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大年初三。当天的清晨5：10
天还没亮，东航的年轻机长陈兔良就蹑手蹑
脚地起床了。15分钟后，他对镜检查着装是
否规范准备出发。5：30，只见一个身着大衣
的精干身影拖着飞行箱，轻轻关上家门奔赴
机场，即将执行兔年的第一个航班。这是一
位与兔年有着特殊缘分的机长，不仅因为名
字里有兔，他还是兔年出生。所以本命年的
陈兔良也被同事们开玩笑地称为“兔机长”。

5：50，陈兔良到达空勤楼机长停车场。“就
这一两个月，航班一下子就多起来了，车位都要
满了。这里的好多车都是人飞出去没回来的，
好些是驻外飞行，一出去就是三四天。”他对记
者说。对于这些机长来说，春节连续三四天不
能回家是很正常的，此前，陈兔良也连续四天在
外执行飞行任务，除夕夜里到家，初一初二休息
了两天，初三开始又要连飞四天。

做完一系列的航前准备工作，等待机组

车发车时陈兔良手机响了，听筒传来一个奶
声奶气的声音。“爸爸爸爸，你看看你口袋里
有啥？”陈兔良掏出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戴
着飞行帽的兔子。他腼腆一笑，说两个女儿
特别可爱。小女儿刚刚3岁多，很粘他，因为
这三年航班少，他就有很多时间在家，除了学
习和锻炼，就是陪孩子。“有得有失吧，大女儿
就可怜了，她小时候我老在外面飞，都没怎么
陪过她。”今年36岁的陈兔良虽然是一名年
轻的机长，但从2011年开始飞行到2017
年成长为机长，已经飞行了8583个小时，完
成2512次起降操作。

在陈兔良看来，作为机长，最重要的是沉
着冷静，应对各种情况忙而不乱。在飞机驾驶
舱，围绕着飞行员上下左右有数百个按钮，即使
一次常规的飞行，也需要操作200多个按钮。
一旦出现小偏差，都需要飞行员及时纠偏，确保
飞行安全。“今天满客满载。他们回家团圆也

好，旅游也好，作为飞行员，把每一位旅客安全
准点地送达目的地，我就感到很快乐。”陈兔良
一边查看电子飞行包里的舱位数据一边说。

刚刚过去的三年受疫情影响，民航陷入
持续低迷。如今，疫情防疫进入新阶段，尤其
是今年春节假期，人们被压抑的出行需求极
大地释放出来。“飞行员飞行员，就是要飞行
嘛，终于可以好好飞了！”陈兔良的眼睛里闪
着光。与飞机整天起起落落相比，航班少的
日子，给了飞行员以及民航其他工种更多的
培训时间。“我们飞行部一直在抓培训，线上
线下各种，安全大讲堂经常开。最近和好多
副驾驶飞，随便问什么问题都难不住他们，感
觉他们的肚子里装的都是知识。”

冬日渐暖，春暖花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在
民航人看来，熬过三个冬天后的“春天”也来
了。对此，陈兔良充满了信心。疫情三年，从
抗疫驰援包机、复工复产包机到赴海外“拼经

济”包机，到如今航班恢复常态，陈兔良在自
己的飞行小时数据里也看到了整个国家经济
运行的上行线。

和陈兔良一样，东航当天共有4226名飞
行员、7896名客舱服务人员、1996名空保人
员、4190名机务人员、498名运行人员、6494
名地面服务人员、8814名营销和保障人员依
然坚守岗位，护航春运旅客的幸福之旅。

记者了解到，今年新春，东航航班量实现
恢复性增长，东航计划投入的客运座公里运
力资源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87%。春节7天，东航计划执行航班约1.8
万班。与此同时，国际航线逐渐多了起来。
1月8日至31日，东航计划执行国际航线
43条，同比增加22条，计划执行国际航班
400班次，同比增加220%。

通讯员 寇灵楠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每到春节，人人都有乡愁，家家都想团
圆。但在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有这样一
个团队，他们是春节坚守岗位的“不归人”。
面对生命的托付，他们毅然无怨无悔地扛起
这千斤重担。因为他们不仅是人们口中的
白衣天使，更是人世间离死神和生命曙光最
近的那群人。

“爷爷，我们一起跨年啦！恭喜你又大
了一岁，争取康复出院，活到120岁呀！”

“争取！”这位90多岁的老人眼含泪光
地与为他翻身的护士一起许下新年的愿望！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护士袁欢告诉记者，今年是她在这个
科室的第五年，除了有一年生孩子，其余四
年的除夕夜都是在科里与值班的同事和患
者一起度过的，她说自己是南京姑娘，能用
自己的力量来守护这座城里人的健康，很有

成就感！
“我一般早上7点就到科室了，赶在8

点钟交班前所有床位走一遍，看过才放心！”
重症医学科ICU护士长曹晶晶是一位徐州
姑娘，她告诉记者，今年是她从事护理工作
的第13年，春节在岗的第12年。

在重症医学科，护士工作相对显得更为
繁重。因为这里的患者都是急危重症且需
进行高级生命支持的患者。因为疾病的特
殊性，突发情况就很多，医护人员随时都要
做好抢救的准备，护士们都要随叫随到。

“很多年轻的护士在家还是个孩子，也
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但是在 ICU，她
们不怕脏不怕累，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
我真是打心眼里挺佩服的！”曹晶晶说，“刚
工作的时候，我每次看到患者过世，情绪也
会很差，有时也会跟着家属一起流泪。但
是现在能够更勇敢地去安慰家属，这是一
种成长，而不是麻木。我时常告诉自己，也
告诉身边的青年护士，能陪伴老人安详地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坚守在岗位上的动力就
是每一次抢救回患者的感动，也有一种深
深的成就感！”

曹晶晶介绍说，自疫情防控“新十条”
实施后，对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来说，更
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收治的需要插管上呼
吸机的患者几乎达到100%，有创通气，俯
卧位通气⋯⋯科室工作量比平时多了好几
倍。但是病毒并没有对医护人员手下留
情，高热、剧烈咳嗽、“刀片嗓”等症状在他
们身上并没有比普通人症状来得轻，反而
因为带病上岗、长时间佩戴N95口罩、难
以充分休息，他们每个人的症状都好得相
对较慢。

新的一年，她希望患者都能康复出院，
疫散安澜，春暖花开时，大家都能有更多的
时间看看周边的风景，陪陪家人。

通讯员 杨璞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春节假期，当很多人走亲访友、万家团
聚之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务人员却
从未停止忙碌的步伐，问诊、扎针、手术⋯⋯
一切照常。

春节在岗默默坚守

“不看朋友圈的话，实在不知道今天是
大年初一。”该院老年科主治中医师李慧家
住泰兴，已经四年没回老家。记者采访时，
她正在请皮肤科的医生会诊。从大年初一8
点钟接班，到大年初二10点，26个小时过去
了，李慧还丝毫没有结束工作的意思。

在老年科，很多医护人员都是“春节不
归人”。前几年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今年是
因为病区患者多，很多病情危重的高龄老人
都留院继续治疗。李慧介绍：“患者抗原体
检测已经转阴了，但‘心衰、呼衰、脑功能下
降’等基础病却再次显现。加上老年患者病
情比较复杂、言语表述不清楚，需要医护人
员细心发现患者的不适症状并及时处理。”

护士长孙爱云一直和大家坚守岗位，除
夕、初一、初二，连续多年都没有回家过年
了。孙爱云说，翻身、拍背、吸痰，护士们根
本就停不下来，有些老人呼吸衰竭，没有咳
痰能力，气道护理任务繁重，需要时时观察，
频繁吸痰护理。

随叫随到争分夺秒抢救病患

“接到电话，我立即奔到医院，家里人都知
道我工作的紧急性，也习惯了我因抢救患者而
随时离开。”大年初一上午11点半，普外科主任
医师周松阳和副主任医师袁超就站在手术台
上，为70多岁老人展开了脾脏切除术。

老人在家上厕所时不慎摔倒，不幸的是
正好撞到了马桶盖上将脾脏摔破，出血
3000多毫升。“人体内的血液一共才5000
毫升，如果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险。很
快，我们就完成了各项术前准备工作，麻醉

科副主任医师刘向荣、住院医师邓舵已到
位，手术室护士长吴乔从血液科取到了充足
的血液制品。”周松阳说。

“争分夺秒，抢救生命，每次投入工作，
就如打仗一般。”手术后，他和同事们都松了
一口气，对于大家而言，当病人送到医院，医
生的世界就只有治病救人一件事，哪里有什
么假期的概念。

新年新生值班加班已是常态

“哇哇哇！”随着一声声清亮啼哭，大年
初一凌晨3：51，妇产科迎来了第一个“兔宝
宝”。小男孩3555g，白白胖胖，异常可爱。

今年除夕，妇产科副主任中医师张蕾和
主治中医师周文娟值班，这一值守就要连续
24小时，“没想到比平日里更忙碌，24小
时，就连续见证了三位宝宝的降生，就连初
一早上4点多，还有产妇出现宫缩情况，来
办理住院。我们立刻为她开医嘱、写病历、
观察产程、全程胎心监护。”

作为妇产科的医务工作者，值班加班是
常态，也是工作的日常。大家认为，虽然不
能和家人团聚，但新年遇见新生是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 通讯员 杨萨飒 罗鑫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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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机长”兔年首个航班满客起飞

春节在岗12年，为生命守岁 春节不归坚守“医”线 全力以赴护佑健康

医院供图

医院供图

机长执飞自己的新年第一个航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