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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时分，位于晨曦路的乐清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里，一场生死时速正
在进行——

“免提打开，按我说的做。”指挥中心
调度室里，值班调度员阮安奇对着耳麦，
快速而清晰地说。刻不容缓的语气让人
意识到，正在进行的对话非比寻常——
电话那头是一位着急的妈妈，因为孩子
异物卡喉昏迷，她抽泣着拨打了 120 求
救电话。

阮安奇是85后，在这个岗位工作已
9年。在乐清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共有
10 名调度员，他们办公桌上的电话线，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是一条生命线。

为提高施救效率
常和同事家人“对练”

文章开头的情景，是阮安奇不久前
经历的一次线上急救。近日，我们在乐
清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室里见到阮
安奇时，回忆起这番场景他仍心有余悸。

那晚，接到求救电话后，阮安奇迅速
用急救指挥平台定位，并调度最近的救
护车赶往求助者的住处。阮安奇知道，
黄金救助时间只有10分钟，等不起！“一
些症状的急救，最开始的几分钟至关重
要，此时可采用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
法等。但在救护车抵达之前，能施以援
手的只有病人身边的人。”阮安奇说，打
急救电话的一般是家人，情绪不太稳
定。其实 120 调度员同样着急，但作为
能提供急救帮助的人，调度员无论多么
着急，都必须保持冷静。

派出救护车后，阮安奇又给那位焦
急的母亲回拨电话。情况紧急，阮安奇
把要点浓缩成一个个精准的词汇，指导
对方采取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要趴
着！”“头低、屁股高”“手掌肉最多的地
方，用力拍”⋯⋯

紧张的气氛似乎让时间变得格外漫
长，“哇⋯⋯”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一阵孩
子的哭声。“孩子把东西吐出来了，太谢
谢你了。”阮安奇听到电话那头的反馈，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那就好，那就好，一
会儿你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安心些。”
嘱咐完，阮安奇按下了挂机键，在平台上

说明原因，取消了派车指令。
阮安奇能够在紧急情况下熟练地开

展在线急救指导，离不开平时的反复演练。
为了提高施救效率，阮安奇经常和

同事、家人“对练”，把急救要点尽力用最
精简的语言表述给他们听，看他们能不
能听懂并且按指令还原急救动作、还有
哪里需要改进。“练得太多，大家现在都
对相关的急救操作很熟悉，想再找个陪
练的人都很难了。”阮安奇说。

习惯争分夺秒
闲聊都是惜字如金
坐在阮安奇的工位边，趁着没有接

入电话的间隙，我们开始了采访。面对
提问，阮安奇回答总是很简短，似乎不太
擅长交流。

“铃”的一声，有报警电话打进来
了。头戴耳麦的阮安奇迅速按下接听
键：“你好，120，请讲。”

“他并不是不擅长交流，而是放心不
下，在等电话呢。”坐在一旁的同事、和他
搭档多年的调度员郑安平轻声告诉我
们，“你看他一工作，就能顺畅交流了。”

“孩子多大，什么症状，用过什么
药？你在哪里？”阮安奇抛出一个接一个
的问题，与此同时，他的手一刻也没停，
快速敲击键盘记下了报警信息：6 周岁、
40 摄氏度高烧、惊厥，已经服用退烧药，
位置在柳市凌云路。

为了缩短送医时间，阮安奇一边了
解孩子症状，一边通过电脑系统将孩子
的情况发送给地图显示最近的乐清市第
三人民医院急诊室。挂断电话时，乐清
市第三人民医院已经准备好出车，整个
报警处理时间不超过2分钟。

“根据规定，在报警电话拨入的 10
秒 内 接 听 ，这 样 的 摘 机 率 要 求 达 到
95%，两分钟内派车率要达到 98%。在
调度环节提升效率，能为报警人尽可能
争取急救时间。”阮安奇说。实际操作
中，调度员的操作速度通常会更快。阮
安奇工作台上的显示屏，记录了他刚才
的摘机时间：4秒。

争分夺秒，已经渗透到阮安奇的生
活中，“甚至闲聊时，他也习惯用最简短
的语言，好像嫌说完整句话浪费时间。”
同事们打趣道。我们采访的当天，整整
一上午，阮安奇没有起过一次身，水杯在

工作台上甚至没有挪过位置，之所以有
这些习惯，都是为了“以防万一”。

然而，阮安奇也有“啰嗦”的时候，报
警人对关键要素没有说清楚，他就会一
直追问，例如人在哪里、什么症状、是否
需要派救护车。“只有问清楚这些最基本
的问题，才能有助于救援力量迅速到达、
精准处置。”阮安奇说。

阮安奇说话非常理性，但在同事们
眼中，他挺着急的——总是担心车派得
不够早，救援力量到得不够快。“完成派
车后，他总会再次联系报警人，或者是在
线指导急救，或者是交代急救车到达前
的注意事项。”郑安平告诉我们。翻看阮
安奇的电脑通话记录，果然如此，几乎每
个报警电话之后，都有多个回拨电话。

看地图+实地踏勘
脑子里如有定位器

“一个人晕倒了，在一个桥底下，旁边
有个核酸检测点。”临近中午，急救电话再
一次响起，被值班室的另一名调度员“秒
接”。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是
一个路人发现有人晕倒，拨打了120。

为了方便群众进行常态化核酸检
测，乐清在城区设置了 163 个常态化核
酸检测点，仅凭“桥底下”“核酸检测点”
这两个关键词，判断位置也未免太难
了。接电话的调度员只能再次询问报警
人具体在哪个区域。

在询问报警人的同时，那位调度员
的目光转向一旁的阮安奇。阮安奇立即
在电脑上打开地图，结合报警人提供的
关键词，他作出了提示：“是不是在飞云
东路胜利路口的 24 小时核酸检测点？
它恰好在高速路高架桥边。”

过了片刻，电话那头的报警人经过
一阵问询，传来了兴奋的回应：“对！”

仅凭两个关键词就能精准定位，阮
安奇的脑子里就像装了定位器。其实，
这样的功夫，和他日常扎实做功课密不
可分。平时，在等待来电的间隙，阮安奇
常常会仔细观察乐清地图，看一看道路，
记一记地名。此外，阮安奇还会实地踏
勘。在地图上看过的地方，不上班时，他
还会专门跑过去，看看周边的环境，记下
有特色的标志建筑。久而久之，在阮安
奇的脑海里就形成了一幅精准、动态更
新的乐清地图。

如今，急救指挥中心进行了系统升
级，阮安奇和同事们有了“线上定位助
手”，一部分报警电话拨通后，电脑就会
自动显示距离最近的可用急救车以及联
络方式，大大提高了效率。

“这是有力的辅助手段，但我们不
能因此忽视定位的技能。”阮安奇说。
在乐清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每周都会
开调度员碰头分析会，分享新近遇到的
问题和好的解决办法。在会上，阮安奇
总是办法很多。例如，他提出：遇到年
轻报警人，可以为他们的手机号码推送
主动定位短信链接，只要点一下就能反
馈位置；遇到老年人，就请他们描述标
志建筑或者让他们把村社名字报来，调
度员联系村社干部来定位⋯⋯这些阮
安奇尝试过的方法，现在都成了中心调
度员们广泛运用的操作。

阮安奇说，希望通
过自己的工作，帮助更
多人对急救有进一步的
认识，并掌握一定的急
救知识，这也是他的努
力方向之一。

乐清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员阮安奇的工作如同上演——

电话线上的生死时速
本报记者 周琳子 通讯员 黄琼娜 共享联盟乐清站 胡 帅 汪 洋

共富路上带头人

演讲比赛，说出对老师的敬爱；教师
拆盲盒，开启“独一份”的节日惊喜⋯⋯
最近，为庆祝第 38 个教师节，江山中学
开展了不少有趣的活动，校长夏飞华也
兴致高昂地参与其中，再次体会到当老
师的幸福。

活动一结束，他就马上召集大家对
今年的高考进行复盘，总结经验教训，对
新一届高三教学提出新想法。

宽严结合、张弛有度，夏飞华坦言，
这样的管理理念最初是受到了杭州学军
中学的影响。

2016 年，在“山海协作”的大背景
下，江山中学与学军中学携手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合作。6 年间，学军中学教师
定期来校送教，常态化开展互访交流、课
堂观摩、专家讲座等活动⋯⋯越来越多
的当地学生享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师
生们的视野也因此更加宽广。

山海相拥，为这座小城的未来播撒
下希望。

山海牵手
把名校师资请进来
不久前，江山中学举办新一届高三

启动仪式。讲台上，被清华大学录取的
“学军班”同学徐欣怡与学弟学妹们分享
着学习经验；台下，夏飞华的思绪被拉回
到了2016年。

那是江山中学第一届“学军班”开
班仪式，夏飞华清晰地记得，110 名优
秀学生从他手中接过了录取通知书。
按照合作协议，学军中学每学期都会派
教师给“学军班”授课、做讲座。山海
携手，成绩斐然。2019 年至今，每一届

“学军班”都有人考上清华或北大，扭
转了江山中学此前 8 年无人考取“清
北”的尴尬局面。

“考上‘清北’不仅是学子的期盼，也
为我们这个生源和师资力量薄弱的县中
树起了一面旗帜。”夏飞华告诉记者。

上世纪 90 年代，江山几乎年年有
本地学生考上“清北”。但近年来，由
于 优 质 生 源 和 部 分 优 秀 教 师 流 向 大
城市，江山中学的整体教学成绩出现
滑坡。

2014 年，夏飞华担任江山中学校
长。恢复学校昔日的荣光，不辜负江山
百姓的期望，成为他的目标。山海协作
就像一场“及时雨”，浇灌在这片渴望水
分的土壤中——江山中学不再为师资短
缺发愁。

今年5月，学军中学副校长、物理金
牌教练方润根为“学军班”同学带来了一
场“干货满满”的讲座。自 2016 年江山
中学和学军中学建立多形式合作运行机
制、实现优势教育资源互补互促以来，类
似的交流、讲座就没有停过。

此外，今年1月的高考首考结束后，
每天下午 3 时至 5 时，江山中学的高三
学生都会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和学军中学
学生一起上语文和数学课。夏飞华说，
江山中学从这样的联动中获益颇丰，整
体教学水平明显提升。

“学军中学的老师经常会给出一些
不同寻常的解题方法。”今年从“学军
班”毕业的华康益至今还会为视频课堂
上学会的一道数学题解法叫绝，“经过
学军教师的点拨，我体会到精妙的数理
思维。”

树立标杆
让教师更有“饥饿感”

远程连线、实地集训虽然大有裨益，
但终究不能涵盖所有学科和学生。在夏
飞华看来，若要彻底补足师资水平，必须
锻造一支向学军中学看齐的教师队伍。
为此，他身体力行，与学校老师一起去杭
州观摩课堂、讨教经验。交流频繁时，他
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杭州。

密切的互动给夏飞华带来了深深的
触动，学军中学前任校长陈萍就给他留
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天中午，他
去学军中学拜访，发现陈萍和其他教师
在会议室里边吃盒饭边开会，“她就像一
个陀螺，永远停不下来。”

作为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夏飞华的敬业在江山是出了名的。“每天
早上不到7时，夏校长就会赶到学校，经
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去，老师在、学生在，
夏校长就在。”江山中学年轻教师叶莲军
这样评价。

然而，当夏飞华看到陈萍“对教育事
业的热情和干大事的劲头”，依然“自愧
不如”，同时他也迫切希望江山中学的老
师们能转变安于现状、按部就班的状态，
向学军中学的老师学习。

短期锻炼、师徒结对⋯⋯通过山海
协作搭建的桥梁，江山中学的年轻教师
从思想到行动都逐渐发生了变化。现
在，数学教师徐丽峰在课堂上会用更多
生动有趣的例子来吸引学生，化学竞赛
教练黄鹏也开始尝试宽严结合的执教风
格，这些都是他们向学军中学“取经”的
成果。

夏飞华告诉记者，现在老师们不再
满足于做到本地最好，而是有了“饥饿
感”，更加谦虚好学。

这一点在竞赛培训中尤为明显。
2020 年 1 月，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

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
基计划”），此举为基础学科拔尖、有竞
赛经验的学生走进名校拓宽了路径。
过去，江山中学一直没有建立完备的学
科竞赛体系，每一届的数、理、化、信息
竞赛师资都不均衡。从学军中学学习
归来后，夏飞华带领理科教师进行了整
体规划。

“学军的竞赛训练规模大、成体系，
对资源有限的县中来说不适合直接效
仿。”黄鹏说，所以他们走小规模、精细化
的路子，每年重点培养不超过10名化学
竞赛生，通过细水长流式打磨，力争3年
内见成效。

去年，有一名江山中学学生因为
获得化学奥赛省一等奖，通过“强基计
划”被上海交通大学致远班录取；前几
届学子中，也不乏获得数学、信息学奥
赛全国一等奖被保送清华、北大的优
秀者。“竞赛训练不仅能帮助学生提升
高考成绩，也为学生考入名校开辟了
新路。”夏飞华说，“有学军中学这样的
强校作标杆，我们目标更明确、干劲更
足！”

拓宽通道
帮助学生发挥天赋
以前，夏飞华多少有些“唯分数论”，

一心想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但看到学
军学子在不同场景下展现青春风采：竞
赛课堂、模拟政协、足球基地⋯⋯他逐渐
读懂了“人才”二字的宽泛性，开始有意
识地为音、体、美等方面有天赋的孩子进
一步拓宽升学通道。

今年，江山中学的体育特长生朱杨
琪成功保送北京体育大学，她还有一个
身份——钢架雪车国家队成员。2016
年，朱杨琪作为跳远项目的体育特长生
被江山中学录取。2018年，得知国家体
育总局在沈阳为冬奥会海选运动员后，
江山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童俏鹏带着朱
杨琪参加选拔，最终成功入选。

“学军的教育理念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窗。”夏飞华告诉记者，除体育外，还有
主持、编导、美术等专业都需要学校提前
督促学生准备校考，如果成绩优异，一样
可以把学生送进“985”“211”高校。

学生的眼光也在点滴浸润中更加长
远。2017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教授武永卫来到学军中学做讲座。
会后，时任校长陈萍邀请他去江山中学
再讲一场。两小时内，武永卫介绍了计
算机领域内的相关研究，鼓励江山中学
学生报考清华，投身计算机事业。

这场讲座让夏飞华感触颇深，因为
在那之前，江山中学接触省外高水平大学
的机会很少，学生们的眼界也因此受限。

近年来，经学军中学介绍和自主联
系，与江山中学建立联系、开办讲座的高
水平院校越来越多，学生们的观念也不断
更新。近年来，江山中学被“985”“211”
高校录取的学生逐年增加，专业选择也更
加多元。

这些从山海协作中受益的孩子，启
程 奔 赴 更 远 的
山与海，将共同
富 裕 的 果 实 播
撒 在 更 广 阔 的
天地间。这，正
是 夏 飞 华 最 希
望看到的。

江山中学校长夏飞华帮助学生——

借“山海”合力，奔赴更远的山海
本报记者 钱弘慧 通讯员 叶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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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隐形人

夏飞华
浙江省江山中学党委书记、

校长。担任校长 8 年来，他拓宽
思路、借力发展，实现了学校教学
的跨越式发展。

学军中学、江山中学教师交流会 夏飞华做演讲 受访者供图

阮安奇（左）与急救工作人员对接。 拍友 黄琼娜 摄 阮安奇接听120急救电话。 拍友 黄琼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