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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风雨与阳光交

错。各行各业的浙江人，带

着乐观和坚韧披荆斩棘，携手

绘成不平凡的年度画卷。本报

推出《我这一年》系列报道，请 6

位普通人讲述这一年工作生活

中的挫折与奋起、眼泪与欢笑，

展现他们的梦想、勇气与拼搏

的力量。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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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我正在准备春节前后生产需
要的原材料。宁波市政府组织了商务包
机，9月我顺利走出国门，“抢”回了500万
美元订单。这些订单覆盖了明年一季度
大部分的生产计划，我要早早筹划起来。

做外贸22年，我们企业现在主要生
产充电钻等充电工具，90%出口到欧
美，年出口额达 3500万美元，跟不少国
际大型连锁超市有多年合作关系。

今年是疫情的第三年，对我们最大
的 考 验 就 是 3 月 份 开 始 的“ 外 贸 寒
冬”——老客户的订单断崖式下滑，欧
美主要客户订单减少50%以上，其中一
家合作多年的国际知名连锁超市，今年
前7个月一单都没下。

毋庸讳言，总体形势并不乐观,但
我是个乐天派。面对困难，我相信一切
会变好；另一方面也积极应变。如果困
难来自公司本身，那就自我改进完善，如
果困难来自外贸环境，那就积极向政府
反映，争取相关支持。

上半年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尽管
接单速度下降，企业出口额却达到2000
万美元，同比增长54%，这主要是因为正
在生产的订单是去年下半年接的。但是
大量出货的同时，在手订单却越来越少。
我们团队分析后发现，接单速度下降的原
因是客户端销售放缓。在去年原材料上
涨、人民币升值、海运成本上升的“夹攻”
之下，企业出口产品被迫大幅涨价，导致
客户零售端提价，带来连锁反应。

对于“外贸寒冬”，我和同事们积极研
究对策：尽可能多开发新品，弥补老产品的
订单缺失；同时通过提质降本，为客户提供
更有价值的产品，尽可能抢占市场份额。

虽然订单少了，可技术员和业务员
却更忙了。我的办公室成了“作战室”：
原来只有1个大屏幕，今年搞了2个，两
组不同的人员同时在线开会，研究设
计、讨论成本，我和同事们干劲十足，努
力接新单，维持下半年的生产，部分老
客户也陆续恢复下单。

其实，我想“走出去”的意愿一直很

强烈，但是疫情一度阻碍了出国的脚
步。7 月，宁波组团包机拓市场的消
息，仿佛打开了一扇窗，让我有了一定
要走出去的信念。

暑期是欧美客户的休假时间，最终
我选择和工程师一起，乘坐宁波第二批
商务包机，9月21日我从宁波出发前往
匈牙利，随身带的 30 寸大行李箱塞满
了样品，重达 20 公斤。坐在包机上，心
情挺激动——毕竟这些老客户早已成
了老朋友，三年没见了！

飞机落地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走
访了法国、德国、荷兰的 9 位老客户，参
加了一些展会，行程足足有半个月。尽
管我们的客户来自不同国家，但见面第
一 句 话 却 像 是 事 先 商 量 好 的 一 样 ：

“Hi，Lu！ How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标准的中式英语，让我
忍俊不禁，也倍感亲切。

这次拜访的每位客户都让我挺感
动，到访公司时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热情
招待，经常是桌上摆放着精美的甜点，还
有不同口味的咖啡可选择，还都热情邀
请我们在当地的著名餐馆一起用餐，就
像我们中国人接待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
样。

跟客户面对面沟通后，我们提出不少
建议，如在购买力下降的前提下，对部分
产品减配，实现减价、促进销售，他们也表

示赞同。以一款多功能手电钻为例，原来
设计功率是800瓦，我们建议把功率降至
500瓦，这样足够满足日常家庭使用，价格
也能便宜不少。新订单就这么来了。

生意是“谈出来”的，线下交流时，拥
抱和寒暄一下子能拉近距离，再一起吃
顿饭、喝杯酒，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跟德国客户喝啤酒聊天时，他接了个电
话后眉头皱了起来，我主动询问原因，原
来有个户外种植花房的订单，供应商突
然交不出货，我说我也能做。双方核对
细节后，这笔20万美元的订单到手，既为
客户分忧又拿到新单，那晚我特别高兴。

与外国客户交流后，我更坚定了想
法：出口价格并非越高越好，我们和外
国客户不只是买卖关系，更是合作伙
伴。因为企业的盈利是单件产品的盈
利乘以数量，如果数量没上去、规模没
上去，利润就出不来，一起和外国客户
想办法，“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助
力他们顺利卖掉产品并有盈利，我们才
能赚到钱。

拜访客户、参加展会⋯⋯走出去一圈
“临市面”（宁波方言：打听行情、了解动
向），拿足了订单。回来的时候，我那个30
寸的大行李箱依然沉甸甸的，装满了眼下
欧洲最流行的充电工具新品，是客户要求
我们加紧试产的。

（本报记者 段琼蕾 整理）

乐天派的我，不惧寒冬乐天派的我，不惧寒冬

每一次穿上白大褂、跨进急诊室的
大门，我就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因为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进来的是什么样的
患者，又会遇到怎样的急救场景。只有
全身心投入，我才能应对随时而来的患
者，以及随时开始的忙碌。

我在湖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工作，
今年已是第7年。

今天又是一个晚班，时间是从下午
5 时到明天早上 8 时。上班前，虽然还
不是很饿，但我还是逼着自己吃了点东
西，因为一旦走进了急诊室，什么时候
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都是未知
的，说不定一忙就是明天早上了。

每个夜班前，我都希望今天的“运
气”好一点。对我们急诊科医生来说，
什么是“运气”好？就是病人少一点。
这可不是我想偷懒，因为来我们急诊科
的病人多数是“在家扛到没法再拖”，不
得已才来医院，无论是救护车拉来的，
还是自己过来的病人，病情都很重。

下午5时20分，我收治了今天的第
一个病人，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因胸痛
紧急送来医院。这段时间，天气转冷，因
胸痛送来的病人不少。看到他的症状，

我脑子里马上跳出四个字：心肌梗塞。
急诊大夫，在第一时间正确地判

断、正确地救治，是挽救病人生命的关
键。但是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不能盲目
判断，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有限的信息
不断推翻、印证自己的判断，最终形成
自己的诊断思路。

出现心肌梗塞，黄金的抢救时间为
发病后的 120 分钟之内，如果得到及时
救助，患者康复的希望和几率就会大大
增加。心电图检查和抽血化验心肌酶
同时进行。各项诊断数据印证了我最
初的判断，就是心肌梗塞。我们马上联
系心内科、导管室和手术室。很快，病
人被送进了导管室，接下来的救治由心
内科医生“接力”。

这样的“接力棒”，我们每天会传递
许多次。对各种要紧急救治的病人来
说，我们急诊医生首先要做的就是先为
他们保住命，专科医生是给他们治好
病。因此，面对各类重急症患者，我们
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他们的情况进行
紧急处理和治疗，稳定患者病情。另一
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患者进行分诊，转
给相关专科进行进一步治疗。

第二个病人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爷
子，车祸。救护车刚刚抵达，患者呼吸心
跳骤停。我们团队立即启动心肺复苏。
连续 7 分钟的心肺复苏，把我们累得够

呛。好在患者终于恢复了自主心率。
心电监护仪监测静脉通路建立、急

救药品注射，气管插管并接入呼吸机等
一系列抢救工作也紧跟着完成。患者
生命体征维持稳定状态后，我们就可以
进行颅脑 CT 等相关检查了，检查结果
不容乐观，脑出血、颅骨多发性骨折，神
经外科、重症医学科抵达会诊。

这样的“生死时速”，在我们科室经
常上演。很感谢来急诊科以前，自己在
重症医学科工作的6年，这给了我在急诊
抢救室从容应对各种重症病人的底气。
当一个人的心跳在我们手上重新开始恢
复，这时是最有成就感的。我救的不仅
仅是一个人，更是背后的一整个家庭。

在急诊科工作了 7 年，节假日对我

来说近乎“奢侈”，更没有“过年”一说。
我们全力以赴，只为能给病人提供最好
的医疗条件。和急诊科越来越多的病
人相比，我的头发越来越少，而白头发
却越来越多，有时坐在椅子上都能睡
着。但每次“嘟嘟”的警报声一响，我们
马上打起精神投入新的战斗。

对医生来说，哪里有病人，哪里就
是战场。我热爱急诊工作，虽然很累，
但是我选择坚守急诊这个战场。为了
抢回更多的病人，我的脚步更快了，同
时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了，要不断充实
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当然，对科室里
的小伙伴，我也严格要求，一个人再厉
害也没用，只有整个团队强了，我们才
能救治更多的病人。工作中一丝一毫
的差错可能给患者带来不可挽救的后
果。小伙伴对我是又爱又怕，私底下叫
我“凯爷”。我其实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我私下里其实很好讲话的。

“尽力而为”是我的座右铭。医学还
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我们能做的有限，设
身处地为病人和家属做好解释沟通工作
很重要。有一位老年患者，反复三次出
现呼吸骤停，我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查找
各类文献，终于找到相似病例，是气管软
骨软化症。家属很感激，我也很高兴。
我又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个病人。

（本报记者 徐坊 通讯员 戈杰 整理）

与死神赛跑的第七年与死神赛跑的第七年

我是千禧宝宝，今年刚好22周岁。
对大家来说，22 岁还很年轻。但对我

来说，这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年龄上
限，今年是我最后也是唯一能拿金牌的机
会了。

两个月前，我在2022年世赛特别赛上
获得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金牌，实现了中
国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今年，我
还在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完成了从学生到教
练的身份转变。

其实，我差点就错过了。
5月底，我们收到消息：原定于今年10

月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取消。
5 年的努力“打水漂”，当时感觉天都

塌了。从2017年加入世赛选拔队开始，我
这几年就为了那枚世赛金牌。同学们早早
地去实习、工作，而我呢，甚至从未想过，不
去夺金我该去做什么。

但一下子，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
了。训练室、铲刀、刮刀甚至校园，眼前熟
悉的一切，让我心如刀割，堵得慌。

第二天，我就打包行李从学校回了
家。金牌、世赛、刮腻子、剪龙骨⋯⋯5 年
的记忆，随着我的脚步踏出校园，统统被彻
底抛在了脑后。我不愿想起。

往后的一个多月，我把自己关在家里，
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真要说收获，那应
该就是噌噌噌长出来的30斤肉了吧！

转机，出现在7月的一天。
教练喊我快回校训练，他告诉我，虽然

世赛取消了，但又多了一场世赛特别赛。
说实话，最开始是懵的。我以为这辈子

都和世赛无缘，已经和过去五年做好了告别。
真没想到，还有机会。
花了一天时间调整，我重整行装回到

了学校。
恰逢毕业季，我原来备赛使用的工具

已被拆分入库。回到训练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钻进仓库，找回它们。

虽然仓库里清一色的工具，但用了几
年，一看一摸，就知道哪些是我的“老伙计”。
它们应该也没想到，还能再回到我手里。

只是，对工具的熟悉感，很快就被一种
更为强烈的陌生感吞没了。

刚恢复训练的那几天，算耗材算不对，
刮腻子刮不平。俗话说，一天不练手脚慢，
两天不练丢一半。我这可是一个多月没碰

它们，手生了，没感觉。
入行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一边自我

怀疑，又一边自我说服：时间不多了，唯有
苦练，硬着头皮上吧！

那阵子，从早到晚，每天的训练不低于
7 小时。今年夏天杭州持续高温，酷暑难
耐。但训练室里没有空调，怕粉尘飞，也不
能开风扇。我一天至少要洗三次澡、换三
套衣服，干活戴的吸汗发带，常常是一个多
小时就吸满了，汗水直往下滴。

为了参赛能够更顺利，我还要上体能
课、英文课。晚上下课一般8点，我习惯于
下课后，再去训练室练一会儿，总结复盘，
查漏补缺。

今年 9 月某天的凌晨我发过一条状
态：“舍不得睡。”很多人都以为我太拼了，
沉迷训练，废寝忘食。其实啊，我就是回宿
舍太晚，手机还没玩够，舍不得睡呢！

10 月中旬，我搭乘航班前往法国波尔
多，作为中国代表团选手，来到第 46 届世
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法国站。

那几天我特别亢奋，跟谁都能唠上几
句，一下成了代表团里的“社牛”。我想，虽
然在异国他乡，但必须要让大家觉得这就
是我的主场。

实际上，连续5天的赛程非常紧张，我
甚至吃不下饭，常常只是草草吃几口水果
了事。

很多人只知我“刮腻子”，其实，抹灰与
隔墙系统项目还包括了隔墙、隔音棉、装饰
线条、自由创意等多个模块，每个模块都要
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当然提前完成也
可以提前进入下一项目，不过我一般都会
把时间用完，要尽可能做到极致。

不光是手艺比拼，这还是脑力角逐。
比赛的第一步就是要看懂设计图纸、准确
计算耗材。如果你没算对，就会扣分，尤其
是算少了，到了正式比赛就会“捉襟见肘”。

算、裁、抹、刮、磨⋯⋯看似简单，但每
个步骤都有大学问，这一套，我整整用了 5
年。

19 岁那年，我自费去俄罗斯喀山观摩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个时候我心里就
憋着一股劲儿，将来，我也要披着国旗站上
领奖台。

2022年，在异国他乡，我做到了。
站在金牌领奖台的那一刻，回想我这

一年，失意与攀登，大起大落，感谢自己没
有放弃。

（本报记者 李睿 通讯员 王心慧 包子力
整理）

大起大落，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今年最自豪的数字：

10%
（尽管遭遇外贸寒冬，经

过努力，今年我们企业产

值预计同比增长约10%）

我的年度报告
今年开发的新产品：

30 个

今年坚持最久的爱好：

每周跑步3 次

今年特别开心的事：

作为宁波市政协委员，我撰写
的社情民意被省级相关部门采纳

今年已接诊人次：

4000多

一个班次来的最多的救护车：

23 辆

最长一次连续工作时间：

34 个小时

最感动的一句话：

“谢谢你，医生！”

2023年愿望：

陪家人吃一次
年夜饭

我的年度报告

我的年度报告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

章凯（右二）用床边气管镜给急诊患者检查。 湖州市中心医院供图

2022年9月，陆红飚（右一）乘坐商务包机出国后，与三年未见的老客户交流。 受访者供图

马宏达正在裁切石膏板。 本报记者 孙金满 摄

今年是训练的第5 年

今年的幸运数字：7
每天训练时长都不低于7 小

时，在世赛的工位抽签是 7
号工位，世赛分数771 分

今年最爱的歌：

孙燕姿的《绿光》，

它总能给我激励，起床后听听，

一天都元气满满

训练结束后最喜欢的事：

玩会游戏，QQ 飞车是

我的最爱

宁波耀升工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陆红飚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教师 马宏达

湖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医生 章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