，如人体

生理结构、急救原理等，通俗易

懂地讲解给市民听。

在教导心肺复苏的按压动

作时，对于胳膊须伸直以保证

垂直向下用力这一要点，很多

市民难以掌握。熊亮比喻道：“大

家想象腋窝里夹了一个珍贵的

东西，此刻你肯定不想让它掉

落，所以要把腋窝夹紧，这样

就能让身体和肢体形成一个稳

固的整体，力量也就能够垂直

向下传递了。”通过这样形象生

动的引导，市民能更轻松地领

悟动作要领，从而更好地掌握

急救技能。

参与急救技能学习的人群

里，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其中有

一位老人令熊亮印象深刻。那

位老人头发全白，看上去 70 多

岁。当进行心肺复苏练习需要跪

到地上时，尽管行动不便，老人

家还是坚持认真练习。

在熊亮的影响下，身边的同

事和朋友也纷纷加入公益摆摊的

队伍。“有同事在贺龙体育馆附

近公益教学，邵阳、汨罗甚至浙

江等地的朋友也开始摆起了‘急

救地摊’，江西也有朋友在筹备

当中。我们还建了一个‘急救地

摊公益示范联盟’群，大家都觉

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队伍能越来越大，从而帮助

到更多人。”熊亮满怀期待地表

示。

冬天来临，户外摆摊不太方

便，熊亮说，她积极与长沙图书

馆取得联系并沟通相关事宜，市

图书馆不仅全力配合，还精心制

作了一块宣传牌。熊亮将在长沙

图书馆进行急救教学示范，在冬

日持续传递急救技能与温暖。

截至目前，根据纱布等学习

材料的使用数据，有 12000 多

人次在熊亮的地摊上学习了急

救知识，约 2500 人次实操过胸

外按压，500 多人次练习了人工

呼吸。熊亮表示 ：“急救操作要

经常练习，希望能有更多人自发

自愿地加入到学习急救技能的

行列中来，怀着一颗大爱之心，

在他人需要时能给予帮助，使

更多生命在面临危险时能得到

及时救助与守护。”

熊亮（左）正在教授市民急救技术。受访者供图

半年时间，有 1200 余人次学习“救命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