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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知 温 岭“ 海 上 飞 虎 队 ”被 授 予
“2023 年度最美海上搜救人”称号，67
岁的尤志富很高兴，大有“吾家有儿已成
才”的自豪感。

温岭海岸线长达 317 公里，港湾众
多，两万多名渔民长期在海上作业，各种
突发性疾病、外伤时有发生，海上交通事
故难以避免。

尤志富，温岭石塘镇海滨村人，是一
名普通的外科医生。他牵头成立了“海
上飞虎队”，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海
新城院区的海上医疗急救志愿队。

34 年来，志愿队累计出海施救 450
余次，海上行程 5.75 万余海里，救治病
人 600 余人。“海上飞虎队”是渔民起的
雅号，亲切又响亮。

有呼必出，有危必救；
风浪再大，也要出发

5 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温岭松门
镇的滨海新城院区，听尤志富讲述时间
长河里接力救援的故事。

一下车，我们就嗅到空气中弥漫着
海风的咸湿。尤志富穿着白大褂，正在
体检中心坐诊。虽然两鬓苍苍，但退休
返聘的尤志富面色红润、中气十足。他
耐心地同病人沟通，让我们在办公室稍
候。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翻旧了的

《海上医疗急救 100 问》，出版于 2012
年，这是他总结多年海上救援的经验编
写的小册子，涵盖海上急救、用药等100
个问题，供后来者学习参考。

临近中午，尤志富才有空跟我们聊
天。问及冒险出海救人的初衷，他脸上
笑意凝滞，停顿了一下才回答：“是因为
两次悲剧。”时间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当时还是松门区卫生院医务科科长的尤
志富，接连碰到两起海上伤亡事故。4
名渔民因不明原因中毒，等他赶到码头
时，三人已无生命体征，剩下一人也性命
垂危；不久后，又一名渔民在海上生产时
不慎被铁钩击伤左大腿，运回码头时由
于出血过多已无力回天。

30 多年过去，当年那一幕惨痛的场
景仿佛仍历历在目，让尤志富痛心不
已。他生在渔村，长在渔村，亲戚朋友、
邻里乡亲中不乏渔民，对渔民天然有一

种深厚的兄弟情义。他说：“我那时心
想，假如有一支专业队伍，能快一点到海
上急救，就有可能挽救他们的性命。”

1989 年 11 月，台州市红十字会松
门急救站成立，之后尤志富担任松门区
卫生院副院长，他说干就干，雷厉风行，
牵头带领医院骨干成立了一支 10 余人
的海上医疗小队，这就是“海上飞虎队”
的雏形。那时，尤志富的电话号码向社
会公开，24 小时畅通，渔民家属或者乡
镇干部来求助，他二话不说就走，急匆匆
借来渔船就出海。

一次，为了救助 3 名胸腹受伤的渔
民，尤志富带人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一天
一夜，“风浪交加，六七米长的小木船在
大海中起起落落，好几回差点被掀翻
了。”

出海有风险、药品储备不够、急救器
械不足⋯⋯“困难重重，但想起那一双双
期盼哀求的眼睛，好像要抓住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怎能不迎难而上？”尤志富并
非全然无畏，只是胸怀医者仁心，让他一
往无前。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后来
的每一位队员也是如此。

有呼必出，有危必救；风浪再大，也
要出发。随着渔民远洋捕捞的范围不断
扩大，队员们海上急救的步伐从港口、近
海，去向了远洋，最长单次出海救援时间
长达76小时。

只要是海上急救的
事儿，他都会放在心上

翻看志愿队出海记录，每一条都对
应着一个深海抢险的故事。

“浙岭渔 31036 号船有一船员呕吐
抽搐⋯⋯”4 月 1 日 8 时 36 分，滨海新城
院区总值班室接到急救电话，经过分诊
转至重症医学科值班医师李友新，李友
新迅速做出初步诊断，“可能是脑出血，
通知药房备药，马上出发！”

8 时 45 分，医护双人组集结，救护
车出动；8 时 55 分，抵达码头，搭乘救援
船出海；3 小时后，救援船与出事渔船交
会。56 岁的渔民郭献华已陷入昏迷，初
步检查后，李友新立即对病人用药，在最
短时间内控制住病情，上岸后立即进行
了手术，病人转危为安。

“如今，志愿队从 10 余人壮大到 65
人，队伍逐步建立起了规范的流程和制
度，条件比开始时好太多了。”尤志富又
是感慨，又是欣慰。

据介绍，志愿队实行 24 小时值班
制，接到险情后，队员 10 分钟内集结完
毕，20 分钟内随船出海。同时，他们加
强与台州市海上搜救中心、石塘海上民
间救助站、海上志愿队多方联动，推动事
故监测预警信息、救援装备共享。

志愿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出海急
救是个体力活，45 周岁以下的青年要冲
在前头。看志愿队年龄结构，“90 后”

“00 后”占了一半以上。卸任队长 13
年、退休7年，尤志富非紧急情况一般不
再出海。虽然“隐退江湖”，但只要是海
上急救的事儿，他都会放在心上。有一
回石塘海上民间救助站站长郭文标打来
电话说担架坏了，他马上自掏腰包买了
两副送去。

上下班路过急救站时，他总忍不住
脚头一转，过来瞧上两眼。物资和药品
有专人定期清点、补充，但他有些偏执地
喜欢再点一点。

在李友新眼里，尤志富的形象，在
“严父”和“慈父”间来回切换，“生活中像
慈父一样随和，一到工作中就变成严父，
新来的小年轻都有些怵他。”

海浪滔滔，渔船颠簸，既考验队
员的急救本领，也考验身体素质

和意志。最难的是“跳帮”，即
从救护船跳到伤者所在的

船只上，有风浪时，极易发
生危险事件。曾有女护士
夏天穿了凉鞋上船，被尤
志富狠狠批评了一通。

“出海救人，也要保护好
自己，人身安全一点不能
马虎。”他说。

首次出海，李友新心
里也打鼓，但当他救人后

返回时，心头涌动的满是成
就感。这个说着“吐着吐着就

习惯了”的小伙子，已经成了志愿
队的中流砥柱，出海次数在队里名列

前茅。“孩子们都很棒，尽管有恶心、呕吐
等难受症状，但第二次仍会去。这种精
神，我很敬佩。”听着年轻队员的分享，尤
志富笑道，与有荣焉。

尤院长不一定认识
我们每个人，但我们都认
识他

上个月底，温岭“海上飞虎队”联合
温岭海事、卫健等部门开展海上急救大
演练，训练在激烈颠簸的船上实施胸外
按压、包扎、输液等，带队的是第三任队

长周鸣钧。
1993 年参加工作，跟着尤志富第一

次出海时，周鸣钧还是一个年仅20岁的
“青瓜蛋子”，如今已是掌控全局的“掌门
人”。“尤院责任心强、有担当，以前是他
扛着队伍往前走，现在轮到我了。”周鸣
钧说。

时光悠悠，人事更迭，医院也几经变
革。从占地不到 5 亩的松门区卫生院，
到占地 60 多亩的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滨海新城院区，仅名称就已经变更了 3
次，不变的是海上救援的使命。每年 9
月，新员工入职培训，尤志富总要讲述这
项特殊任务——海上医疗急救。一代代
新人成长，让凝结几代人心血的“海上飞
虎队”始终驰骋大海治病救人。

近年来，志愿队将工作重心从治
向防转移。船老大黄才福所在的“船
老大 1 群”，有 5 位签约医生 24 小时轮
流在线。船员通过语音电话和视频，
远程就能与医生及时联系。依托健康
数据管理平台，志愿队主动向船员提
供“船上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目前已
建成 1.3 万多名涉海涉渔人员的电子
健康档案。

每年开渔前夕，尤志富会随志愿队
前往渔村、码头，开展送药、义诊活动。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志愿队共向船员
发放专业药箱 1300 余只、急救册 1 万余
份，赠送价值 15 万余元的海上急救药
品。在志愿队和温岭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温岭市海上突发事件中伤病人员早
期救治率从23%上升到87%。

尤志富闲不住，总觉得事情还没做
完，比如打造海上医疗急救 120，又如渔
民急救培训班能否让更多人参与。年复
一年，志愿队和渔民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尤志富每次去松门镇白岩村等渔
村，总会被热情的渔民拉住吃饭，端上来
一碗用最大的膏蟹、最鲜的虾煮的热气
腾腾的面。“尤院长不一定认识我们每个
人，但我们都认
识他。”船老大谢
加波说。尤志富
吃早餐、快餐、理
发时，经常有熟
识或不熟识的人
抢着给他买单。

温岭外科医生尤志富牵头成立“海上飞虎队”，34年救治600余人

在苍茫大海上做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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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和下午，东阳市有17条特
殊的公交专线穿行在城乡之间，服务着
一群特殊的乘客——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父母在这座城
市辛勤工作着，由于工作忙碌、居住地点
偏远⋯⋯孩子的上下学接送成了他们遇
到的一大难题。

东阳市政府协调多个部门联手推出
了“求知专线”公交服务。这一服务根据
孩子的家庭住址设定站点，综合考虑上
课时间、路程长短确定发车时间，学校老
师全程维持秩序。

“目前，专线的服务范围覆盖了春蕾
学校、爱心学校等5所小学，服务近千名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东阳市教育局校园
安全管理科科长杜双斌说，线路甚至延
伸到了南马、千祥等较为偏远的乡镇。
服务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孩子和家长
又是怎样评价的？近日我们来到东阳，
给“求知专线”3 号线的工作人员当起了
小助手。

每天给车辆做两次清洁

“求知专线”3 号线从东阳市城乡公
交服务总站发出，直达全市规模最大的
民工子弟学校——春蕾学校。沿途经过
8 个站点，全程 30 公里，负责接送 48 名
孩子上下学。

清晨 6 时，我们来到东阳市城乡公
交服务总站一楼的调度室。调度员方巧
打开电脑，开始做准备工作。“为了确保
行车安全，每位公交司机出车前都要在
这里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方巧说，她
会依据体温、心率、血压以及酒精测试等
指标来评估驾驶员的身体状况。

很快，陆续有司机走了进来，进行例
行检查。“每晚，车队长都会发微信来提
醒，该休息了。”体检时，驾驶员舒朝辉和
吴茂彪两位师傅跟我们“吐槽”起公司

“保姆式”的管理：“今早一见面，经理还
问我昨晚有没有跟老婆吵架呢⋯⋯”

别看驾驶员们口头上一个比一个
“嫌弃”。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公
司这是把自己视为重点保护对象。因为
驾驶员的生活习惯及心理状况会直接影
响到当天的驾驶安全。

15 分钟后，舒朝辉第一个体检结

束，他是“求知专线”3 号线的专职驾驶
员。见他朝着车子方向走去，我们抓紧
跟了上去。本以为就出发了，却被意外
地带到了站内的东北角。

原来，和驾驶员一样，每辆公交车在
发车前也要由技术过硬的保障人员进行

“体检”：转向、刹车、燃油、燃气管路⋯⋯
“学生专线的路程长，情况多变，我们需
要确保每辆车子的性能处于最佳状态。”
舒朝辉一边说，一边忙碌着。他先将抹
布浸了酒精，将车厢内的座椅、门边等乘
客可能触摸的地方逐一擦拭，就连空调
出风口处也没落下。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说着，我们
接过舒朝辉手中的拖把，先将拖把在消
毒液中浸湿，接着来回拖起车厢地板。
舒朝辉说，每台车子在前一天回场后都
会进行清洁。考虑到乘客是孩子，他便
利用车辆检查的 10 多分钟时间做下二
次清洁。

我们按照“先上后下、先里后外”的
方式配合着搞卫生，不放过任何一个角
落。针对椅背后、垃圾桶附近等不方便
擦拭的犄角旮旯，就拿出喷壶，逐一消
毒。清洁完成后，舒朝辉还不忘示意我
们打开车窗通风。

核对每个上车学生名字

6 时 55 分 ，车 辆 守 时 抵 达 第 一
站 ——自来水厂站，春蕾学校的英语老
师吕婷婷领着3个孩子依次登车。据了
解，17 条“求知专线”上都配备有一名像
吕婷婷这样的“守护者”。他们都是这条
线路目的地学校的任课老师，每天上午
随孩子们一起乘坐专线前往学校，下午
则陪同返回，负责各站点的点名和车上
秩序的维护。

“吕老师，他们是咱们今天的助手。”
车辆即将继续行进时，舒朝辉介绍我们
的加入。“那点名就由你们负责。”经过简
短的自我介绍后，吕婷婷将随身携带的
学生名册交给我们，并详细说明今天的
工作流程。

对于我们的到来，最先上车的 3 个
孩子感到挺新奇。12 岁的赵翔宇率先
打破沉默：“我们家离这里走路就 10 分
钟，都是妈妈送我们到车站。”交谈中，我

们得知他身旁那个面容相似的小女孩是
妹妹赵语欣，他们一家从河南周口来到
东阳已有6年。爸爸曾在自来水厂附近
经营一家麻辣烫店，经常工作到半夜。
妈妈一大早就要去菜场采购。“以前，我
妈开车送我们去学校，一来一回要 1 个
多小时。”赵翔宇说着，一旁的赵语欣不
断点头。

不一会，车辆便驶入了第二站——
平川路站，一群孩子蜂拥而入。我们迅

速站在车门口，拿起名册与每一个上车
的学生核对姓名。与此同时，吕婷婷在
车厢内巡视，查看是否有孩子没有登
车。“我做这条线路的跟车老师快 10 年
了。”吕婷婷说。

据悉，春蕾学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多达 716 名，乘坐“求知专线”的孩子占
了38%。目前，春蕾学校共有4条专线，
每学期根据自愿报名情况，选定 4 位跟
车老师和 1 位机动人员。跟车线路，则

依照就近原则。

把落下的书包送到家

下午 4 时 30 分，放学铃声准时响
起。舒朝辉已驾驶着公交车稳稳停在校
门口。我们在操场上与手持班车引导牌
的吕婷婷汇合，准备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安静，开始整队啦！”吕婷婷温馨提
醒，孩子们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
拿出上午的名册，逐一点名并打勾确
认。人数清点完毕后，引导孩子有序
登车。

“老师，孩子今天我自己接。”临上车
前，学生王凌薇的家长张静叫住了吕婷
婷。张静平时在珠宝店工作，今天难得
轮休，特意来接孩子一回。看到妈妈的
到来，王凌薇开心地扑到她的怀中。“没
有专线之前，孩子上下学可是我的心
病。”说起“求知专线”的好处，张静对我
们一顿猛夸：“现在，我们夫妻俩都不用
为谁去接孩子犯愁了。”

车子发动以后，孩子们相互分享着
一天中发生的趣事。“老师，这里有个书
包落下了。”车辆刚驶出银泰城站，6 年
级曾军涵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吕婷婷接过书包，并快速通过书本封面
上的姓名确定了小失主——姬天语。我
们依据手头的名册信息联系了她的父
母，却被告知他们因工作无法马上赶来。

吕婷婷对我们说：“通常可以把遗失
物品放在城乡公交服务总站，或者直接
上门送还。”我们选择了后者。吕婷婷告
诉我们，专线上孩子们偶尔会落下东西
或坐错站，尤其是在每个学期开学初或
者冬夏令时更替的时候最为常见。

我们很快来到姬天语的家。她的爷
爷热情地邀请我们进门坐坐。“以前天语
上下学的接送问题让人头疼。”姬爷爷
说，“之前我还在老家，这孩子好几次因
为没人接都等到最后一个才回家，委屈
地哭过好几回。现在有了这条接送专
线，真是太方便了！每天下午我只要安
心在家做饭等她回来就行。”

事实上，姬爷爷感受便捷的背后，是
许多人默默努力的结果。

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学生
流动性较大，东阳市教育局、交通局、公
安局在每个新学期伊始都会联合召开协
调会，及时对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例如，上学期，家住白云街道的部分家长
提出，孩子们到美好家园站点上车距离
较远。这学期3号线增设了针织一厂站
点。“价格方面，我们从市场运营、安全管
理等方面通盘考虑。”东阳市交通局公路
与运输管理中心客运服务科科长吴宏良
表示，确保孩子们坐上既经济又安全的
公交专线。

我们问吕婷婷：“你有孩子吗？”她笑
着回答：“有啊，大的 9 岁，小的 5 岁。”我
们又问：“那他们是怎么上学的呢？”吕婷
婷略带歉意地说：“都是公公婆婆负责接
送。”她顿了顿继续说：“前几天小女儿问
我，妈妈你什么时候也能像别人的妈妈
那样来接我一次。”言罢，她又补充道：

“教育是我的职业，更是一份责任。我相
信孩子长大后会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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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专线”护航上学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陆 欣欣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东阳东阳 韦敏航韦敏航

学生们有序上车。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摄

公交车里陆续坐满了学生。 共享联盟·东阳 李磊 摄

“海上飞虎队”运送伤员。 受访者供图

尤志富（左）在海上紧急救援途中（资料照片）。


